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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H3C网络学院路由交换技术第3卷教材详细讨论了建设大规模网络所需的路由技术，包括网络模
型、IP路由基础理论、OSPF/IS-IS等IGP路由协议、BGP路由协议、IPv6路由技术、路由控制和过滤
、IP组播等。
本书的最大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依托H3C路由器和交换机等网络设备精心设计的大量实验，
有助于读者迅速、全面地掌握相关的知识和技能。

　　本书是为网络技术领域的深入学习者编写的。
对于大中专院校在校学生，本书是深入计算机网络技术领域的好教材；对于专业技术人员，本书是掌
握计算机网络工程技术的好向导；对于普通网络技术爱好者，本书亦不失为学习和了解网络技术的优
秀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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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3.2  汇聚层汇聚层处于三层结构的中间。
汇聚层设备是大量接入层设备的集中点，负责汇集来自接入层的数据，并对数据和控制信息进行基于
策略的控制。
汇聚层从位置上处于核心层与接入层的分界，面对大量来自接入层的链路，汇聚层必须将其数据汇聚
在一起，通过少量的高速链路传递给核心层。
这样可以减少昂贵的高端设备接口，提高网络转发效率。
如果不采用冗余设计，则某台汇聚层设备或某条汇聚层链路的失效将会导致其下面连接的所有接入层
设备用户无法访问网络。
因此，汇聚层设备的可靠性较为重要。
考虑到成本因素，汇聚层往往采用中端网络设备，并采用冗余链路连接核心层和接入层设备，提高网
络可靠性。
必要时也可以对汇聚层设备采用设备冗余的形式提高可靠性。
汇聚层还负责实现网络中的大量复杂策略，这些策略包括路由策略、安全策略、QoS策略等。
通过适当的地址分配并在汇聚层实行路由聚合，可以减少核心层设备的路由数量，并以汇聚层为模块
，对核心层实现网络拓扑变化的隔离。
这不但可以提高转发速度，而且可以增强网络的稳定性。
在汇聚层配置安全策略可以实现高效部署和丰富的安全特性。
基于接入层设提供的数据包标记，汇聚层设备可以为数据提供丰富的QoS服务。
1.3.3  核心层核心层处于网络的中心，负责对网络中的大量数据流量进行高速交换转发。
网络中各部分之间互相访问的数据流都通过汇聚层设备汇集于核心层，核心层设备以尽可能高的速度
对其进行转发。
核心层的性能会影响整个网络的性能，核心层设备或链路一旦发生故障，整个网络就面临瘫痪的危险
。
因此在选择核心层设备时，不仅要求其具有强大的数据交换能力，而且要求其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通常应选择高端网络设备作为核心层设备。
这不仅是因为高端设备的数据处理能力强，转发速度高，也是因为高端设备本身通常具有高可靠性。
高端网络设备的主要组件通常都采用冗余设计，例如采用互为主备的双处理板、双交换网板、双电源
等，确保设备不易宕机。
而核心层链路多采用高速局域网技术，确保较高的速率和转发效率。
为了确保核心网络的可靠性，可以对核心层设备和链路实现双冗余甚至多冗余，实现网状、环状，或
部分网状拓扑。
即对核心层设备和链路一律增加一个以上的备份，一旦主用设备整机或主用链路出现故障，立即切换
到备用设备或备用链路，确保核心层的高度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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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路由交换技术(第3卷)》编辑推荐：是H3C网络学院系列教程之一。
《路由交换技术(第3卷)》详细阐述了建设大规模网络所需的路由技术，包括网络模型、IP路由基础理
论、OSPF／IS-IS/BGP路由协议、路由控制和过滤、IP组播、IPv6路由技术等。
《路由交换技术(第3卷)》的最大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纳入了大量翔实而细致的实验案例。
《路由交换技术(第3卷)》适合有志于深入学习网络技术或有志于通过H3CSE-Routing&Switching认证的
大中专院校在校生和网络技术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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