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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数据通信领域的一本重要译著，主要内容是描述吉比特以太网(即通常所说的千兆以太网)技术
，包括吉比特以太网技术的总体概述、吉比特以太网的相关标准和规范、吉比特以太网的路由选择技
术、吉比特以太网和其它高速LAN的比较、向吉比特以太网过渡的方案、吉比特以太网的设计原则以
及吉比特以太网的相关产品。

本书内容丰富，图文并茂，适合于从事数据通信、网络工程工作的业内人士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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