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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编写思路上，本书遵循网络技能人才的成长规律，网络知识传授、网络技能积累和

职业素养增强并重，通过从网络技术理论阐述到应用场景分析再到项目案例设计和实施的完

整过程，使读者既能充分准备“1+X”证书考试，又能积累项目经验，最后达到学习知识和

培养能力的目的，为适应未来的工作岗位奠定坚实的基础。 

（2）在目标设计上，本书以“1+X”证书考试和企业网络实际需求为向导，以培养学生的

网络设计能力、对网络设备的配置和调试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创新能力为目标，

追求实用。 

（3）在内容选取上，本书以网络系统建设与运维职业技能等级标准为编写依据，坚持集先

进性、科学性和实用性为一体，尽可能覆盖最新和最实用的网络技术。 

（4）在内容表现形式上，本书用最简单和最精炼的描述讲解网络技术理论知识，通过详尽

的实验现象分析来分层、分步骤地讲解网络技术，巩固和深化所学的网络技术原理，并且对

实验结果和现象加以汇总和注释。 

 

 

 

内容摘要 

本书是网络系统建设与运维中级教材。全书共 11 章，包括 TCP/IP 基础、交换技术、路由

技术、网络可靠性、广域网技术、网络安全技术、IPv6 基础、WLAN 技术、网络管理技术、

企业网项目建设实践和网络自动化运维项目实践。 

本书可用于“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中网络系统建设与运维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教学和培

训，也适合作为应用型本科、职业院校、技师院校的教材，同时也适合作为从事网络技术开

发、网络管理和维护、网络系统集成的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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