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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网络无处不在！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成熟、网络产品价格的不断下降，以及对数据传输和信息交换需求的不断增
加，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公司企业、大中小学、科研机构等，几乎所有使用计算机办公的场所都正
在或已经搭建了局域网络。
即使是住宅小区、普通家庭，也都组建了自己的网络。
当然，有网络的地方自然就会产生对网络管理员的需求，据权威统计显示，我国对网络管理员的需求
量近30万，并且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与日俱增。
尽管此前已经有不少面向网络管理员的图书面市，但是，绝大多数作品要么内容太过浅显，无法适应
技术发展和网络应用的需求，充其量只能充当入门级图书。
要么理论过于深奥，缺乏对实用技术和典型案例的介绍，无法用于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而能够针对中小型网络的实际情况，对网络规划设计、设备配置管理进行全面而细致讲解，让读者读
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图书却寥寥无几。
基础理论固然重要，但是，大家更关心、也更重要的是如何规划和设计网络，如何配置和管理设备，
如何保障网络稳定运行，如何使决策者放心、用户满意。
因此，针对不同网络环境和网络应用，分别给出各自的解决方案，并分析和阐述每种方案的优缺点，
如何结合用户实际进一步完善和修改，将典型应用案例与理论知识讲解相结合，就成为本书的最大特
色。
做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好像许多朋友考取了驾照还需要找个陪练，“真刀实枪”地实践一下，才能
真正完成从学员到驾驶员的转变一样，这本书的目的，也就在于让各位读者完成从学员到网络管理员
的“蝶”变。
本书紧紧围绕“网络硬件配置与管理实践”这个主题展开，目的性和针对性都很强，最大限度地介绍
和推荐了近期诞生的新产品、新技术，归纳和总结了作者多年的工作经验和管理技巧。
全面而详细地介绍了中小型网络的网络构成与规划、布线设计与施工、设备选择与配置、远程管理与
监控、网络安全与实现、故障诊断与排除，涉及从规划设计、搭建配置到管理排障的全部网络硬件技
术，是一整套紧贴实际应用的完全解决方案。
另外，通过对大量实例的深入细致的分析，进一步培养了读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非常适应
网络管理员的实际需求。
借助随书附送的光盘，读者不仅可以迅速掌握有关网络搭建、配置和管理的一些常用技术，而且只需
对配置文件稍加修改即可为己所用，从而能够尽快地独当一面，担当起网络管理的重任。
本书由乔辉、刘晓辉编著。
刘淑梅、马倩、杨伏龙、李文俊、王同明、石长征、郭腾、白华、莫展宏、李海宁、陈志成、田俊乐
、刘媛、由磊等也参加了本书部分内容的编写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笔者　　201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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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实际的网络工程为案例，全面深入地介绍了网络布线的设计、施工与测试，网络设备的规
划、选择与配置，无线网络的设计、配置与测试，网络安全的规划、配置与实施，网络设备的监控、
维护与故障排除，体现了最新的网络技术和网络设备，是一整套紧贴实际应用的完全硬件解决方案。
《网络硬件搭建与配置实践（第3版）》突出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语言表述流畅准确，理论讲解深入
浅出，具体操作详略得当，注重培养动手能力和分析能力。
借助附送的配置工具和配置文件光盘，可以有效降低用户管理网络设备的难度，读者仅需对配置文件
稍做修改，即可轻松实现对网络设备的配置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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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1章 网络布线设计 网络布线加网络设备构成了物理上的现代信息网络体系。
网络布线作为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在网络系统集成中占有重要地位。
布线系统的敷设、连接和安装的质量，都直接影响着网络通信的质量。
布线设计也从根本上决定着网络布线的性能，因此对局域网络也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1.1校园网布线设计方案 校园网具有计算机数量多、网络应用丰富、拓扑结构复杂、对网络带宽要求
较高的特点。
因此，校园网布线系统应当提供足够的连接带宽，以适应不断增长的计算机数量和新的网络应用对网
络传输所提出的越来越高的需求。
 1.1.1 校园网综合布线概述 1.综合布线原则 为了满足校园网络的需求，综合布线系统应当符合以下原则
。
 ● 实用性：实施后的布线系统，将能够在现在和将来适应技术的发展，且实现数据通信和语音通信
。
 ● 灵活性：布线系统能够满足灵活应用的要求，即任一信息点能够连接不同类型的设备，如计算机
、打印机、终端或电话、传真机。
 ● 模块化：布线系统中，除去固定在建筑物内的线缆外，其余所有的接插件都是积木式的标准件，
以方便管理和使用。
 ● 扩充性：布线系统是可扩充的，以便将来有更大的发展时，很容易将设备扩展进去。
 ● 标准性：满足最新、最高的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
 ● 经济性：在满足应用要求的基础上，尽可能降低造价。
 2.综合布线标准 校园网综合布线应当遵循以下国际和国家标准： ●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50311-2007）。
 ●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验收规范（GB50312—2007）。
 ●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T50314—2006）。
 ● 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309—2003）。
 ●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50352-2005）。
 ● 建筑物电气装置（GB16895—2006）。
 ● 电子计算机场地通用规范（GB／T2887—2002）。
 ● 电子计算机机房设计规范（GB50174-2009）。
 ● 计算站场地安全要求（GB9631—2008）。
 ●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2008）。
 ●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2004）。
 ●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50343—2004）。
 ●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2004）。
 ●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68.2006）。
 ●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69.2006）。
 ●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蓄电池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72.1992）。
 ●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2005）。
 ● 气体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3.2007）。
 ● 通信管道与通道工程设计规范（GB50373—2006）。
 ● 通信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374—2006）。
 ● 入侵报警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50394.2007）。
 ●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50395.2007）。
 3.布线需求调查 校园网络布线方案的构思与设计非常重要。
对于校园网络而言，在设计网络布线方案前，应着重调查以下几个方面。
 ■ 网络拓扑结构 在进行网络的总体设计前，应当首先搞清楚每座建筑物的功能区分（图书馆、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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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实验楼、科研楼还是办公楼），建筑物内所有房间的用途（教室、实验室、计算机机房、办公室
还是阅览室），每个房间需要多少个信息点，以及信息点应当布设在哪个位置。
了解建筑物之间的距离、每座建筑物楼层数量，以及不同楼层的垂直高度和楼道的水平长度。
只有事先调查好这些内容，才能合理地设计网络拓扑结构，才能选择适当的从网络中心到各楼宇的路
由，才能选择适当的位置作为设备间放置网连设备，才能有目的地选择组建网络所使用的通信介质和
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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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网络硬件搭建与配置实践(第3版)》适用于中小型网络管理员，以及所有准备从事网络管理的网络爱
好者，并可作为大专院校计算机专业的辅导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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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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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