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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中用于表示命令语法的规则同10s命令手册一致。
命令手册中的表示规则描述如下：粗体字代表输入的是命令或关键字。
在实际配置例子和输出（非常规的命令语法）中，粗体字代表用户手工输入的命令（如show命令）；
斜体字指用户实际输入的参数值；竖线用于分割可选的、互斥的选项；方括号表示可选项；花括号表
示必选项；方括号中的花括号⋯表示必须在任选项中选择一个。
思科网络技术学院项目是采用e-learning方式，为全世界的学生提供学习信息技术的项目。
CiscoCCNA Exploration包括4门课程，提供全面的从基础到高级应用和服务的网络知识。
本课程既强调理论概念也包含实践应用，同时提供获得设计、安装、运行和维护小型到中型网络（包
括企业网络和服务供应商环境）的技能。
网络基础课程是第1门课，它是学习网络的基础。
本书是官方提供的用于网络学院CCNA Exploration在线教程4．x版的补充课本。
作为课本，本书与在线教程提供相同的有关网络概念、技术、协议和设备的介绍。
本书强调关键主题、术语和练习并提供了更多解释和例子。
你可用在线教程作为直接的指导，使用本指南来巩固对所有知识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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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思科网络技术学院项目是Cisco公司在全球范围推出的一个主要面向初级网络工程技术人员的培训
项目。
　　本书为思科网络技术学院CCNA Exploration第4版课程的配套书面教材，此课程是4门新课程中的
第1门，主要内容包括：通信和网络的基本概念介绍，OSI和TCP/IP模型介绍，应用层和传输层协议、
服务，IP寻址、网络编址和路由基础，数据链路层和物理层的介绍，以太网技术及其原理，网络设计
和布线，Cisco路由器和交换机的基本配置。
每章的最后还提供了复习题，附录中给出答案和解释。
术语表中描述了有关网络的术语和缩写词。
　　本书作为思科网络技术学院的指定教材，适合准备参加CCNA认证考试的读者。
另外本书也适合各类网络技术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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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Mark A.Dye，是加兹登社区学院Bevill中心的技术和培训管理者，他也管理并任教于思科网络技术学院
。
现在他是思科网络技术学院项目的全职评估人和课程开发人员。
从1985年开始，Mark运营着一个私人技术咨询公司。
Mark30多年的经历包括医疗设备工程师、野战勤务工程师、客服监督、网络工程师和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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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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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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