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CCNP学习指南>>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CCNP学习指南>>

13位ISBN编号：9787115166241

10位ISBN编号：7115166242

出版时间：2007-11

出版时间：人民邮电

作者：[美]RichardFroom

页数：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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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CCNP学习指南>>

内容概要

　　《Cisco职业认证培训系列&middot;CCNP学习指南：组建Cisco多层交换网络（BCMSN）（第4版
）》是针对最新CCNPBCMSN考试（642-812）的参考书籍，反映了新版BCMSN考试（642-812）的目
标。
本书在第三版基础上更新或增加了知识点，特别增加了无线技术的内容。
　　全书分为18章。
首先，本书的前两章介绍多层交换网络设计的基本知识；随后，第3章讨论基本的多层交换机配置；
后续章节分别讨论特定的设计特性，例如，生成树、QoS和高可用性等。
　　《Cisco职业认证培训系列&middot;CCNP学习指南：组建Cisco多层交换网络（BCMSN）（第4版
）》内容丰富，条理清晰，是CCNP考生必备的复习资料。
本书适合作为CCNPBCMSN课程的培训教材，也可作为网络专业人员了解和学习网络交换知识的参考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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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弗鲁姆(Richard Froom) (美)西瓦萨布拉玛尼安(Sivasubramanian.B.) (美)弗拉姆 (Frahim.E.) 译
者：刘大伟 张芳Richard Froom（CCIE≠5120）是Cisco Systems公司数据中心业务部门客户运行组的工
程经理。
Richard目前主要从事客户Cisco存储解决方案的测试工作，其中包括Cisco存储解决方案的客户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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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CCNP学习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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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和解决第2层环路 266 6.8.1 所需要的资源 266 6.8.2 练习目标 266 6.8.3 网络图 266 6.8.4 命令列表
266 6.8.5 任务1：识别第2层环路 267 6.8.6 任务2：分而治之(断开冗余连接) 269 6.8.7 任务3：查找第2层
环路的根本原因(检查网络和硬件) 270 6.8.8 (可选)任务4：检查软件统计信息 270 6.9 复习题 272 第7章 
使用高级特性增强网络稳定性、功能、可靠性和性能 275 7.1 EtherChannel 276 7.1.1 PAgP模式 277 7.1.2
LACP模式 278 7.1.3 EtherChannel指导原则 279 7.1.4 EtherChannel配置示例 280 7.1.5 EtherChannel负载均衡
286 7.2 CDP 288 7.2.1 语音VLAN和CDP 292 7.2.2 安全问题 293 7.3 多重默认网关 293 7.4 MAC地址通知
294 7.5 第3层协议过滤 295 7.6 使用DHCP管理IP配置 296 7.7 去抖动计时器特性 298 7.8 广播和多播抑制
300 7.9 小巨人和巨型帧 302 7.10 Error-Disable特性 305 7.11 IEEE 802.3流量控制 309 7.12 UDLD和积极模
式UDLD 310 7.13 案例研究：积极模式UDLD的功能 314 7.14 学习提示 319 7.15 总结 320 7.16 配置练习
320 7.16.1 所需要的资源 321 7.16.2 练习目标 321 7.16.3 网络图 321 7.16.4 命令列表 321 7.16.5 任务1：配置
和验证PAgP EtherChannel 322 7.16.6 任务2：配置和验证LACP EtherChannel 325 7.16.7 任务3：配置和验
证CDP 327 7.16.8 任务4：配置和验证积极模式UDLD 328 7.16.9 任务5：配置和验证巨型帧特性 331
7.16.10 任务6：配置和验证Error-disable 333 7.17 复习题 335 第8章 理解和配置VLAN间路由选择 339 8.1 
多层交换网络中的IP地址层次 339 8.2 VLAN间路由选择入门 340 8.2.1 通过多层Catalyst交换机连接VLAN
341 8.2.2 单臂路由器(外部路由器) 347 8.2.3 验证VLAN间路由选择配置 349 8.3 IP广播转发 350 8.3.1
DHCP中继代理 351 8.3.2 UDP广播转发 352 8.4 学习提示 353 8.5 总结 354 8.6 配置练习：在基于Cisco IOS
的Catalyst交换机中配置VLAN间路由选择 354 8.6.1 所需要的资源 354 8.6.2 练习目标 354 8.6.3 网络图 355
8.6.4 命令列表 355 8.6.5 任务1：在建筑物分布交换机中使用SVI配置VLAN间路由选择 356 8.6.6 任务2：
配置路由选择协议(EIGRP) 357 8.6.7 任务3：使用单臂路由器配置VLAN间路由选择 357 8.6.8 任务4：配
置DHCP转发的SVI接口 358 8.7 复习题 358 第9章 理解和配置多层交换 361 9.1 理解传统的MLS 362 9.2 理
解基于CEF的MLS 363 9.2.1 集中式和分布式交换 364 9.2.2 地址解析协议抑制 365 9.2.3 交换表的体系结构
367 9.2.4 基于CEF的MLS工作示例 370 9.2.5 基于CEF的MLS的负载均衡 372 9.3 配置、验证和排错基
于CEF的MLS 372 9.3.1 配置基于CEF的MLS 373 9.3.2 基于CEF的MLS的验证和排错 373 9.3.3 基于CEF
的MLS的排错方法 379 9.4 学习提示 380 9.5 总结 382 9.6 配置练习：对基于CEF的MLS进行排错 382 9.6.1 
所需要的资源 382 9.6.2 练习目标 382 9.6.3 网络图 382 9.6.4 命令列表 383 9.6.5 任务1：建立到交换机的控
制台(带外)连接、Telnet或SSH连接 383 9.6.6 任务2：确定在连接性或基于CEF的MLS方面存在问题的IP
路由选择条目或子网 383 9.6.7 任务3：验证路由的Cisco IOS IP路由表和ARP表条目 384 9.6.8 任务4：验
证路由的IP CEF FIB和邻接条目 384 9.6.9 任务5：调试被下载到中央交换引擎和分布式交换引擎中
的CEF FIB和邻接关系表，验证TCAM中的FIB和邻接关系表 385 9.7 复习题 385 第10章 理解和实施Cisco
多层交换网络中的服务质量 389 10.1 对QoS的需要 390 10.1.1 延迟 392 10.1.2 抖动 392 10.1.3 丢包 393
10.1.4 QoS解决方案 393 10.2 QoS服务模型 394 10.2.1 集成服务 394 10.2.2 区分服务 395 10.2.3 保证转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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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转发 397 10.3 Catalyst QoS基础 399 10.3.1 分类 401 10.3.2 标记 408 10.3.3 流量调节：策略和整型 410
10.3.4 拥塞管理 414 10.3.5 拥塞避免 421 10.4 多层交换网络中的QoS 424 10.4.1 建筑物接入子模块中的QoS
425 10.4.2 建筑物分布子模块中的QoS 426 10.4.3 园区主干中的QoS 426 10.5 Auto QoS 426 10.6 学习提示
428 10.7 总结 429 10.8 配置练习：在基于Cisco IOS的Catalyst交换机上配置QoS 430 10.8.1 所需的资源 430
10.8.2 练习目标 430 10.8.3 网络图 431 10.8.4 命令列表 431 10.8.5 任务1：全局启用QoS 432 10.8.6 任务2：
配置交换机的接口FastEthernet 0/1～0/10，使之如果连接的是Cisco IP电话，则信任DSCP 433 10.8.7 任
务3：配置交换机接口FastEthernet 0/11，使之将所有入站数据帧的CoS值设置为4 434 10.8.8 任务4：配置
类别映射表和策略映射表，然后将其应用于接口FastEthernet 0/11，使之将所有TCP端口号为30000的入
站数据包的DSCP值设置为16 434 10.8.9 任务5：配置所有的出站队列，将CoS值为4、6和7的通信流加入
到队列3中，CoS值为5的通信流加入到队列4中 435 10.8.10 任务6：将队列4指定为严格优先级队列 435
10.8.11 任务7：配置WRR权重，使队列3获得服务的频率为其他队列的两倍 435 10.8.12 任务8：通过查看
接口统计数据来验证所有配置 436 10.9 复习题 436 第11章 部署多层交换网络中的多播 441 11.1 多播入门
441 11.1.1 多播IP地址的结构 444 11.1.2 多播MAC地址的结构 446 11.1.3 反向路径转发 447 11.1.4 多播转发
树 449 11.2 IP多播协议 451 11.2.1 PIM 451 11.2.2 IGMP 457 11.3 基于硬件的多播转发方法 462 11.3.1 MMLS
462 11.3.2 基于CEF的MMLS 462 11.3.3 MFIB 463 11.4 第2层多播协议 463 11.4.1 IGMP监听 464 11.4.2 Cisco
组管理协议 465 11.5 多层交换网络中的IP多播 466 11.6 配置多播 466 11.7 监控和验证IP多播通信流 470
11.8 学习提示 474 11.9 总结 476 11.10 配置练习：在多层交换网络中配置和验证多播 476 11.10.1 所需的资
源 476 11.10.2 练习目标 477 11.10.3 网络图 477 11.10.4 命令列表 477 11.10.5 任务1：在分布层交换机上配
置使用稀疏-密集模式的多播路由选择 478 11.10.6 任务2：在核心交换机上配置RP/映射代理以支持自动
—RP 479 11.11 复习题 480 第12章 设计多层交换网络中的网络弹性、冗余性和高可用性 485 12.1 实现多
层交换机中的高可用性 485 12.2 在Catalyst交换机中提供冗余Supervisor Engine 488 12.2.1 路由处理器冗余
490 12.2.2 增强型路由处理器冗余(RPR+) 491 12.3 状态化切换(SSO) 492 12.3.1 配置和验证SSO 494 12.3.2
NSF(SSO) 494 12.4 Catalyst 6500系列交换机中使用单路由器模式的路由器冗余 496 12.4.1 Catalyst 6500
Supervisor EngineII和MSFC2的SRM故障恢复 497 12.4.2 Supervisor Engine IA的SRM故障恢复 498 12.4.3 配
置SRM 498 12.5 理解Cisco IOS软件模块化和ISSU(In-Service Software Update，服务中软件升级) 500 12.6 
在Catalyst交换机中实现Supervisor上行链路模块冗余 501 12.7 实现电源冗余 502 12.8 在多层交换网络中
实现默认网关路由器冗余 503 12.8.1 代理ARP 503 12.8.2 IRDP 504 12.8.3 静态配置默认网关 505 12.8.4 热备
用路由选择协议 507 12.8.5 虚拟路由器冗余协议 520 12.8.6 VRRP案例 520 12.8.7 网关负载均衡协议 523
12.9 Cisco IOS服务器负载均衡 526 12.9.1 Cisco IOS LSB的运行模式 528 12.9.2 配置数据中心内部服务器服
务器群组的实际服务器 528 12.9.3 配置虚拟服务器 530 12.10 学习提示 532 12.11 总结 534 12.12 配置练习
：配置和验证RPR+和HSRP 534 12.12.1 所需的资源 534 12.12.2 练习目标 534 12.12.3 网络图 535 12.12.4 命
令列表 535 12.12.5 任务1：配置和验证RPR+ 536 12.12.6 任务2：配置和验证HSRP 537 12.13 复习题 539 
第13章 使用Cisco Catalyst交换机部署Cisco IP电话的最佳实践 543 13.1 为什么在组建融合网络时包
含VoIP 543 13.2 IP电话组件入门 544 13.3 IP电话网络设计的建议 545 13.3.1 QoS 546 13.3.2 语音(辅
助)VLAN 547 13.3.3 网络带宽供应 549 13.3.4 电源方面的考虑 550 13.3.5 网络管理 551 13.3.6 IP电话的高可
用性 551 13.3.7 安全性 551 13.4 在企业复合网络模型中部署IP电话的最佳实践 552 13.5 学习提示 554 13.6 
总结 555 13.7 配置练习：在Catalyst交换机上配置语音VLAN 556 13.7.1 所需的资源 556 13.7.2 练习目标
556 13.7.3 网络图 556 13.7.4 命令列表 556 13.7.5 任务1：配置接入VLAN和语音VLAN 557 13.7.6 任务2：配
置接入VLAN和语音VLAN的接口 558 13.7.7 任务3：在接口FastEthernet 0/1到0/10上配置拥塞管理的QoS
558 13.7.8 任务4：配置接口FastEthernet 0/1基于信任CoS的分类 559 13.7.9 任务5：配置接口FastEthernet
0/1基于信任DSCP的分类 559 13.7.10 任务6：在接口FastEthernet 0/3到0/10上根据是否连接IP电话配置信
任CoS 559 13.7.11 任务7：验证FastEthernet接口的语音VLAN配置 559 13.8 复习题 560 第14章 加强多层交
换网络安全将服务损失和数据丢窃降到最低 563 14.1 第2层安全和第2层攻击类型介绍 563 14.1.1 理解欺
诈设备如何获得非授权接入 564 14.1.2 第2层攻击分类 565 14.2 多层交换网络中Catalyst交换机的安全配
置 566 14.2.1 配置坚固的系统口令 567 14.2.2 使用访问控制列表限制管理访问 567 14.2.3 确保控制台的物
理安全 568 14.2.4 确保VTY接入安全 568 14.2.5 配置系统警告标语 568 14.2.6 禁用不需要或未用的服务
568 14.2.7 尽可能少用CDP 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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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CCNP学习指南:组建Cisco多层交换网络》是Cisco公司授权出版的CCNPBCMSN学习用书。
读者将从本书学习如何创建可扩展的多层交换网络。
具体而言，包括对园区交换网络中的网络基础设施设备进行安装、配置、监控和排错，以及集成某些
高级特性，例如VoIP和无线。
对于正在学习最新版BCMSN考试的考生，如果您正在寻找一本学习用书，本书是您的理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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