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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7 服务器构建快学通》以RHEL 7 为蓝本，分17 章介绍了RHEL 7 的主要生产
服务器使用和系统管理。主要包括基础篇自由软件和开源软件的基础知识、Linux 的基础知识、RHEL
7 的安装、时间服务器、Systemd 服务管理、DHCP 服务器、DNS 服务器、NIS 服务器、NFS 服务器
、SSH 远程控制、Samba 服务器、Apache 服务器、MariaDB 数据库、电子邮件服务器、FTP 服务器等
内容。《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7 服务器构建快学通》内容详尽、结构清晰、通俗易懂，大量使用了
图表对内容进行表述和归纳，便于读者理解及查阅，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指导性。《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7 服务器构建快学通》中内容适用于RHEL 7，其中绝大部分内容同时也适用于其他主
要发行版本。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7 服务器构建快学通》可以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Linux 短期培训班的教材
，同时也可供广大Linux 爱好者自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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