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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实战出发，将基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主要介绍了网络管理技术的基本概念，并分别
以CISCO及H3C设备为实验室环境，介绍了交换机、路由器等网络设备的配置，内容涵盖了组建局域
网、广域网所需要的从低到高的大部分知识，主要包括路由器与交换机配置基础、交换机高级配置、
广域网协议原理及配置、路由选择协议及路由配置、访问控制列表及地址转换等技术，最后介绍了路
由模拟器Boson
Netsim 5.13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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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此外，共享方式还可能造成数据碰撞现象，就像在单车道上经常看到的撞车现象一样
，因为车流量一大，就很难保证每个车辆的司机都遵守交通规则，容易出现数据碰撞、争抢车道的现
象。
而交换式的数据交换方式则很少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数据都有自己的信道，基本上不可能发生争抢信
道的现象。
但也有例外，那就是数据流量增大，而网络速度和带宽没有得到保证，这时就会在同一信道上出现碰
撞现象，就像在双车道或多车道也可能发生撞车现象一样。
解决这一现象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增加车道，另一种方法就是提高车速，很显然增加车道这一方法
是最基本的，但不是最终的方法。
因为车道的数量肯定有限，如果所有车辆的速度上不去，效率还是会很低，对于一些心急的司机来说
还是会撞车。
第二种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提速有助于车辆正常有序地快速流动，这就是高速公路出现撞车的现象
反而比普通公路上少许多的原因。
计算机网络也一样，虽然交换机能以全双工方式进行数据传输，但是如果网络带宽不宽、速度不快，
每传输一个数据包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则信道再多也无济于事，网络传输的效率还是高不起来，况
且网络上的信道也是非常有限的，这要取决于带宽。
目前最快的以太网交换机带宽可达到10Gbps。
2.数据传递的方式通过前面的学习已经知道集线器的数据包传输方式是广播方式。
由于集线器中只能同时存在一个广播，所以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数据包在传输，信道的利用率较低。
而对于交换机而言，“认识”连接到自己身上的每一台计算机的方法，就是凭借每块网卡物理地址，
俗称“MAC地址”。
交换机还具有MAC地址学习功能，它会把连接到自己身上的MAC地址记住，形成一个节点与MAC地
址的对应表。
凭借这样一张表，就不必再进行广播，而是在端口发过来的数据中含有目的地的MAC地址，交换机在
自己缓存中的MAC地址表里寻找到与这个数据包中包含的目的MAc地址对应的节点，便在这两个节点
间架起了一条临时性的专用数据传输通道，这两个节点便可以不受干扰地进行通信了。
但要注意，交换机档次越低，交换机的缓存就越小，为保存MAC地址所准备的空间也就越小，也就是
它能记住的MAC地址数也就越少。
通常一台交换机都具有1024个MAC地址记忆空间，一般能满足实际需求。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交换机所进行的数据传递有明确方向，而不是乱传递，也不是集线器的广播方式
。
同时由于交换机可以进行全双工传输，所以交换机可以同时在多对节点之间建立临时专用通道，形成
立体交叉的数据传输通道结构。
3.交换机的数据传递工作原理当交换机从某一节点收到一个以太网帧后，会立即在其内存中的地址表
（端口号一MAC地址）中进行查找，以确认该目的MAC网卡连接在哪一个节点上，然后将该帧转发
至该节点。
如果在地址表中没有找到该MAC地址，也就是说该目的M_AC地址是首次出现，交换机就将数据包广
播到所有节点。
拥有该MAC地址的网卡在接收到该广播帧后，将立即做出应答，使交换机将其节点的“MAC地址”
添加到MAC地址表中。
换言之，当交换机从某一节点收到一个帧时（广播帧除外），将对地址表执行两个动作，一是检查该
帧的源MAC地址是否已在地址表中，如果没有，则将该MAC地址添加到地址表中，这样以后就知道
该MAC地址在哪一个节点；二是检查该帧的目的MAC地址是否已在地址表中，如果该MAC地址已在
地址表中，则将该帧发送到对应的节点即可，而不必像集线器那样将该帧发送到所有节点，以致那些
既非源节点又非目的节点的节点仍然可以相互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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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网络管理技术与实践教程》教学目标明确，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教学方法灵活，培养学生自主学
习的能力教学内容先进，反映了网络工程专业最新的发展教学模式完善，提供了配套的教学资源解决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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