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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设备配置与管理》

内容概要

本书采用大案例教学法，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网络设备的基本知识以及设备的配置、管理与应用等。
主要内容包括VLAN与单臂路由、三层交换机与DHCP中继、链路捆绑与STP、HSRP与上行链路跟踪
、VRRP网关备份、PPP与广域网链路、FRAME-RELY广域网、静态路由、IP地址分配与静态路由汇总
、RIP、OSPF、ACL以及校园网Internet接入与NAT。本书注重基本原理及其适用性的讲解，同时强调
应用与实践的结合，实际操作性较强。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计算机相关专业网络设备配置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网络系统集成工程技术
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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