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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网络建设蓬勃发展的今天，交换机／路由器作为其中最重要的设备，其管理和配置已经成为当
前学生学习网络必须掌握的知识。
《高等职业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交换机/路由器的管理与配置》以项目和任务模块为驱动，以锐
捷交换机／路由器为例，通过分析一个完整的校园网络，围绕校园网络不同环节的设计与配置，详细
介绍了交换机的基本配置、虚拟局域网、生成树协议、端口安全、链路聚合、路由器基本配置、IP路
由配置、访问控制列表、网络地址转换、PPP协议配置、网络设备管理的知识，使学生在学习完《高
等职业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交换机/路由器的管理与配置》后可独立地进行一个完整项目的设计
与配置。
　　《高等职业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交换机/路由器的管理与配置》每个项目后都配有项目实施
，注重网络技术的实用性、通用性和一体性，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计算机网络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
作为网络工程师的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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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另一个是学习主机A的MAC地址（交换机学习的时候学的是源MAC地址），那么
交换机A会认为自己的port1端口上连接了一台MAC地址为MACA的主机。
而通过交换机B泛洪，由财务部门传递到交换机A的这个数据帧发送到了A的port2端口上。
那么此时交换机A又会认为自己的port2上也连接了一个MAC地址为MACA的主机。
这样，1台主机不可能同时连接在2台交换机端口上，从而给网络带来问题。
由于这一过程会导致MAC地址表的多次刷新，从而导致交换机内存资源被严重耗用，影响交换机的交
换能力，使得整个网络的运行效率降低。
 2.生成树协议及其作用 在进行网络拓扑时，为了增强网络的可靠性，常常使用多链路，但这样会出现
以上所说的3种严重影响网络性能的问题。
解决的办法是在设计时增加一条链路作备用，先不连接到交换机上，当连接的端口或网线出现故障时
，人工将原链路拆除，换上备份链路。
这对于网络规模小、网络要求不高的情况是可以的，但对于网络要求高或规模稍大一些的网络来说是
不允许的。
这就要求有一种链路算法，当交换机间存在多条链路时，只启动最主要的一条链路，而将其他链路都
屏蔽掉，将其作为备用链路；当主链路出现问题时，这种算法会自动启用备用链路接替主链路的工作
，而不需要任何人工的干预。
生成树协议（Spanning—Tree Protocol，STP）就定义了这种算法，即生成树算法（Spanning—Tree
Algorithm，STA），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通过从软件层面修改网络物理拓扑结构来构建一个无环路逻辑
转发树型拓扑结构，发现故障并随之进行恢复，自动更新网络拓扑结构，使在任何时候都选择可能的
最佳树型结构。
它提供了物理线路的冗余连接，消除了网络风暴，从而提高了网络的稳定性，并降低了网络故障的发
生率。
 局域网的拓扑结构是根据管理员设置的一组交换机配置参数自动进行计算的。
使用这些参数能够生成一棵最好的拓扑树，只有配置得当，才能得到最佳的方案。
 生成树协议和其他协议一样，是随着网络的发展而不断更新换代的。
在生成树协议发展过程中，原来的缺陷不断被克服，新的特性不断被开发出来。
按照大的功能改进情况，可以把生成树协议的发展过程划分成以下三代： 第一代生成树协议：STP
／RSTP。
 第二代生成树协议：PVST／PVST+。
 第三代生成树协议：MISTP／MSTP。
 3.生成树的工作原理 STP协议的主要思想是当网络中存在备份链路时，只允许主链路激活，当主链路
因故障而断开时，备份链路才会被打开。
为实现网络的树状拓扑效果，STP协议定义了根交换机、根端口、指定端口、路径开销等概念，并在
交换机之间进行信息交流，这些信息交流单元就是交换机协议数据单元（Bridge Protocol Data Unit
，BPDU）。
BPDU是一个二层报文，其目的MAC地址为一个多播地址01—80—C2—00—00—00，应用STP的交换机
定期相互发送和接收BPDU，并对接收到的BPDU进行处理。
BPDU的数据区携带了用于计算生成树的所有有用的信息，其格式如表5—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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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职业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交换机/路由器的管理与配置》每个项目后都配有项目实施，注重网
络技术的实用性、通用性和一体性，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计算机网络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网络
工程师的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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