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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Linux是一种开放源代码的自由操作系统。自它诞生以来，在全世界Linux爱好者的共同努力下，
其性能不断完善，具有稳定、安全、网络负载力强、占用硬件资源少等技术特点，得到了迅速推广和
应用。它已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操作系统之一。　　除了作为桌面系统使用外，Linux在服务器领
域更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目前，Linux系统在服务器市场上的占有率接近30%，是占有率最高的操作
系统。很多的企业、行政事业单位把自己的关键业务构建在Linux服务器平台上，在实践应用中证明
了Linux操作系统不仅拥有商业操作系统所具备的性能，而且在保护信息安全、充分利用硬件资源、成
本等方面具有更优良的特性。　　计算机网络是一门迅速发展的学科，新的技术和产品不断出现，旧
的技术和产品不断地被升级、替换。Linux网络操作系统及各种网络服务器软件也是一样，它们的版本
和内容在不断地升级更新。为了使读者能够了解并掌握网络服务器架设的最新技术，本书以最新
的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5为基础，详细介绍在Linux操作系统上构建各种最新版本的网络服务的方法
。本书实践性强，读者完全可以把所学的知识直接在实际项目中使用。　　本书特点　　1．配视频
讲解光盘　　由于服务器架设涉及很多具体操作，所以作者专门录制了大量语音视频进行讲解，读者
可以按照视频讲解很直观地学习，学习效果好。这些视频收录于本书配书光盘中。　　2．力争把最
新的内容呈现给读者　　由于计算机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种网络服务器软件的版本也在不断地更
新，有些新版本软件的功能和配置方法与旧版本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本书在讲解如何架设服务器时
，各种软件尽量使用最新的稳定版，以便能最大限度地延长本书的使用寿命。　　3．注重协议知识
的讲解　　本书不仅讲解各种服务器的架设实务，而且对与这种服务相关的知识、特别是协议标准做
了深入浅出地讲解，使读者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这对深入理解网络服务、解决服务器运行
过程中出现的故障非常有帮助。　　4．实践性强，示例丰富　　架设网络服务器是一门实践性非常
强的技术。本书特别注重通过实际例子进行讲解，以便读者能更快、更容易地理解与接受。书中所提
供的实例非常丰富，并且这些实例可操作性很强，已经经过严格的测试，读者可以直接练习使用。　
　5．本书内容力求权威　　由于网络服务器软件的版本、运行的操作系统平台众多，各种资料、手
册对某些细节的描述往往不一致，有时候差别还很大。本书的内容大部分都直接来源于最原始的英
文RFC文档、软件的随机帮助手册页等资料，对于一些在其他资料中叙述不一致的技术细节，更是反
复与权威资料进行核对。

Page 2



《Linux服务器架设指南》

内容概要

Linux是当今最为流行的开源操作系统，它功能强大、性能稳定、使用灵活，既可以在普通的桌面使用
，也可以用于业务庞杂的企业。《Linux服务器架设指南》是一本深入学习Linux的理想教程，它以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5为依托，详细叙述了各种网络服务的安装、运行、配置方法和一些相关的知识。
全书分为3篇共23章，包括网络硬件基础知识、Linux操作系统管理、主机与网络安全、防火墙、入侵
检测系统，以及Telnet、SSH、VNC、FTP、DHCP、DNS、Web、MySQL、Postfix、NFS、Samba
、Squid、LDAP、NTP、VPN、流媒体服务器的架设方法。
《Linux服务器架设指南》附带1张DVD光盘，内容为专门为《Linux服务器架设指南》录制的8.5小时教
学视频、Ubuntu安装光盘的镜像文件和另外赠送的35小时Linux专题学习视频。
《Linux服务器架设指南》语言通俗、条理清楚、循序渐进、示例丰富，适合于已经掌握Linux操作系
统入门知识、并对网络应用有了初步了解的读者阅读，也可以供Linux系统管理、维护、开发人员学习
参考，同时也是各类职业院校、IT培训机构学生学习和掌握Linux高级应用的理想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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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
16.2.3 MySQL图形界面管理工具
377
16.3 MySQL服务器的配置与连接
380
16.3.1 配置文件my.cnf
380
16.3.2 mysqld进程配置
383
16.3.3 MySQL实例管理器
385
16.3.4 编程语言与MySQL数据库的连接
388
16.4 小结
389
第17章 Postfix邮件服务器架设
390
17.1 邮件系统工作原理
390
17.1.1 邮件系统的组成及传输流程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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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2 简单邮件传输协议SMTP
391
17.1.3 邮局协议POP3
394
17.1.4 Internet消息访问协议IMAP简介
396
17.2 Postfix邮件系统
398
17.2.1 Postfix概述
398
17.2.2 Postfix邮件系统结构
399
17.2.3 Postfix服务器软件的安装与运行
401
17.3 Postfix服务器的配置
403
17.3.1 Postfix服务器基本配置
403
17.3.2 Postfix邮件接收域
406
17.3.3 配置SMTP认证
408
17.4 Postfix与其他软件的集成
411
17.4.1 用vm-pop3d构建POP3服务器
411
17.4.2 用Dovecot架设POP3和IMAP服务器
413
17.4.3 使用MySQL存储邮件账号
416
17.4.4 用Squirrelmail构建Web界面的邮件客户端
417
17.4.5 用procmail过滤邮件
420
17.5 小结
423
第18章 共享文件系统
424
18.1 NFS服务的安装、运行与配置
424
18.1.1 NFS概述
424
18.1.2 远程过程调用RPC
425
18.1.3 NFS协议
426
18.1.4 NFS服务的安装与运行
428
18.1.5 NFS服务器共享目录的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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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18.1.6 使用图形界面管理NFS服务器
433
18.1.7 客户端使用NFS服务
434
18.1.8 自动挂载NFS文件系统
437
18.2 Samba服务的安装、运行与配置
438
18.2.1 SMB协议概述
438
18.2.2 NetBIOS协议
440
18.2.3 Samba概述
442
18.2.4 Samba服务器的安装与运行
442
18.2.5 与Samba配置有关的Windows术语
444
18.2.6 配置Samba服务器的全局选项
445
18.2.7 Samba的共享配置
448
18.2.8 使用图形界面配置Samba服务器
450
18.2.9 Samba客户端
452
18.3 小结
455
第19章 Squid代理服务器架设
456
19.1 代理服务概述
456
19.1.1 代理服务器的工作原理
456
19.1.2 Web缓存的类型和特点
458
19.1.3 3种典型的代理方式
459
19.2 Squid服务器的安装与运行
461
19.2.1 Squid简介
461
19.2.2 Squid软件的安装与运行
462
19.2.3 代理的客户端配置
463
19.3 配置Squid服务器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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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Squid常规配置选项
466
19.3.2 Squid访问控制
468
19.3.3 Squid多级代理配置
470
19.3.4 透明代理配置
472
19.3.5 反向代理配置
473
19.3.6 Squid日志管理
475
19.4 小结
477
第20章 LDAP服务的配置与应用
478
20.1 目录服务概述
478
20.1.1 目录服务
478
20.1.2 X.500简介
479
20.1.3 轻量级目录访问协议LDAP
480
20.1.4 LDAP的基础模型
481
20.1.5 流行的LDAP产品
482
20.2 架设OpenLDAP服务器
484
20.2.1 OpenLDAP服务器的安装与运行
484
20.2.2 OpenLDAP服务器的主配置文件
486
20.2.3 使用LDIF添加目录树
489
20.2.4 使用图形界面工具管理LDAP目录
492
20.3 使用OpenLDAP进行用户认证
494
20.3.1 Linux系统用户认证
494
20.3.2 Apache服务器的用户认证
496
20.4 小结
496
第21章 网络时间服务器的配置与使用
497
21.1 网络时间服务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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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7
21.1.1 NTP协议用途与工作原理
497
21.1.2 NTP协议的报文格式及工作模式
499
21.1.3 NTP服务的网络体系结构
500
21.1.4 时区
501
21.2 NTP服务器的安装、运行与配置
502
21.2.1 NTP服务器的安装与运行
502
21.2.2 NTP服务器端配置
504
21.2.3 NTP服务器的测试
507
21.3 NTP客户端的配置
508
21.3.1 Linux NTP客户端的配置
508
21.3.2 Windows NTP客户端的配置
509
21.4 小结
510
第22章 架设VPN服务器
511
22.1 VPN概述
511
22.1.1 VPN原理
511
22.1.2 VPN协议
513
22.1.3 VPN的身份验证协议
514
22.2 基于PPTP协议的VPN服务器架设
515
22.2.1 PPTP VPN服务器的安装与运行
516
22.2.2 PPTP服务器的配置
517
22.2.3 PPTP Windows客户端的配置与使用
519
22.3 小结
522
第23章 流媒体服务器架设
523
23.1 流媒体技术基础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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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1 流媒体传输的基本原理
523
23.1.2 实时流媒体协议RTSP
524
23.1.3 流媒体播放方式
525
23.1.4 流媒体文件的压缩格式
526
23.2 Helix Server的安装与运行
527
23.2.1 Helix Server的获取
528
23.2.2 Helix Server的安装
529
23.2.3 Helix Server的运行与停止
531
23.2.4 测试Helix Server
532
23.3 Helix Server的基本配置
534
23.3.1 Helix服务器的Web管理界面
534
23.3.2 端口设置与IP地址绑定
535
23.3.3 连接控制与冗余服务器
536
23.3.4 加载点与HTTP分发
537
23.4 Helix Server的安全设置
538
23.4.1 访问控制
538
23.4.2 用户账号数据库
539
23.4.3 认证域
540
23.4.4 资源保护
542
23.5 小结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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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由同轴电缆组成的系统中，即使是最好的电缆，在传输800MHz信号时，每公里的损耗都
在40dB以上。相比之下，光导纤维的损耗则要小得多，传输波长为1.31gm的光，每公里的损耗不
到0.35dB。由于光纤纤维的功率损耗比同轴电缆要小一亿倍以上，使得它能够传输的距离要远得多。
此外，光纤传输的损耗还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全部频带内具有相同的损耗，因此不需要像电缆干线那
样需要使用均衡器进行均衡；二是其损耗几乎不随温度而变，不用担心因环境温度变化而造成干线电
平的波动。3.抗干扰能力强由于光纤的基本成分是石英、玻璃等，只传光，不导电，电磁场对其没有
任何作用，因此在光纤中传输的光信号不会受到外界电磁场的影响，光纤传输对电磁干扰、工业干扰
有很强的抵御能力。另外，由于全反射的特性，光纤也不会向外界泄漏光信号，因此在光纤中传输的
信号不易被窃听，利于保密。　　4.工作可靠　　一个系统的可靠性与组成该系统的设备数量密切相
关。设备越多，发生故障的机会越大。因为光纤系统包含的设备数量少，不像电缆系统那样需要很多
放大器，因此可靠性自然就高。另外，光纤设备的寿命一般都很长，无故障工作时间可达50万～75万
小时。其中，寿命最短的是光发射机中的激光器，最低寿命也在10万小时以上。因此，一个设计良好
、安装调试正确的光纤系统，其工作性能是非常可靠的。5.成本不断下降在光纤使用的初期，由于受
到制造水平的限制，光纤的成本较高。随着制造技术的进步和产量的提高，光纤的成本不断地降低。
另外，由于制作光纤的主要材料是石英，其来源十分丰富，而电缆所需的铜原料是有限的资源，价格
将会越来越高。因此，与铜缆相比，光纤的成本优势也将会逐渐体现出来，在不久的将来。光纤传输
将占绝对优势，甚至有可能会成为有线电视网的主要传输手段。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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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资深Linux系统管理专家，10年Linux系统管理和维护经验的总结　　立足实践，用全实例讲解
在Linux上构建各种最新网络服务的方法　　8.5小时多媒体语音视频讲解　　另外赠送35小时Linux专
题视频、Ubuntu安装文件　　内容全面：涵盖大多数常见的Linux络服务器的相关知识和架设方法　　
内容新颖：讲解所涉及的各种软件时都使用最新的稳定版本　　内容深入：不仅介绍了各种服务器的
架设实务，还特别分析了相关的网络协议　　注重实践：用可操作性很强的实例讲解服务器架设，并
进行了严格测试　　讲述准确：对所讲述的内容都与原始RFC文档和官方网站进行了核实　　视频教
学：专门录制7815小时多媒体教学视频讲解书中的重点内容和操作　　《Linux服务器架设指南》重点
内容及特色　　《Linux服务器架设指南》以目前最流行的RedHatEnterpriseLinux5为写作版本，详细介
绍了Linux系统的种种服务器架设及Linux统管理和网络安全措施等技术。　　《Linux服务器架设指南
》对网络硬件、Linux系统管理和网络管理基础等肉容进行了必要介绍。对Linux主机与网络安全、防
火墙、入侵检测系统等内容也有详细介绍。《Linux服务器架设指南》重点介绍了最常用的16种Linux
服务器（Telnet、SSH、VNC、FTP、DHCP、DNS、Web MySQL、Postfix、NFS、Samba、Squid
、LDAP、NTP、VPN、流媒体）的架设方法。这些技术是每一个系统管理人员和网络管理人员所要
必须掌握的知识。《Linux服务器架设指南》力求实用，在讲解每个服务器的架设时都列举了典型的架
站实例，并且给出了大量的经验与总结，可以迅速提升读者的动手能力。　　《Linux服务器架设指南
》作者长期致力于网络管理和Linux操作系统的研究，有着丰富的Linux管理与维护经验，对各种类型
的Linux服务器架设有独到见解。《Linux服务器架设指南》是对作者十余年Linux系统维护和管理经验
的《Linux服务器架设指南》　　特别提示　　《Linux服务器架设指南》适合培训机构和大中专院校
作为教材使用。为了方便教学，《Linux服务器架设指南》专门配备了教学PPT。需要的老师请发电子
邮件至bookserVice2008@163.com索取。索取时请提供身份信息。　　超值、大容量DVD光盘　　◎8.5
小时多媒体语音教学视频　　◎Ubuntu安装光盘的镜像文件（赠送）　　◎35小时Linux专题讲座视频
（赠送）　　感谢ChinaUnix.net技术社区对本系列图书的支持！　　ChinaUnix.net是一个以讨论操作
系统、软件开发、数据库技术、网络技术及服务器存储等技术为主的大型IT技术社区网站
。ChinaUnix.net的宗旨是给所有爱好IT技术、开源技术的朋友提供一个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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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是挺不错的，想说的是，请你们好好保护我的书，看到书的时候伤痕累累，而且脏兮兮的。
2、堆服务器很感兴趣，所以买了这本书
3、还没来得及看，据说经典
4、比較實用，當當網購書就是省
5、不错，比较容易入门
6、3月27日下的订单，4月1日到货。送货的人态度特别好。当时带的钱不够了，送货员陪我去银行取
的。非常感谢她的耐心！谢谢！
7、可以看看，写的很详细
8、很好的一本书，还没开始看
9、内容好，讲述清楚明了。
10、值得网管人员看
11、不过web服务器篇在能详细点，那就更不错了。不过此书已经很不错了。希望此处在此基础进行
扩展出2版什么的。
12、不错！！！！！

值得一看。
13、光碟里面的内容很多。。。。。。书的质量也不错！！！
14、大致翻了一遍  写的挺细致的
15、Linux服务器架设指南  这本书 内容很全面，适合初学者。
16、虽然书里出现了很多的windows窗口，但还是对我有帮助的
17、书的内容挺全面的，很好，入门linux服务器够了
18、对linux服务器的知识讲解到位，不错的书
19、对于初学者的学习，还是不错的
20、对初学者真的很有用的
21、这个书怎么说呢，买了就没怎么看了，觉着不是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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