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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详细讲解建设大规模网络所需的安全和优化技术，包括广域网体系结构、宽带接入技术、传
统VPN技术、安全VPN技术、
BGP/MPLS
VPN、增强网络安全的技术、VoIP、服务质量及开放应用体系架构等。
本书的最大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依托H3C路由器和交换机等网络设备精心设计的大量实验，
有助于读者迅速、全面地掌握相关的知识和技能。

《路由交换技术(第4卷H3C网络学院系列教程)》是为网络技术领域的深入学习者编写的。
对于大中专院校在校学生，本书是深入探索计算机网络技术领域的好教材；对于专业技术人员，本书
是掌握计算机网络工程技术的好向导；对于普通网络技术爱好者，本书也不失为学习和了解网络技术
的优秀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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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7 PQ队列信息显示
　　28.2.8 PQ队列配置示例
　　28.2.9 CQ队列原理
　　28.2.10 CQ队列调度
　　28.2.11 CQ队列配置任务
　　28.2.12 CQ队列配置
　　28.2.13 CQ队列信息显示
　　28.2.14 CQ队列配置示例
　　28.2.15 WFQ队列原理
　　28.2.16 WFQ入队机制
　　28.2.17 WFQ队列调度
　　28.2.18 WFQ队列特点
　　28.2.19 WFQ队列配置与显示
　　28.2.20 RTPQ队列原理
　　28.2.21 RTPQ队列调度
　　28.2.22 RTPQ队列配置与显示
　　28.2.23 RTPQ配置示例
　　28.3 交换机拥塞管理
　　28.3.1 优先级映射
　　28.3.2 SPQ队列调度
　　28.3.3 WRR队列调度
　　28.3.4 SP和WRR队列混合调度
　　28.3.5 交换机队列的配置和显示命令介绍
　　28.3.6 交换机队列配置示例
　　本章小结
　　习题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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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9章 配置拥塞避免机制
　　29.1 尾丢弃及其导致的问题
　　29.2 RED原理
　　29.3 WRED的原理
　　29.4 配置WRED
　　本章小结
　　习题和解答
　第30章 高级QoS管理工具
　　30.1 QoS policy概述
　　30.1.1 QoS policy介绍
　　30.1.2 QoS policy配置任务
　　30.1.3 类的定义
　　30.1.4 行为的定义
　　30.1.5 QoS policy的配置
　　30.1.6 QoS policy配置示例
　　30.1.7 基于VLAN的QoS policy
　　30.2 CBQ介绍
　　30.2.1 CBQ概述
　　30.2.2 CBQ入队列处理
　　30.2.3 CBQ队列调度
　　30.2.4 QoS预留带宽
　　30.2.5 CBQ的配置过程
　　30.2.6 系统定义的CBQ
　　30.2.7 CBQ队列配置
　　30.2.8 CBQ信息显示
　　30.2.9 CBQ配置示例
　　30.3 基于QoS policy的其他QoS功能介绍
　　30.3.1 基于QoS policy的监管与整形配置示例
　　30.3.2 基于QoS policy的MPLS QoS配置示例
　　30.4 DAR介绍
　　30.4.1 DAR概述
　　30.4.2 DAR配置示例
　　本章小结
　　习题和解答
　第31章 链路有效性增强机制
　　31.1 压缩的必要性
　　31.2 IP头压缩
　　31.3 PPP载荷压缩
　　31.4 分片和交错
　　本章小结
　　习题和解答
第9篇 开放应用体系架构
　第32章 开放应用体系架构概述40832.1 OAA概述
　　32.1.1 OAA简介
　　32.1.2 OAP
　　32.2 OAA工作模式
　　32.2.1 主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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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2 镜像模式
　　32.2.3 重定向模式
　　32.2.4 透明模式
　　32.3 联动及管理
　　32.3.1 联动
　　32.3.2 管理
　　32.4 OAA典型应用
　　32.5 OAA的未来
　　本章小结
　　习题和解答
附录 课 程 实 验
　实验1 配置GRE VPN
　实验2 配置L2TP VPN
　实验3 IPSec VPN基本配置
　实验4 配置IPSec保护传统VPN数据
　实验5 BGP/MPLS VPN基础
　实验6 VoIP基本配置
　实验7 配置流量监管
　实验8 配置拥塞管理
　实验9 配置链路有效性增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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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1章 远程网络连接需求 各种网络应用的不断出现对网络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网络不仅应具备基本的连通性，具备足够的性能和安全性，而且必须是智能及优化的，可以适应复杂
的需求和状况。
本章将介绍远程网络连接的主要需求概况。
 学习完本意，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描述远程连接钓典型需求分类； 描述大规模网络对广域连通性的需求； 描述太规模网络对安全性的
需求； 描述大规模网络对优化性的需求。
 1.1 远程连接需求分类 在构造网络的远程连接部分时，主要的需求如下。
 （1）连通性需求。
这是计算机网络的基本功能。
要通过计算机网络将分散于各地的机构、人员、设施连接起来，必须根据其使用时间、地点、所需带
宽，以及可以承受的费用选择适当的连接方式。
远程连接的可靠性相对较低，相对更容易发生故障，因此应该对重要的站点和应用配置冗余连接或备
份连接。
 （2）安全性需求。
由于远程连接超出组织本身的管理范围，构建在其他组织的网络和设施之上，因此面临着更多的安全
风险，例如数据遭到窃听、攻击者非法拨号接入等。
因此网络必须能够确认接入者的身份，防止远程传输的数据被窃听或伪造，对外隐藏网络内部的细节
信息，减少系统的漏洞，防范潜在的攻击风险。
 （3）优化性需求。
基于网络的应用日趋多样化，而远程连接的带宽相对较为昂贵，因此更容易发生资源不足的情况。
在此种情况下，网络应该有能力辨别出不同的应用类型、用户和数据流，并为其提供适当的资源。
 1.2 连通性需求 典型的企业网络由少数园区、少量大／中型分支机构、较多的小型分支机构及一定数
量的SOHO／移动办公人员构成，如图1—1所示。
其各部分对远程连通性的需求包括以下几方面。
 （1）园区及大型分支机构之间。
作为核心的园区和大型分支机构之间数据传输量大，也经常处于整个网络的核心，其稳定性直接关系
到整个网络的稳定性，因此在其互连时经常采用高速、高可靠性的连接方式，如高速专线、高速MAN
连接、高速分组交换WAN连接等。
为了进一步提高可靠性，经常采用双线路冗余，甚至从两个以上的运营商租用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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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H3C网络学院系列教程:路由交换技术(第4卷)》适合有志于深入学习网络技术或有志于通过H3CSE
—Routing & Switching认证的大中专院校在校生和网络技术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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