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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The TCP/IP Guide是TCP/IP领域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经典著作，书中对TCP/IP协议的原理和实现做了
全面的介绍，涉及因特网中使用的各种最新的协议和技术。
本书是其中译本的第一卷，分为“TCP/IP概述与背景知识”和“TCP/IP较低层的核心协议”两篇，
共11部分49章，分别介绍了联网基础、OSI模型、TCP/IP协议族和体系结构、TCP/IP网络接口层协议
、TCP/IP网络接口层/网际层连接协议、IP/IPv4、IPv6、与IP相关的特色协议、IP支持协议、TCP/IP选
路协议（网关协议）、TCP/IP运输层协议等。
本书层次结构清晰，配有大量的插图和表格来辅助文字表述，同时还辅以大量的“注解”、“要点”
等，可读性极强。
    本书内容广泛，易于理解，理论联系实践，是不可多得的TCP/IP方面的权威指南。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TCP/IP指南（卷1）>>

作者简介

科齐勒克，我于1966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温莎市，在多伦多附近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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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们读过的有关TCP/IP协议最全面的指南⋯⋯极具可读性⋯⋯强烈推荐。
”　　——Netowrk Worlk杂志　　“TCP/TP新圣经，文笔流畅生动，妙趣横生。
”　　——Slashdot网站　　“对于我们理解TCP/IP协议并将其应用于网络管理，本书将发挥令人难以
置信的作用⋯⋯真是一部令人赞叹的杰作⋯⋯包罗万象而且通俗易懂。
”　　——JavaRanch网站　　本书是TCP/IP领域难得一见的鸿篇巨制、新一代的权威著作，以内容全
面深入、叙述透彻清晰，文笔幽默生动、图文并茂、富于人性化而享有盛誉。
堪称TCP/IP和网络技术的百科全书。
　　书中不仅涵盖TTCP/IP经典主题和许多高级主题，还深入探讨了其他图书中难以找到的技术细节
。
更难能可贵的是。
作者处处为读者着想，善于化繁为简，力求让各种层次的读者都能非常容易地理解书中讲述的主题。
因此，本书无论对初学者还是专业技术人员。
都是不可或缺的学习指南和参考著作。
　　中译本分为两卷出版，本书是第一卷，主要讲述网络技术基础，OSI参考模型和TCP/IP底层核心
协议（包括PPP、ARP、IPv4、IPv6、IPNAT、IPSec、Mobile IP、ICMP、RIP、BGP、TCP、UDP等）
。
第二卷则主要讲述丁CP/IP应用层协议。
IPv6的影响已经融入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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