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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由图4—3—2可见，IEEE 802.1q在帧格式上需附加4个字节，分为两部分：802.1q标
记（Tag），以及标记控制字段，在以太交换机内部或交换机之间有效。
可根据L长度字段来判别是IEEE 802.3帧，还是符合IEEE 802.1q的VLAN帧。
当L≤1500字节，为LLC数据帧；L=（81—00）H，即33024（十进制）时，为IEEE 802.1qTagMAC帧。
 VLAN之间的通信技术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1.通过外部路由器实现 这与传统的以路由为中心的局域网互连一样。
这种技术在VLAN数目较多时会极大地增加网络成本，并且VLAN间的通信效率很低。
 2.通过具有路由功能的交换机实现 中心交换机带有路由功能即路由交换（第3层交换）。
不同产品实现手段有所不同，有的通过软件实现路由功能，有的则通过硬件实现路由功能。
一般具有路由功能的中心交换机多能支持64个以上的VLAN，最多的能达到1024个VLAN。
这种技术的特点是既达到了作为VLAN控制广播这一最基本的目的，又不需要外接路由器。
但VLAN间的连接还是通过路由技术来实现。
VLAN间的通信速率一般不超过2Mbit/s。
 3.通过建立通信连接来实现 虚拟网上任意两个用户的第l次通信是通过发送有限的ARP广播来实现的。
一旦源用户找到目的用户，就建立虚拟的通信链路，此后进行面向连接的通信。
这种方式的特点是实现了VLAN之间快速、高效的通信。
 每种方案都有优劣，它对网络整体结构的影响也是如此。
此外，路由并非VLAN之间通信的唯一方法。
与涉及选择VLAN解决方案的其他关键问题一样，用于VLAN之间通信的技术也要视该机构的特定需要
和整体网络环境而定。
须知灵活性仍是至关重要的。
 4.4无线局域网 无线局域网作为有线局域网的补充和扩展，具有移动灵活、安装简便、运行成本低、
可扩展性强等优点，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4.4.1无线局域网标准 目前，无线局域网（Wireless LAN，WLAN）领域主要是IEEE 802.11x系列与Hiper
LAN/x（欧洲无线局域网）系列两种标准。
802.11是IEEE在1997年为WLAN定义的一个无线网络通信的工业标准。
此后这一标准又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形成802.11x的标准系列。
802.11x标准是现在WLAN的主流标准，也是Wi—Fi（Wireless Fidelity）的技术基础。
 最初制定的一个WLAN标准是802.11，主要用于解决办公室局域网和校园网中用户与用户终端的无线
接入，业务主要限于数据存取，起初速率最高只能达到2Mbit/s。
由于它在速率和传输距离上都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
因此，IEEE又相继推出了802.11b和802.11a等系列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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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高职高专通信规划教材:计算机通信与网络基础》内容丰富新颖、简明扼要、深入浅出、图文
并茂，力求展示计算机通信与网络的新技术、新进展，注重基础理论与实际操作相结合。
每章给出小结，涵盖知识点、技术难点和学习要求，章末附有练习与思考，以利于教学与复习。
《21世纪高职高专通信规划教材:计算机通信与网络基础》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通信技术、计算机网络
技术等专业的平台课程教材，也可作为各级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干部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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