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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3 配置网络和使用 ssh 服务-实训任务指导书（3-2） 

任务 3-4 绑定两块网卡 

一般来讲，生产环境必须提供 7×24 小时的网络传输服务。借助于网卡绑定

技术，不仅可以提高网络传输速度，更重要的是，还可以确保在其中一块网

卡出现故障时，依然可以正常提供网络服务。假设我们对两块网卡实施了绑

定技术，这样在正常工作中它们会共同传输数据，使得网络传输的速度变得

更快；而且即使有一块网卡突然出现了故障，另外一块网卡便会立即自动顶

替上去，保证数据传输不会中断。 

准备工作： 

1.可恢复到快照 1 状态。 

 

具体实训操作步骤： 

第 1 步：在虚拟机系统中再添加一块网卡设备，请确保两块网卡都处在同一

个网络连接中（即网卡模式相同），如图 2-18 和图 2-19 所示。处于相同模式

的网卡设备才可以进行网卡绑定，否则这两块网卡无法互相传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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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8  在虚拟机中再添加一块网卡设备 

 

 

图 2-19  确保两块网卡处在同一个网络连接中（即网卡模式相同） 

虚拟机操作，网卡可采用 NAT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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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步：使用 Vim 文本编辑器来配置网卡设备的绑定参数，逐个进行“初始

设置”。这俩原本独立的网卡设备此时需要被配置成为一块“从属”网卡，服

务于“主”网卡，不应该再有自己的 IP 地址等信息。在进行了初始设置之

后，它们就可以支持网卡绑定。先使用 ifconfig 命令查询两块网卡的名称

为：ens33 和 ens37。

 

[root@RHEL7-1 ~]#cd /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 

[root@RHEL7-1 network-scripts]# ll 

[root@RHEL7-1 network-scripts]#vim ifcfg-ens33 

TYPE=Ethernet 

BOOTPROTO=none 

ONBOOT=yes 

USERCTL=no 

DEVICE=ens33 

MASTER=bond0 

SLAVE=yes        

编辑完成后，保存退出 

[root@RHEL7-1 network-scripts]# vim ifcfg-ens37 

TYPE=Ethernet 

BOOTPROTO=none 

ONBOOT=yes 

USERCTL=no                    是否允许非 root 用户控制该设备 
DEVICE=ens37 

MASTER=bond0 

SLAVE=yes 

编辑完成后，保存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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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技巧：可以把原来 ens33 网卡的内容首行输入#注释掉，如 1-15 行行首替换成#，vim ens33 命令

行模式输入：1,15 s/^/#/g，一次完成替换。 

第 3 步还需要将绑定后的设备命名为 bond0 并把 IP 地址等信息填写进去，这

样当用户访问相应服务的时候，实际上就是由这两块网卡设备在共同提供服

务。 

[root@RHEL7-1 ~]# cd /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 

[root@RHEL7-1 network-scripts]# vim ifcfg-bond0 

TYPE=Ethernet 

BOOTPROTO=none 

ONBOOT=yes 

USERCTL=no 

DEVICE=bond0 

IPADDR=192.168.10.1 

PREFIX=24 

DNS=192.168.10.1 

NM_CONTROLLED=no        network mamager 的参数，实时生效，不需要重启 

第 4步：让 Linux内核支持网卡绑定驱动，修改/etc/modprobe.d/bonding.conf

配置文件。 

常见的网卡绑定驱动有三种模式—mode0、mode1 和 mode6。 

 mode0（平衡负载模式）：平时两块网卡均工作，且自动备援，但需要在与服务器本地网卡相连的交

换机设备上进行端口聚合来支持绑定技术。 

 mode1（自动备援模式）：平时只有一块网卡工作，在它故障后自动替换为另外的网卡。 

 mode6（平衡负载模式）：平时两块网卡均工作，且自动备援，无须交换机设备提供辅助支持。 

访问服务器的用户数量特别多时，为保障网络的可靠性，可选择 mode6 网卡绑定驱动模式。让两块网卡

同时一起工作，当其中一块网卡出现故障后能自动备援，无需交换机设备支援，提供了可靠的网络传输

保障。 

下面使用 Vim 文本编辑器创建一个用于网卡绑定的驱动文件，使得绑定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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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d0 网卡设备能够支持绑定技术（bonding）；同时定义网卡以 mode6 模式进

行绑定，且出现故障时自动切换的时间为 100 毫秒。 

[root@RHEL7-1 ~]# vim /etc/modprobe.d/bonding.conf 

alias bond0 bonding 

options bond0 miimon=100 mode=6 

第 5 步：先停止网络管理服务再重启网络服务后网卡绑定操作即可成功。正

常情况下只有 bond0 网卡设备才会有 IP 地址等信息： 

[root@RHEL7-1 ~]# systemctl stop NetworkManager 

[root@RHEL7-1 ~]# systemctl restart network 

[root@RHEL7-1 ~]# ifconfig 

   

 

可以在本地主机执行 ping 192.168.10.1 命令检查网络的连通性。 

●linux 中查看 bond 状态时，cat /proc/net/bonding/bond0  

 



 

6 

 

 

并且使用 firefox浏览器，能正常访问 apache 服务器。 

 

第 6 步：为了检验网卡绑定技术的自动备援功能，我们突然在虚拟机硬件配

置中随机移除一块网卡设备，然后另外一块网卡会继续为用户提供服务。如

下图，硬件删除 ens33 网卡，还剩 ens37 一块网卡。

  

两块网卡 一块网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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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ping 命令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网卡切换的过程（一般只有 1 个数据丢包

或不丢包）。 

  

 ●linux 中查看 bond 状态时，cat /proc/net/bonding/bond0  

  

使用 firefox 浏览器，仍能正常访问 apache 服务器。 

 

注意：做完绑定网卡的实验后，为了不影响其他实训，请利用 VM快照恢复到系统初始状态。或者删除

掉绑定：删除网卡绑定的配置文件，利用系统菜单重新配置网络，然后重启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