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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此书开始于1999年春，那时我制作了一些幻灯片并出席了华盛顿贝尔文社区学院举办的“介绍
：IPv6”课程，有4名学生。
尽管结果和期望的不一样，但学习IPv6所花的时间、制作幻灯片的过程以及向这些好奇的学生展
示IPv6技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并为将来的努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2000年，作为Windows技术的一位作家，我编写了《Introduction to IP version 6》白皮书，该书
在微软Windows IPv6网站（wvcv~．microsoft．com／ipv6）发布，这使我投入到任何和IPv6有关的文档
中去。
我也制作并发布了“IPv6 Overview”内部课程，其中Tom Four给予了Windows套接字方面的帮助。
这个单日课程在2000年10月开始向微软软件设计师、软件测试师、程序主管以及技术文档编写员传授
。
　　我向技术内容开发的程序主管过渡，这使我有时间、精力和经验把“IPv6 Overview”课件和许多
其他的关于IPv6的白皮书及文章变成《Understanding IPv6》，Microsoft Press，ISBN 978-0735612457），
即本书的上一版。
之后我继续开发IPv6的内容，支持过渡性的Windows XP的IPv6的发布，以及Windows Server 2008
和Windows Vista（服务和程序中完全集成了IPv6支持）的IPv6的发布。
　　《深入解析IPv6（第2版）》囊括了所有这些努力的结果。
我真诚地希望，从1999年春开始的工作最后凝聚成的这些结构良好、可读性强的文字，能够帮助读者
学会并理解IPv6的概念、原理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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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深入解析IPv6(第2版)》详细地讲述了IPv6(即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新一代的互联网协议)的
概念、原理与实现过程，并结合Windows Server 2008和Windows Vista系统环境讲解了IPv6的具体实现与
应用方法。
《深入解析IPv6(第2版)》适合Windows网络管理员、微软认证系统工程师、微软认证系统培训师阅读
，也可作为网络管理、软件开发及测试等计算机专业课程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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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列表 364F.3.3 本地代理列表 365F.4 通信注册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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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IPv6简介　　通过本章的学习，您将掌握如下内容。
●描述IPv4的缺陷和当今互联网的状况，以及IPv6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
　　●描述IPv4的地址耗尽问题如何导致网络地址转换(Network Address Translators，NAT)的出现，以
及端对端通信存在的问题。
　　●列举并描述lPv6的特性。
　　●列举并描述IPv4和IPv6之间的主要区别。
　　●阐述部署IPv6的原因及其商业价值。
　　1.1　IPv4的局限性　　从1981年发布Request for(Comments(RFc)79l以来，现在使用的IP版本(即第4
版，IPv4)一直没有发生过重大变化。
事实证明，IPv4可靠、易实施、且可互操作。
它经受了从互联网络扩大到今天的全球性应用的Internet的考验。
这是对它的最初设计的肯定。
　　然而，IPv4的最初设计没有预见到下述情况。
　　?当今互联网的指数性增长和已迫在眉睫的IPv4地址耗尽问题尽管IPv4的32位地址空间能提供4 294
967 296个地址，但以前和当前的地址分配活动使得IPv4的公用地址仅有几亿个。
结果，公用的IPv4地址变得相对稀缺，从而迫使众多用户和部分组织使用NAT，用于映射一个公
用IPv4．地址到多个内部IPv4地址。
尽管NAT开创了内部地址空间的重用，但它却违背了的互联网原来的一个重要设计原则：每个节点都
应有一个独有的、可全球访问的地址。
这妨碍了任何类型的网络应用程序实现真正的端对端连接。
　　另外，日渐兴起的联网设备和装置，必然导致IPv4地址最终耗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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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深入解析IPv6(第2版)》详细介绍了IPv6的功能与优势，深入讲解在WindowsServer2008
与WindowsVista中进行基于IPv6的寻址、路由、配置及安全等应用。
《深入解析IPv6(第2版)》可帮助你掌握IPv6技术核心的协议与实现过程，为IPv6设备和技术应用打下
坚实的基础。
　　《深入解析IPv6(第2版)》内容：　　突破IPv4的局限——从提高地址扩展性，到实现更快的端到
端连接；　　深入解析IPv6的特性、实现及相关组件；　　熟悉名称解析和路由设施；　　自动配
置IPv6主机；　　使用命令行工具和注册表修改默认操作；　　ISATAP、6t04和Teredo等对比过渡技
术；　　规划IPv6部署，包括和IPv4系统的共存；　　通过配置来实现安全特性；　　7个附录覆盖链
路层支持、Windows套接字、移动IPv6、创建测试实验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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