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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Cisco IPv6网络实现技术(修订版)》介绍了 Cisco
IPv6的实现技术，以及在Cisco路由器上设计、配置、部署和调试IPv6的深入的技术参考。
通过书中的所有IPv6功能操作实例，您将获得Cisco
IPv6技术的专门知识。
　　《Cisco
IPv6网络实现技术(修订版)》分为五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了IPv6的发展过程、理论基础和优势。
第二部分详细说明IPv6的基本特征和高级特征，然后解释使用Cisco
IOS软件技术进行设计、应用、配置和路由IPv6网络。
第三部分讲述主要的整合和共存机制，并描述使用不同的策略，在当前的IPv4基础设施上整合IPv6。
这部分还包括了使用Cisco
IOS软件技术与不同的支持IPv6主机实现进行网络互联的例子。
第四部分叙述6bone的设计，以及这个全球范围的IPv6骨干的运作机制。
这部分还提供了一些帮助ISP了解在IPv6
Internet上成为IPv6提供商的步骤和规则。
第五部分包括附录和术语表。

　　《Cisco
IPv6网络实现技术(修订版)》面向企业和提供商市场的专业人员，如规划人员、网络设计者、系统工
程师、网络经理、管理员以及任何技术人员。

　　《Cisco
IPv6网络实现技术(修订版)》是一本中、高级技术参考书，可以帮助读者理解IPv6的原理和技术实现，
并有助于通过相关的Cisco认证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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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égis Desmeules是一名独立的咨询顾问，擅长于IPv4、IPv6、网络结构和设计、安全、DNS、多媒体
、Cisco
路由器、局域网交换机、UNIX和微软实现（微软操作系统）。
他曾经开发并教授与IPv4、IPv6、IP上的多媒体、安全、DNS和MobileIP有关的课程，还在加拿大和不
同场合如
INET、IPv6
论坛、Internet2和Networld+Interop教授课程。
他在Viagénie公司当过咨询顾问，在那里他参与了IPv6项目，如在CA*net2和CA*net3上部署IPv6骨干
；开发并运行IPv6最早的隧道服务器之一Freenet6.net；开发6bone上的秘密IPv6
DNS根服务器；参与称为6TAP的IPv6 Internet交换中心和 IPv6 上的网络游戏 Quake。
在 Cisco
系统公司，他是IPv6课程和培训的协作者，这些课程和培训是为IOS学习服务组而设计的。
在为 Viagénie
工作之前，他服务于加拿大最大的远程教育大学，在那里他构建了大型的数据、语音和视频会议网络
。
他现在生活在加拿大魁北克城的一个宁静的小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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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RFC 3056“通过IPv4网络连接IPv6域”中定义的6to4机制具有如下特点： 自动隧
道——在由IPv6节点组成的站点之间动态采用隧道的方法。
不需要手动地事先调整隧道的源和目的IPv4地址。
IPv6数据包的隧道封装根据6to4站点上产生的数据包的目的地址自动完成。
像配置隧道一样，6to4在IPv4中封装IPv6数据包并且使用IPv4路由域作为传输层。
 在站点边缘启用——6to4应该在站点边缘的边界路由器上启用，6to4路由器必须通过IPv4路由基础设
施到达其他的6to4站点和6to4路由器。
 自动前缀分配——向每一个6to4站点提供一个可聚合的全球单播IPv6前缀。
6to4前缀都基于IANA分配的2002∷／16地址空间。
 每个6to4站点至少使用一个分配给6t04路由器的全球单播IPv4地址。
IPv4的32比特地址被转换为十六进制格式后附加在2002∷／16前缀后面，最终的表现形式是2002：lPv4
一address∷／48。
 每个6to4站点基于它的全球单播IPv4地址获得一个／48的前缀，／48前缀后面的16比特可以用于6to4路
由器的IPv6域内的子网分配。
记住一个／48的前缀包含65 536个／64的前缀。
 没有IPv6路由传播——因为6to4前缀基于全球唯一的IPv4地址（IPv4路由域），所以没有必要在6to4站
点之间传播／48前缀的IPv6路由。
 图5—12显示了路由器A和B被作为6to4路由器启用。
路由器A使用132.214.1.10作为6to4映射的全球唯一的单播IPv4地址，路由器8使用206.123.31.200。
因此，IPv4／IPv6（双栈）站点A的IPv6前缀是2002：84d6：010a∷／48，其中84d6：010a是132.214.1.10
的十六进制表示。
IPv4／IPv6（双栈）站点8使用前缀2002：ce7b：1fc8∷／48，基于IPv4地址206.123.31.200。
路由器A和路由器B之间的隧道只有当站点A中主机有IPv6数据包发往目的网络2002：ce7b：1fc8∷／48
或者站点B中主机有IPv6数据包发往目的网络2002：84d6：010a∷／48时才建立。
 注：6to4路由器后面的主机可以支持纯IPv6协议栈或者双栈。
 图5.13演示了在站点A中使用IPv6地址2002：84d6：010a：1∷1的主机A与站点B中使用IPv6地址2002
：ce7b：1fc8：2∷2的主机B之间建立一个端到端IPv6会话的过程。
主机A通过向主机B发送源地址是2002：84d6：010a：1∷1、目的地址是2002：ce7b：lfc8：2∷2的IPv6
数据包来发起会话。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Cisco IPv6网络实现技术>>

编辑推荐

Cisco IPv6网络部署帮助读者理解IPv6的原理和技术实现，并有助于通过相关的Cisco认证考试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Cisco IPv6网络实现技术>>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