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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OpenFlow》

内容概要

《图解OpenFlow》从OpenFlow的概要入手，以OpenFlow 1.0规范为核心，详细讲解了OpenFlow的基本
机制和结构。为了加深理解，还介绍了实际的设置示例，包括OpenFlow中的LLDP和网络虚拟化等。
另外，还讲解了从OpenFlow 1.0到OpenFlow 1.3.2之间版本的主要变化，以及OpenFlow的注意事项和未
来的发展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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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手册型，列了一堆表

Page 9



《图解OpenFlow》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