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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深入地讲述了IP网络中的Cisco QoS管理和配置，对IP网络中的QoS一般性原理和技术以及最
新发展动态也做了广泛的介绍。
主要内容包括：Cisco IOS基本性能、QoS基本原理、流量分类、排队和阻塞回避技术、高级QoS管理
、MPLS等。
并在对每项技术的讲述之后，介绍了在Cisco路由器中的配置方法。
本书内容详尽且具权威性，将技术原理与实际应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本书不仅适用于Cisco网络管理员，也适合广大网络技术工程和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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