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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提要
本书全面而系统地阐释了网络最新技术，由浅入深地分析了高性能网络的各个方面。
全书内容共分6部分，分别讲述如何规划网络、介绍局域网的最新技术、讲述广域网中最新
的帧中继技术、交换技术、ATM技术、POTS、ISDN、xDSL技术、集群技术、网络互联技术以及多
媒体通信技术等等。另外对高性网络操作系统的选择、网络体系的规划以及高性能网络的有效
管理和维护作了全面介绍。
目前网络教材缺乏、内容陈旧。本书内容新颖、实用、深刻而完整，是网络专业师生以及网络
工程技术人员及时、实用的教材和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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