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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前在虚拟化领域出现的一个问题是，联网和服务器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界限，许多VMware专业人员
需要更多地理解关于联网的知识。本书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书中展示了现代联网技术的核心概念，
展示了如何将它们应用于虚拟化网络环境的设计、配置和故障排除。
本书由资深虚拟化技术专家亲笔撰写，CCIE认证专家Ivan Papelnjak作序鼎力推荐。书中既全面介绍了
物理网络的基础知识，又通过大量实例详细阐释了不同实用场景、不同的硬件配置下，虚拟网络环境
构建的考虑因素和具体实施方案。
全书分为四部分，共19章：第一部分（第1~6章）介绍物理网络的基础知识，包括网络连接、网络模
型、以太网、虚拟LAN 、生成树协议、链路聚合、路由及交换结构组件等，为在扩大虚拟化工作范围
时与网络团队有效沟通提供了必要的背景知识和术语；第二部分（第7~13章）讲解物理交换机和虚拟
交换机的区别，并介绍vSphere标准交换机、 vSphere分布式交换机、CiscoNexus 1000V虚拟交换机的功
能，以及与各种虚拟网络部署相关的设计考虑因素，标准虚拟交换机与分布式虚拟交换机的具体设计
和配置过程；第三部分（第14~17章）详细介绍iSCSI和NFC的概念、设计及配置，包括iSCSI协议栈中
的所有组件、实现iSCSI必要架构的基础知识、NFS的各种设计考虑因素，以及iSCSI和NFC的必要配置
步骤；第四分部（第18~19章）讲解其他设计方案，描述了不同硬件配置中可以考虑的不同设计选项
，探索了多NIC vMotion的用例及具体配置和验证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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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VM里目前主流的虚拟网络结构都讲到了
2、写得一般，翻译得也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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