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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Netty 权威指南（第2 版）》是异步非阻塞通信领域的经典之作，基于最新版本的Netty 5.0 编写，是
国内首本深入介绍Netty 原理和架构的书籍，也是作者多年实战经验的总结和浓缩。内容不仅包含Java
NIO入门知识、Netty 的基础功能开发指导、编解码框架定制等，还包括私有协议栈定制和开发
、Netty 核心类库源码分析，以及Netty 的架构剖析。

《Netty 权威指南（第2 版）》适合架构师、设计师、软件开发工程师、测试人员以及其他对Java NIO 
框架、Netty 感兴趣的相关人士阅读，通过《Netty 权威指南（第2 版）》的学习，读者不仅能够掌
握Netty 基础功能的使用和开发，更能够掌握Netty 核心类库的原理和使用约束，从而在实际工作中更
好地使用N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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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ithub.com/netty/netty/issues/4466
8、东西越写越少，前面没啥深度的东西占了大量篇幅，后面需要详细分析的东西又一笔带过，浮于
表面，没有什么深入的地方，很多东西都是片段，没有一个主线能串起来的，浮躁
9、不多的入门书，要想了解netty还得看源码
10、内容没说的那么差，代码是贴的有点多了
11、书很一般，里面讲的东西其实再官网文档里都找得到。
前面几章都在介绍Java bio/nio/aio（百度一下一大把），中间介绍了下netty基础（官网文档都能找到的
东西），然后就是各种代码例子（其实去下载netty源码包，example下面都有这些类似的例子），最后
几章在介绍netty的源码（还没看，不知道怎么样）。
再说说里面的例子，就更烂了，跟大学写作业一样，随便写写的，没有一点参考价值。
12、nio的代表，越来越多的cs 采用netty 交互，值得一读。
13、源码部分还可以，提供了思路，不过其他的部分，只是浅浅而谈，介绍api，而且贴代码和console
太多，影响排版
14、看的1版电子版，买了纸质的2版。。。或许换个名字，评分会好些？
15、回过头又重新看了一遍netty权威指南，书确实是只有一般性，主要是这方面的书籍也不多，书中
的一些类机构图不清晰。线程模型讲解的非常混乱。可以作为入门书籍，单靠这本书很难理解，结
合netty in action这两本书互补可以加深理解，再去看源码。
16、读过即便，市面上几乎是唯一一本全面介绍Netty功能的书。作者还分析了一部分Netty源码，可见
功力扎实。
17、此书虽然评价不是很高，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它是一本国内讲netty比较全面的技术书，可以说，
对入门帮助非常大。
18、实在没别的选择就读读吧
19、方法浅显易懂 多是API的一些介绍 作为入门还是不错的
20、很好的工具书，netty网络上的资源比较少，这本书上有丰富的例子，入门很不错。
21、只是大体翻了一下，没有细读。整体上来讲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不像一些评论那么不友好。问题
是章节安排详略不当，比如编解码部分，必要性不大，原理讲清楚了一个案例就可以了。还有源码分
析部分，近三分之一篇幅，书太厚了。我喜欢In Action系列的风格，要点清楚，不扣细节，注重实战
。细节的东西有需要的读者自己会去补充。作为技术同行，深知做技术的辛苦，能系统地写一本技术
书，必定踩过很多坑，熬过很多不眠夜。支持原创。
22、很多内容需要仔细深入阅读和理解才能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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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ByteBuffer.allocate(1024)是分配了1MB缓冲区，这是怎么算的？难道不是1KB吗？这么明显的错误也
能写出来~~~~~~~~~~~~~~~~~~~~~~~~~~~~~~~~~~~~~~~~~~~
2、书很一般，里面讲的东西其实再官网文档里都找得到。 前面几章都在介绍Java bio/nio/aio（百度一
下一大把），中间介绍了下netty基础（官网文档都能找到的东西），然后就是各种代码例子（其实去
下载netty源码包，example下面都有这些类似的例子），最后几章在介绍netty的远吗（还没看，不知道
怎么样）。 再说说里面的例子，就更烂了，跟大学写作业一样，随便写写的，没有一点参考价值
3、”《Netty 权威指南（第2 版）》是异步非阻塞通信领域的经典之作“，这个Title是谁给你封的？大
段大段的代码。一个功能的代码，本来就占两页，说是为了改进效率在某个函数就增加了一行代码，
就又重新打印了两页代码，并且控制台的输出结果愣是占了三四页。你才是大神。恩，用了十几页口
水说的话，根本就没营养好伐？幸好我没买你的书，第一次差评，因为这本书已经影响到国产技术书
的信誉了。
4、虽然书里有一些api罗列、源码分析一些不讨喜的部分，但是整体还是很好的，适合于对Netty有初
步的使用能力、希望系统化了解学习的朋友们。也许给一星的都是大牛吧，这种级别对他们太low了，
不过大牛直接看看英文文档，扫扫源码不就好了吗，不需要再看国人写的书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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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Netty权威指南（第2版）》的笔记-第6页

        目前支持I/O多路复用的系统调用有select、pselect、poll、epoll，在Linux网络编程过程中，很长一
段时间都使用select做轮询和网络事件通知，然而select的一些固有缺陷导致了它的应用受到了很大的限
制，最终Linux不得不在新的内核版本中寻找select的替代方案，最终选择了epoll。

2、《Netty权威指南（第2版）》的笔记-第115页

        Facebook的Thrift介绍
对于当时的Facebook来说，创造Thrift是为了解决Facebook各系统间大数据量的传输通信以及系统之间
语言环境不同需要跨平台的特性，因此Thrift可以支持多种程序语言，如C++、C#、Cocoa、Erlang
、Haskell、Java、Ocami、Perl、PHP、Python、Ruby和Smalltalk。

3、《Netty权威指南（第2版）》的笔记-第27页

        探索多路复用器Selector，它是Java NIO编程的基础，熟练地掌握Selector对于NIO编程至关重要。多
路复用器提供选择已就绪的任务的能力。简单来讲，Selector会不断地轮询注册在其上的Channel，如
果某个Channel上面发生读或者写事件，这个Channel就处于就绪状态，会被Selector轮询出来，然后通
过SelectionKey可以获取就绪Channel的集合，进行后续的I/O操作。

4、《Netty权威指南（第2版）》的笔记-第110页

        我们评判一个编解码框架的优劣时，往往会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1)是否支持跨语言，支持语言种类是否丰富。
2）编码后的码流大小。
3）编解码的性能。
4）类库是否小巧，API使用是否方便。
5）使用者需要手工开发的工作量和难度。

5、《Netty权威指南（第2版）》的笔记-第45页

        使用NIO编程的优点总结如下：
1、客户端发起的连接操作是异步的，可以通过在多路复用器注册OP_CONNECT等待后续结果，不需
要像之前的客户端那样被同步阻塞。
2、SocketChannel的读写操作都是异步的。如果没有可读写的数据它不会同步等待，直接返回，这
样I/O通信线程就可以处理其他的链路，不需要同步等待这个链路可用。
3、线程模型的优化：由于JDK的Selector在Linux等主流操作系统上通过epoll实现，它没有连接句柄数
的限制（只受限于操作系统的最大句柄数或者对单个进程的句柄限制），这意味着一个Selector线程可
以同时处理成千上万客户端连接，而且性能不会随着客户端的增加而线性下降。因此，它非常适合做
高性能，高负载的网络服务器。

6、《Netty权威指南（第2版）》的笔记-第79页

        4.1 TCP粘包/拆包
TCP是个“流”协议，所谓流，就是没有界限的一串数据。大家可以想想河里的流水，它们是连成一
片的，其间并没有分界线。TCP底层并不了解上层业务数据的具体含义，它会根据TCP缓冲区的实际
情况进行包的划分，所以在业务上认为，一个完整的包可能会被TCP拆分成多个包进行发送，也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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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把多个小的包封装成一个大的数据包发送，这就是所谓的TCP粘包和拆包问题。

7、《Netty权威指南（第2版）》的笔记-第7页

        熟悉TCP编程的读者可能都知道，无论是服务端还是客户端，当我们读取或者发送消息的时候，
都需要考虑TCP底层的粘包/拆包机制。

8、《Netty权威指南（第2版）》的笔记-第4页

        ## 阻塞IO模型
## 非阻塞IO模型
## 复用IO模型
## 信号驱动IO模型
## 异步IO

9、《Netty权威指南（第2版）》的笔记-第114页

        Protobuf另一个比较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的数据描述文件和代码生成机制，利用数据描述文件对数
据结构进行说明的优点如下：
文本化的数据结构描述语言，可以实现语言和平台无关，特别适合异构系统间的集成。
通过标识字段的顺序，可以实现协议的前向兼容。
自动代码生成，不需要手工编写同样数据结构的C++和Java版本。
方便后续的管理和维护。相比于代码，结构化的文档更容易管理和维护。

10、《Netty权威指南（第2版）》的笔记-第107页

        6.1 Java序列化的缺点
在远程服务调用（RPC）时，很少直接使用Java序列化进行消息的编解码和传输：
1、无法跨语言。
无法跨语言，是Java序列化最致命的问题。对于跨进程的服务调用，服务提供者可以能会使用C++或
者其他语言开发，当我们需要和异构语言进程交互时，Java序列化就难以胜任了。
由于Java序列化技术是Java语言内部的私有协议，其他语言并不支持，对于用户来说它完全是黑盒。对
于Java序列化后的字节数组，别的语言无法进行反序列化，这就严重阻碍了它的应用。
目前几乎所有流行的Java RPC通信框架，都没有使用Java序列化作为编解码框架，原因就是在于它无法
跨语言，而这些RPC框架往往需要支持跨语言调用。

11、《Netty权威指南（第2版）》的笔记-第2页

        Java的NIO编程并没有流行起来，究其原因如下。
1、大多数高性能服务器，被C和C++语言盘踞，由于它们可以直接使用操作系统的异步I/O能力，所
以对JDK的NIO并不关心。
2、移动互联网尚未兴起，基于Java的大规模分布式系统极少，很多中小型应用服务对于异步I/O的诉
求不是很强烈。
3、高性能、高可靠性领域，例如银行、证券、电信等，依然以C++为主导，Java充当打杂的角色
，NIO暂时没有用武之地。
4、当时主流的J2EE服务器，几乎全都基于同步阻塞I/O构建，例如Servlet、Tomcat等，由于它们应用
广泛，如果这些容器不支持NIO，用户很难具备独立构建异步协议栈的能力。
5、异步NIO编程门槛比较高，开发和维护一款基于NIO的协议栈对很多中小型公司来说像是一场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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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业界NIO框架不成熟，很难商用。
7、国内研发界对NIO的陌生和认识不足，没有充分重视。

如果说个人能够改变自己命运的话，对于程序员来说，唯有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实践，努力提升自己的
技能，才有可能找到更好的机会，充分发挥和体现自己的价值。

12、《Netty权威指南（第2版）》的笔记-第2页

        根据UNIX网络编程对I/O模型的分类，UNIX提供了5种I/O模型，分别如下。
1、阻塞I/O模型：最常用的I/O模型就是阻塞I/O模型，缺省情况下，所有文件操作都是阻塞的。
我们以套接字接口为例来讲解此模型：在进程空间中调用recvfrom，其系统调用直到数据包到达且被
复制到应用进程的缓冲区或者发生错误时才返回，在此期间一直会等待，进程在从调用recvfrom开始
到它返回的整段时间内都是被阻塞的，因此被称为阻塞I/O模型。
2、非阻塞I/O模型：recvfrom从应用层到内核的时候，如果该缓冲区没有数据的话，就直接返回一
个EWOULDBLOCK错误，一般都对非阻塞I/O模型进行轮询检查这个状态，看内核是不是有数据到来
。
3、I/O复用模型：Linux提供select/poll，进程通过将一个或多个fd传递给select或poll系统调用，阻塞
在select操作上，这样select/poll可以帮我们侦测多个fd是否处于就绪状态。select/poll是顺序扫描fd是否
就绪，而且支持的fd数量有限，因此它的使用受到了一些制约。Linux还提供了一个epoll系统调用
，epoll使用基于事件驱动方式代替顺序扫描，因此性能更高。当有fd就绪时，立即回调函数rollback。
4、信号驱动I/O模型：首先开启套接接口信号驱动I/O功能，并通过系统调用sigaction执行一个信号处
理函数（此系统调用立即返回，进程继续工作，它是非阻塞的）。当数据准备就绪时，就为该进程生
成一个SIGIO信号，通过信号回调通知应用程序调用recvfrom来读取数据，并通知主循环函数处理数据
。
5、异步I/O：告知内核启动某个操作，并让内核在整个操作完成后（包括将数据从内核复制到用户自
己的缓冲区）通知我们。这种模型与信号驱动模型的主要区别是：信号驱动I/O由内核通知我们何时
可以开始一个I/O操作；异步I/O模型由内核通知我们I/O操作何时已经完成。

13、《Netty权威指南（第2版）》的笔记-第1页

        异步高性能内部协议栈、异步HTTP、异步SOAP、异步SMPP，所有的协议栈都是异步非阻塞。
基于Reactor模型统一调度的长连接和短连接协议栈，无论是性能、可靠性还是可维护性，都可以秒杀
传统基于BIO开发的应用服务器和各种协议栈，这种差异本质上是一种代差。

14、《Netty权威指南（第2版）》的笔记-第6页

        1. 支持一个进程打开的socket描述符（FD）不受限制（仅限制于操作系统的最大文件句柄数）
1G内存的机器大约支持10万个句柄。
$ cat /proc/sys/fs/file-max 可查系统支持我句柄数

2. IO效率不会随着FD数目的增加而线性下降。

3. 使用mmap加速内核与用户空间的消息传递。
epoll通过内核和用户空间mmap共享同一块内存来实现。

4. epoll的API更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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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Netty权威指南（第2版）》的笔记-第116页

        JBoss Marshalling
优点如下：
1、可拔插的类解析器，提供更加便捷的类加载定制策略，通过一个接口即可实现定制。
2、可拔插的对象替换技术，不需要通过继承的方式。
3、可拔插的预定义类缓存表，可以减少序列化的字节数组长度，提升常用类型的对象序列化性能。
4、无须实现java.io.Serializable接口，即可实现Java序列化。
5、通过缓存技术提升对象的序列哈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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