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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球IPv4地址分配的枯竭，使以IPv6为代表的下一代互联网技术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本书以多维视角，对IPv6的标准体系进行了较全面的梳理，翔实地解读了IPv6网络构建、IPv6业务
发展、IPv6过渡演进和运营级IPv6网络构建等内容。

　　中国电信是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运营商之一，其技术选择对于产业链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本书是中国电信专家厚积薄发之作，分享了他们多年来在该领域内的众多实践案例，适合于各位互联
网从业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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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1互联网发展概述1.1.1互联网起源与很多人的想象相反，互联网并非某一完美计划的
结果，其创始人也绝不会想到它能发展成目前的规模和影响。
在其面世之初，没有人想到它会进入干家万户，也没有人想到它的商业用途。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互联网是美苏冷战的产物。
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很特殊的时代。
60年代初，古巴核导弹危机发生，美国和原苏联之间的冷战状态随之升温，核毁灭的威胁成了人们日
常生活的话题。
在美国对古巴实施封锁的同时，越南战争爆发，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发生政治危机。
受美国联邦经费的刺激和公众恐惧心理的影响，“实验室冷战”也开始了。
人们认为，能否保持科学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将决定战争的胜负。
而科学技术的进步依赖于计算机领域的发展。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每一个主要的联邦基金研究中心，包括纯商业性组织、大学，都有了由美国新
兴计算机工业提供的最新技术装备的计算机设备。
计算机中心互联以共享数据的思想得到了迅速发展。
当时的美国国防部认为，如果仅有一个集中的军事指挥中心，万一这个中心被原苏联的核武器摧毁，
全国的军事指挥将处于瘫痪状态，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有必要设计这样一个分散的指挥系统——它由
一个个分散的指挥点组成，当部分指挥点被摧毁后其他点仍能正常工作，而这些分散的点又能通过某
种形式的通信网取得联系。
1969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管理局（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ARPA）开始建立一个
命名为ARPAnet的网络，把美国的几个军事及研究用计算机主机联接起来。
当初，ARPAnet只联结了4台主机，从军事要求上是置于美国国防部高级机密的保护之下，从技术上它
还不具备向外推广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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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对IP地址的需求急剧增加，但IPv4地址库存已枯竭，向IPv6过
渡势在必行。
本书认真总结中国电信向IPv6网络演进的研究试验成果和心得，从IPv6技术标准、IPv6网络过渡方案
及IPv6业务发展等方面对运营级IPv6网络的构建进行了解读，对关键技术和典型场景进行了深入分析
，理论联系实际，内容翔实，对我国rPv6网络的建设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邬贺铨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下一代互联网(CNGI)示范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本书对IPv6的标
准体系进行了全面的梳理。
书中深入的技术剖析和实践成果对于IPv6技术研究和开发人员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一些新的观点对于
读者也很有启迪作用。
　　——蒋林涛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IP与多媒体通信技术工作委员会主席中国电信是世界上最大的互
联网运营商之一，其技术选择对于产业链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本书是中国电信的科研人员对IPv6协议的分析以及针对运营商网络实施IPv6技术方案的探讨，具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
　　——李星 中国计算机学会互联网专业委员会主任本书对下一代互联网IPv6的标准体系进行了较为
全面的梳理。
全书从运营网络的角度，对实际网络、业务及终端的演进模式、关键技术和典型场景进行了分析，笔
法深入浅出，是推动IPv6迈向规模商用的里程碑式著作。
　　——刘东北京天地互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裁 全球IPv6论坛常任理事兼中国委员会主席作为国内
下一代互联网的积极倡导者，中国电信积极探索IPv6走向商用的同时，推出本书，将会让更多的读者
认识IPv6走向全面商用部署的技术发展和演进路线，给予IPv6领域的技术研究者和践行者更多新的启
迪。
　　——马琳华为，中国电信Marketing部，网络总工作为国内IPv6研究和实践的领先者，作为1P地址
需求最为迫切的全业务运营商，中国电信遇到和解决了多种类型、各种层面的IPv6过渡问题，并积极
地将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提交给国际标准组织以促进整个业界IPv6的发展。
本书是中国电信专家厚积薄发之作，深入浅出，包含了众多的最佳实践，适合于各位互联网从业者阅
读。
　　——苏远超 思科中国，电信运营商事业部，顾问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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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构建运营级IPv6网络》编辑推荐：直面现实难题，解读关键技术，厚积薄发力作，引领全面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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