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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以太网标准制定参与者、以太网配置方面的顶级专家执笔，是一本介绍以太网构建与维护的全
面指南。内容从以太网基础知识介绍开始，之后重点介绍以太网介质系统的构建，详细讲解如何使用
转换器和集线器搭建以太网，并探讨以太网的性能和故障诊断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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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本书是关于当下最流行的以太网网络技术的。只要花费较低的成本，以太网技术就能将计算机连成一
个灵活的网络。以太网在各式各样的设备上被采用。正是因为其良好的通用性、较低的成本和很高的
灵活性，以太网才得以越来越流行。
以太网标准已经超过了3700页，覆盖了多种不同环境下使用的以太网技术。以太网用来建立家庭、办
公室和校园网络，同时也用在组建跨多个城市和国家的广域网中。目前，还有专门为邻里之间联络而
设计的邻域网系统以及为汽车内部多设备连接设定的以太网系统。
本书的目的是介绍与目前应用最广泛的以太网技术相关的全面、实用的信息。书中详细介绍了家庭、
办公室、校园网中常用的各类以太网，以及在数据中心和服务器机房中使用的以太网系统。这些包括
了各种被广泛使用的以太网介质系统：10 Mbit/s以太网、100 Mbit/s快速以太网、1000 Mbit/s以太网以
及10 G、40 G和100 G以太网。我们还介绍了全双工以太网、自动协商以太网、以太网供电、节能以太
网、结构化布线系统、交换机以太网网络设计、网络管理、网络故障诊断解决技术等。
为了提供尽可能准确的信息，在撰写这本书时，我们参照了整套官方以太网标准。从20世纪80年代起
，我们就开始从事和以太网技术相关的工作，本书这一版本包含了许多来之不易的网络设计和运行经
验。
以太网无处不在
以太网技术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网络技术。以太网成功的因素很多，包括价格、可扩展性、可靠性以
及唾手可得的管理工具。
价格
以太网新性能发展迅速，同时设备价格也在快速下降。以太网技术的广泛使用造就了一个竞争激烈的
巨大的市场。激烈的竞争驱使着网络组件价格不断下降。市场上有各式各样、价格极具竞争力的以太
网组件可供选择，让消费者从中受益。
可扩展性
第一个全行业的以太网标准公布于30 多年前，即1980 年。这个标准定义了一个10 Mbit/s 的传输系统。
在当时，这个速度已经很快了。1995 年公布的100 Mbit/s 快速以太网速度是原来的10 倍。继100 Mbit/s 
快速以太网之后，1999 年又开发了使用双绞线的千兆以太网。自动支持10 Mbit/s、100 Mbit/s、1000
Mbit/s 双绞线介质系统运行的网络接口广泛普及， 使得高质量的网络很容易实现。
为了尽可能利用可用带宽，各种应用也在迅速发展。为满足日益增长的网络需求，2002 年制定了10 G 
以太网标准，40 G 和100 G 以太网标准也在2010 年相继出台。以太网性能的发展，使得高速骨干网系
统的实现以及与高性能服务器的信息交互成为可能。
台式机可按需选择使用10 Mbit/s、100 Mbit/s 或者1000 Mbit/s 速度的以太网链接。网络路由器和交换机
可以使用10 Gbit/s、40 Gbit/s 或者100 Gbit/s 骨干网络链接，数据中心则可以以10、40 甚至100 Gbit/s 的
速度连接到高性能服务器。
可靠性
以太网简单、稳健，每天全世界的站点都通过它可靠地交付数据。1987 年，引入了使用双绞线作为介
质的以太网，使得以太网信号可以通过结构化布线系统传输。
结构化布线为大楼提供的数据传输系统，效仿了最初应用于电话系统的高可靠性布线体系。这使得以
太网系统可以运行在一个易管理、高度可靠、基于标准的布线系统上。
广泛普及的管理工具
以太网的广泛采用为它带来了如此众多的管理和故障排查工具。简单网络管理协议（SNMP）等基于
标准的管理工具，使得网络管理员可以从管理中心追踪整个校园网络设备的状况。嵌入以太网交换机
和计算机接口中的管理工具，可以提供强大的网络监管和故障排查能力。
可靠性设计
这本书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帮助读者设计并实现可靠的网络，因为网络的可靠性对于使用者以及机构
来说至关重要。使用因特网在联网的计算机之间分享信息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果网络瘫痪
，所有事情都会陷入停滞。本书将会告诉你如何设计可靠的网络， 如何监控并保证它可靠运行，以及
如果网络出现故障如何修复等内容。
今天，各种不同的以太网设备和连线系统提供了极大的灵活性，使得建立适应任何环境的以太网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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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然而，灵活性需要付出代价。各种不同的以太网设备有各自的组件以及配置规则，使得网络设
计者的工作变得复杂。设计并实现一个可靠的以太网系统需要了解所有的数据位和数据块如何拼接在
一起并且遵循介质系统官方配置指南。为了帮助读者完成这样的任务，本书为广泛使用的介质系统提
供了配置指南。
.　　高代价的故障停机时间
因为很多原因，避免网络故障停机十分重要，其中最重要的是因网络故障所付出的成本。只需进行一
些快速的粗略计算，就能看出网络故障停机时间要付出多大代价。我们假设Amalgamated Widget 公司
有1000 名网络用户，他们平均年薪（包括所有福利）是100 000 美元，那么员工一年的总工资就是1 亿
美元。
我们继续假设公司里的所有人工作时都需要网络，网络一周运行40 小时，一年大约50 周，也就是一
年2000 小时的网络运行时间。用员工年薪总数除以网络运行时间，得到网络每小时对应5 万美元的员
工成本。
进一步假设这个设想的公司一年总的网络故障时间占运行总时间的1%（99% 时间正常工作）。这个正
常工作时间看起来已经很不错了，但是2000 小时的1% 意味着20 小时的网络故障。20 小时的网络故障
乘以5 万美元/ 小时，一年因网络故障造成的损失有100 万美元。
显然，我们的例子有点粗糙。我们忽略了没人在场但网络仍运行着关键服务器时发生网络故障造成的
影响。而且，我们假设网络故障会导致所有工作中断，并没有考虑本地故障导致部分网络中断时造成
的不同影响，也没有估算有多少工作是不需要网络就可以完成的， 这往往会减轻影响。
然而，我们的观点很明确：即使相对很短的网络故障时间都能造成相当大的损失。这就是为什么值得
投入额外的时间、精力、金钱来设计一个更加可靠的网络的原因。
如何使用本书
本书的目标是为读者提供理解和运行任何一个以太网网络所需的信息。比如，你是一个以太网技术领
域的新手，需要了解双绞线以太网系统如何工作，那么可以先阅读第一部分。学完第一部分的各章后
，再阅读第二部分介绍双绞线介质的几章，以及第三部分关于双绞线布线知识的章节。如何通过交换
机连接双绞线组成网络将在第四部分讲述。
以太网技术领域的专家可将本书用作参考指南，根据需要直接跳到相关章节阅读即可。
本书的组织结构
本书的目的是提供一份全面且实用的指南，来描述办公室和大楼中常用的以太网系统、以太网设备和
组件。本书侧重实践，尽量不使用理论分析以及专业术语。各章尽量自成一体，同时提供了大量的例
子和插图。本书共分为六个部分，方便读者查找需要的具体信息。
每个部分的主要内容如下。
· 第一部分介绍了以太网标准以及以太网的理论和操作。这部分中的各章涵盖了所有以太网介质系统
通用的操作，包括以太网帧、介质访问控制系统操作、全双工模式以及自动协商协议。
· 第二部分包括每种以太网介质系统的描述，从第7 章以太网介质系统信号传输基础为开端。这一章
还包括了节能以太网，节能以太网通过优化空闲周期期间的介质信号传输来节能。第8 章至第14 章描
述了具体的介质系统，包括10 Mbit/s、100 Mbit/s、1000 Mbit/s 和10 Gbit/s、40 Gbit/s 和100 Gbit/s 系统。
· 第三部分介绍了结构化布线系统及其元件，以及以太网网络在建筑物中使用的缆线， 讨论了结构
化布线标准以及双绞线和光纤的布线细节。
· 第四部分描述了网络设计的基础知识，包括如何使用以太网交换机设计和建立以太网系统。
· 第五部分涵盖了以太网性能以及故障排查。
· 第六部分包含附录和专业术语。
声明
虽然这本书的准备工作考虑了各种需要注意的事项，但作者对书中的一些错误或者遗漏， 以及任何因
使用本书中包含的信息造成的损害不承担任何责任。因为本书可能应用在任何场合，所以我们不能保
证本书内容面面俱到、十分精确。
本书排版约定
· 楷体
表示新术语。
这个图标表示注意，是对周围内容的重要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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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图标表示与周围内容相关的警告。
Safari? Books Online
Safari Books Online（http://www.safaribooksonline.com）是应需而变的数字图书馆。它同时以图书和视频
的形式出版世界顶级技术和商务作家的专业作品。
Safari Books Online 是技术专家、软件开发人员、Web 设计师、商务人士和创意人士开展调研、解决问
题、学习和认证培训的第一手资料。
对于组织团体、政府机构和个人，Safari Books Online 提供各种产品组合和灵活的定价策略。用户可通
过一个功能完备的数据库检索系统访问O’Reilly Media、Prentice Hall Professional、Addison-Wesley
Professional、Microsoft Press、Sams、Que、Peachpit Press、Focal Press、Cisco Press、John Wiley & Sons
、Syngress、Morgan Kaufmann、IBM Redbooks、Packt、Adobe Press、FT Press、Apress、Manning、New
Riders、McGraw-Hill、Jones & Bartlett、Course Technology 以及其他几十家出版社的上千种图书、培训
视频和正式出版之前的书稿。要了解Safari Books Online 的更多信息，我们网上见。
联系我们
请把对本书的评价和问题发给出版社。
美国：
O’Reilly Media, Inc.
1005 Gravenstein Highway North
Sebastopol, CA 95472
中国：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大街2 号成铭大厦C 座807 室（100035）
奥莱利技术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O’Reilly 的每一本书都有专属网页，你可以在那儿找到本书的相关信息，包括勘误表、示例代码以及
其他信息。本书的网站地址是：
http://oreil.ly/ethernetTDG_2e。
对于本书的评论和技术性问题，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bookquestions@oreilly.com
要了解更多O’Reilly 图书、培训课程、会议和新闻的信息，请访问以下网站：
http://www.oreilly.com
我们在Facebook 的地址如下：http://facebook.com/oreilly
请关注我们的Twitter 动态：http://twitter.com/oreillymedia
我们的YouTube 视频地址如下：http://www.youtube.com/oreillymedia
致谢
这本书的问世得益于很多人的帮助。首先，我们要感谢以太网的发明者Bob Metcalfe 以及他在Xerox
PARC 的研究员朋友。他们革新了计算机的使用方式，创造了一种强大的基于计算机网络信息分享的
新通信技术。我们还要感谢那些为开发以太网系统的新性能和编写以太网技术规范书而自愿贡献宝贵
时间参加了数不清的IEEE 会议的工程师。
作者还要感谢O’Reilly 的组稿编辑Meghan Blanchette，以及为本书做出贡献的O’Reilly 的其他编辑和
员工，感谢他们的帮助和对细节的关注。我们还要感谢Tim O’Reilly，感谢他创立了这样一个提供各
类信息资源并且尊重读者和作者的技术出版社。
最后，我们要感谢The Switch Book 的作者、以太网技术工程师兼开发者、骨灰级以太网技术标准制定
参与者Rich Seifert。非常感谢Rich 深入评审手稿并帮助完善终稿。当然，本书的任何错误都是作者的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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