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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本书从网络互联的角度介绍了因特网的体系结构和基本协议、内部路由协议、外部路由协议以及路由
技术的最新研究进展。
全书在讲解各种路由技术和理论的同时，还系统地比较和分析了每一种技术和理论
的实用性和局限性。
这些路由技术和理论包括：域内路由选择所用的RIP，OSPF，IS－IS，IGRP和EIGRP；
域间路由选择所用的EGP，BGP，CIDR以及IDPR；最近正在研究开发的即将在下一代因特网中使用的
多点广播技术、可移动主机理论和资源预留协议等。
这些介绍和分析，对组建园区网、地区网和互联网，
选择切实可行的路由协议，可提供极其宝贵的指导作用；全书叙述深入浅出，风格友好。

本书面向互联网络研究和工程技术人员，可为互联网络的设计、运行、维护和优化提供参考；本书还
适合计算机和网络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作为网络课程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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