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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网络硬件》

内容概要

本书详细介绍了计算机网络硬件的相关知识，在对硬件设备、相关技术及规范进行详尽考据和整理的
同时，侧重工程实践，重点讲述了在实际网络建设工程中真实使用的网络硬件设备及其相关背景知识
，能够帮助读者深入理解计算机网络在工程实践中某些容易混淆的概念，如L3交换机和路由器等。
本书在讲解的同时，还辅以丰富的图例，使计算机网络设备的真实情况一目了然，同时深入浅出地介
绍了原本复杂抽象的计算机网络术语，因此对于学习了计算机网络，想了解计算机网络设备真实情况
的读者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也可作为大学课程《计算机网络》的扩展读物。另外，本书介绍
了大量非思科设备和数据通信领域的相关知识，因此对于学习CCNA、CCIE等的读者和从事相关工作
的工程技术人员而言，也非常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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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对我来说更像是一本字典，通读一篇，有些地方不用特意去记。
2、讲的很全面，很好的入门读物。
3、入门系列
4、通俗, 实践性很强;  网络方面工作的一本"新华字典"
5、入门丛书
6、对网络的物理拓扑布局有一定认知了，确实解开了我以前的一些困惑。
7、这本书是一本不错的介绍书籍，能够让那些没什么机会接触专用网络设备的人对网络有一个更加
具体的了解。本来就是一本介绍what的书，如果你对它还要求how，不公平。
8、很多概念基本都了解，图标太多了解一下挺好
9、坑，就和一本参数说明书一样，内容组织形式太差了。
10、写的很好，就是看不懂。
11、适合入门人员，比如刚进公司的实习生
12、互联网公司的网络都是极重要的，在初创企业没有IT部门及网络工程师，所以技术 co-founder 必
须要重视。
13、有些枯燥。读到一半就读不下去了。
14、对于仅仅学过计算机网络有一定基础网络知识，日常又免不了接触网络名词的计算机专业学生来
说，本书解开了我的大部分困惑
15、本身很像一本待查的手册，就是文字的错误不少，但也算帮助我连接起了曾经学过的知识和现在
学习的知识。
16、对于交换机和路由器有了更多的认识，还不错。
17、草翻一遍，帮助不大：（
18、还算可以吧，对于初步了解网络硬件比较有帮助。
19、主要就是一本名词解释而已~
20、不错，很接地气的网络科普书。传统经典网络教科书往往更偏重于理论和协议介绍，没有基础的
人读起来会感觉很枯燥，特别是一些理论和协议明明已经过时，还会花大量篇幅介绍，让人学完后发
现无实际用途，会很沮丧。此书更多地介绍了下实际的接地气的网络硬件，以及各种硬件演进的历史
及当下真实网络世界的市场情况，让网络课上很多枯燥的理论有了实际的对接点，这一点还是蛮不错
的。不足之处在于，关于部分理论协议的介绍还是有些填鸭之嫌。另，读此书之前最好已经有一定的
网络基础。
21、对于程序员来说，这本书并没有必要看，就是罗列N多的协议规范而已。，
22、不得不佩服，书写的真不错，很有效地弥补了从理论到实践中间的差距，对我来说跨过这一步的
意义是很重要的。学校学习了很丰富的理论知识，但是并不能将他们和实际工作中的场景、设备、策
略等一一对应起来。说是工作经验的缺少，实际上是对他们不了解。
网络不仅仅是那一张张拓扑，还是机房中一根根线、一台台设备以及其中看不见摸不着的数据的洪流
。
23、《图解网络硬件》
本书主要内容：常用网络硬件设备的功能和原理、设备采购运维的注意事项等。书中详细的介绍了局
域网的原理和标准，路由器的原理、分类、选型，L2和L3交换机、防火墙、无线LAN的功能和原理，
以及网络设备的采购要点。本书中一些非常生动具体的网络原理图、各种网络设备的对比表，总结得
非常到位，值得学习和研究。
24、当年面对产品选型的参数一头雾水。。
25、有分布式系统基本知识
26、原理讲解不算详细，但好在与实际接轨，作为大学计算机网络的补充读物还是蛮不错的！
27、【未看完】

填鸭式写书法，为填鸭式教育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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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系统详实，通俗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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