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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配套光盘中的1300多分钟的视频讲解和近百个实验，阐述了CCNA的各个知识点，不仅有助
于读者对理论知识的学习，而且能够解决很多实际问题，提高读者的实践动手能力。
精辟的真题解析更可以作为备考CCNA的冲刺指南。
全书紧贴640-802考试大纲，全面而系统地分析和介绍了CCNA考试中涵盖的各个知识点。
对每个知识点在考试中的重要程度均有标注，每章最后还有近期CCNA真题的解析。
全书共分22章，内容涉及三大方面，局域网部分：网络互联基础知识和网络参考模型，思科路由器和
交换机介绍，静态和动态路由协议（包括RIP、EIGRP、OSPF）原理及配置，VLAN和VLAN间路由的
实现，CDP、VTP和STP协议的使用，无线网络互联和IPv6等；广域网部分：广域网接入技术，PPP和
帧中继的使用，DHCP和NAT等；网络安全部分：网络安全介绍，访问控制列表的使用和安全远程办
公的实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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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0.2.2 干线协议 对于VLAN交换机来说，干线就是交换机之间的连接，它可以在两
个或两个以上的VLAN之间传输业务流。
这与两个普通网桥之间的一条链路不同，因为每个交换机必须确定它所收到的数据帧属于哪个VLAN
。
虽然这增加了某种复杂性，但同时也带来了很大的灵活性。
考虑到图10.2—2中的两台交换机可能分布在两幢建筑物内，如果使用干线连接，两幢建筑物间只要有
一条链路就可以了。
一条干线上可以同时传输多个VLAN的信息，即使在两幢建筑物内新增VLAN，建筑物间的连线也不需
要做任何调整；如果使用的是图10—2—1中的方案，每次增加VLAN，都需要在两幢建筑物间重新布
线。
 考虑一下传统型的交换机（非VLAN交换机）是如何知道一个帧要发往哪个目标端口的。
当一个帧进入交换机时，交换机必须决定将其送往何处。
传统型的交换机只简单地检查数据帧的目的MAC地址，再参照MAC地址表，然后将其转发到适当的
端口，而不考虑数据帧是从哪儿来的。
如果不知道目的地址，或者目的地址为广播地址，那么交换机就用“泛洪法”将其转发到除接收到此
数据帧端口之外的所有端口。
 在VLAN中，情况要稍复杂一些。
除了要根据目的MAC地址做转发决定外，还必须考虑帧的源地址，因为帧的源地址通常会影响它所属
的VLAN，并因此影响它可能会被转发去的端口。
追踪一个帧的源地址至少有两种显而易见的方法：第一种是根据数据帧进入的端口属于哪一个VLAN
，这种方法被称为“帧标记”，也称为“显式标记”。
注意：这个过程只发生在交换机的内部。
第二种追踪帧的源地址的方法是为每个VLAN保持一张MAC地址表（这张表由交换机通过某种方式完
成）。
确定目的地址后，就做出是否转发此帧的决定。
这种方法称为“帧过滤”，也称为“隐式标记”。
 “帧标记”和“帧过滤”的主要区别在于何时做出VLAN决定。
在帧标记中，帧一进入交换机，决定就已经做出。
在帧过滤中，当帧需要转发时才做出决定，帧刚进入交换机时，并不需要做出决定。
对于交换机如何在其内部做出VLAN成员关系的决定，大多数讨论都是学术性的。
事实上，交换机如何在其内部追踪VLAN并不重要，只要它能做出正确的转发决定就行。
 帧标记的优点是能够立即标识VLAN，并且不需要对帧做进一步的VLAN成员关系决定。
标记过程是通过给帧增加一个包含VLAN标识的域来实现，Cisco文档中有时将这个过程称为“VLAN
着色”（VLAN Coloring）。
这种方法的缺点是大多数不支持VLAN的设备会把这种帧当成无效帧，因为它们没有遵照标准格式。
同样，在帧标记方法中，由于众多设备生产厂商的存在，也带来很多不兼容性问题。
为了解决不同厂商之间帧标记兼容性的问题，IEEE组织定义了一个标准的帧标记机制，那就是IEEE
802.1Q标准，简称802.1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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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CCNA学习与实验指南(修订版)》特别适用于那些渴望取得CCNA认证的读者，帮助他们在取得认
证的同时，真正具备CCNA的能力；同时也可以作为高校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教材，弥补实验设备的不
足，改善现有学历教育重理论、轻实践的现状；更是那些想掌握网络技术、提高动手能力并能应用于
实践的网络爱好者难得一见的实验指导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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