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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详细讨论了IP QoS体系结构和相关的QoS功能、区分服务体系结构、ATM、帧中继、IEEE 801．1p
、IEEE 801．1Q、MPLS、MPLS VPN QoS技术及其与IP QoS的互联、MDLS流量工程，同时提供了大量
的案例研究和配置范例。
    本书是为负责设计和维护公司内部网络和服务提供商网络基础设施的IP服务的网络互联专业人员编
写的。
如果您是网络工程师、设计师、管理员、规划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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