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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计算机网络课程随着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对实践操作能力要求越来越高。
过去价格高不可攀的交换机、路由器、硬件防火墙等网络设备也在高等院校的网络实验室普及开来。
学生通过在网络实验室中实际动手配置网络设备，加深了对网络理论知识的理解，提高了解决网络问
题的能力。
然而，市场上针对整个网络实验室、适用于多种网络设备的计算机网络实验教材相对匮乏。
因此，作者以网络实验室为依托，针对主流网络设备，综合多年的网络实验教学经验，编写了这本计
算机网络实验教材。
本书主要介绍计算机网络实验过程中如何配置交换机、路由器和硬件防火墙。
全书共分5章，由20个基础实验和9个综合实验组成，每个实验都包括前置知识、实验目的、实验设备
、实验规划和拓扑结构、实验步骤、思考题、相关配置命令的详解等几部分。
第l章介绍计算机网络的基础知识；第2章介绍交换机的配置实验，由9个实验组成，包括交换机的基本
配置、交换机VLAN的划分、MAC地址和IP地址与端口的绑定、配置生成树、链路聚合、三层交换机
路由配置、DHCP服务器配置等实验项目。
第3章是路由器的配置实验，由5个实验组成，包括组建路由网络的基础路由配置、广域网协议封装
、RIP路由协议、OSPF多区域路由和标准访问控制列表技术。
第4章介绍了网络安全中的硬件防火墙的配置实验，由6个实验组成，包括防火墙的用户管理、透明模
式配置、路由模式配置、混合模式配置、NAT转换、VPN配置。
第5章是9个综合实验，综合了交换机、路由器和防火墙的链路聚合、生成树协议、链路负载均衡、端
口认证、端口地址绑定、PAP和CHAP封装验证等重要内容，给出了解决这些网络难题的方法。
本书的特点是紧密结合网络设备，介绍的各种配置命令和方法在绝大部分网络设备上通用。
通过认真学习实践本书的内容，可以锻炼实际解决网络问题的能力。
本书主要面向高等院校及大中专院校计算机相关专业、通信相关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可以作为教师开
展实验教学的指导教程，也可作为其他专业学生和社会认证的实验指导书。
同时为各级网络管理员提供了一本入门与提高的专业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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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适用多种网络设备的计算机网络实验教材，主要介绍计算机网络实验过程中如何配置
交换机、路由器、硬件防火墙等知识。
全书由20个基础实验和9个综合实验组成，内容涵盖交换机的基本配置、VLAN的划分、MAC地址和IP
地址与端口的绑定、配置生成树、链路聚合、三层交换机路由配置、DHCP服务器配置、基础路由配
置、广域网协议封装、RIP路由协议、OSPF多区域路由和标准访问控制列表技术、防火墙的用户管理
、透明模式配置、路由模式配置、混合模式配置、NAT转换、VPN配置等。
　　本书实验的设计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针对性，通过这些实验，可以提高学生处理网络实际问题
的能力。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及高职高专院校计算机网络实验教学的指导教材，也可供从事计算机网络管
理的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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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计算机网络基础现在，人们的生活、工作、学习等方面都离不开计算机网络。
假如某一天计算机网络突然不能工作，我们将面临什么样的结果昵?人们将无法出行，因为无法买到车
票、机票；银行不得不关门；人们无法上网查询自己所需要的资料；整个社会将会是一片混乱。
计算机网络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的战略基础设施，世界各国纷纷研究和制定本国建设信息基础结构的计
划，同时也推动计算机网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1 计算机网络基本概念1.1.1 计算机网络的定义计算机网络没有统一的精确定义。
关于计算机网络最简单的定义是：通过同一种技术相互连接起来的一组自主计算机的集合。
如果两台计算机能够交换信息，则称这两台计算机是相互连接的。
以后我们将会看到，计算机网络可以有不同的大小、形状和形式。
1.1.2 计算机网络的分类关于计算机网络的分类有两个因素非常重要：传输技术和距离尺度。
不同的因素带来不同的分类结果。
1.按传输技术分类按照传输技术不同，可以将计算机网络分为广播式网络和点到点网络。
（1）广播式网络（broadcastnetworks）只有一个通信信道，网络上所有计算机都共享该信道，任何一
台计算机发送的消息都可以被其他所有计算机收到。
在传输的分组中有一个地址域，指明了该分组的目标接收者。
一台计算机收到一个分组以后，检查地址域。
如果该分组正是发送给它的，它就处理该分组，否则该分组就被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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