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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6.0服务器构建》以RHEL6.0和CentOS6.0为蓝本，以24章和3个附录的篇幅介
绍了Linux操作系统在服务器上的基本使用和系统管理，主要包括自由软件和开源软件的基础知识
、Linux的基础知识、RHEL6.0的安装、NTP服务器、DNS服务器、NFS服务器、SSH服务器、MySQL服
务器、Apache服务器、NIS服务器、Samba服务器、DHCP服务器、FTP服务器、Linux系统备份与恢复
、Linux虚拟化应用、PAM、Postfix电子邮件服务器、LinuxiSCSI和AoE存储配置、SELinux的使用
、Squid代理服务器、防火墙设置和升级、Linux性能和系统监控、Linux服务器应急响应流程与步骤
、Linux计算机系统取证、Linux反删除工具的使用等内容。《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6.0服务器构建》
内容详尽、结构清晰、通俗易懂，使用了大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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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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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江华，作者长期工作在Linux网络教学与管理第一线，既有一定程度的理论积累，又有较为丰富的实
践经验，在IT168、天极、赛迪、51CTO、IBM开发者、计算机世界、《网管员世界》、《开放系统世
界》等报刊发表Linux文章二百余篇，并长期担任《网管员世界》、《开放系统世界》、“网络故障应
用问答”的撰稿人，主要作品有《Linux服务器安全策略详解》、《RedHatEnterpriseLinux5.0服务器构
建与故障排除》、《Linux系统最佳实践工具——命令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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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1.3 NTP及其选择 NTP是一种在网络计算机上同步计算机时钟的协议，该协议由特
拉华大学的David Mills研发。与类似协议的相同之处是，NTP现在是一个Internet标准，它使用调整的
格林尼治时间（UTC）对计算机时钟的时间进行同步，精确到毫秒，有时精度更高。整个网络保持准
确的时间是十分重要的，即使是小的时间误差也会引起大问题。例如，依靠协调的时间以保证按次序
发生的分配程序，安全机制依靠整个网络协调的时间。另外，由多台计算机执行的文件系统更新依靠
时间的同步，以及空中控制系统提供空域图像的描述也需要时间的同步。 最早使用的网络时间协议
是RFC.867（port 2）和RFC.868（port 37），Day Time Protocol送出的是ASCIl码，直接表示日期、年份
、时间及时区；Time Protocol送出的是32位的二进制数，以二进位表示自公元l900年1月1日零时起开始
的秒数，时区都是格林尼治时区。Day Time Protocol和TimeProtocol都只能表示到秒，而且没有估算到
网络的时延。在每一版本的UNIX中都有rdate命令，可从其他UNIX工作站取时间。如果要求不是很高
，那么在局域网中使用rdate命令是适合的。NTP协议是OSl参考模型的高层协议，符合UDP传输协议格
式，拥有专用端口123。64位的二进制代码前32位和Time Protocol一样，后32位用于表示秒以下的部分
，并加上网络延时量的估计。理论上可以精确到2—32秒，实际使用大约只有50ms（广域网）左右，
在局域网内可达lms。在实际中应找最近且最稳定的服务器作为时间源。SNTP算是NTP的一个子集，
它不可以同时和多台服务器对时，一般在客户端使用。 如果要求不高，则使用rdate命令即可，简单又
方便；如果要求精确度在秒以下，则建议使用SNTP：如果有一群工作站需要同步或执行较精密的时间
运算，那么建议使用NTP。操作系统最好是UNIX或者Linux，其次是Windows 2000／XP、2003／XP
。Windows 95／98的NTP即时解析度只有55ms，并且不稳定，不建议使用。 3.1.4 NTP的网络体系结构
和工作原理 NTP所建立的网络基本结构是分层管理的类树形结构，网络中的节点有两种可能，即：时
钟源或客户，每一层上的时钟源或客户可向上一层或本层的时钟源请求时间校正。UTC时间是使用多
种不同的方法得到的，包括无线电和卫星系统。一些国家在高级服务中使用特别的接收机，包括GPS
。但是在每台计算机中都安装这些接收机是不现实的，作为替代，在指定时间服务器的计算机上安装
这种接收机，并使用如NTP协议来同步时间。按照UTC分开的程度被定义为层，一个无线电时钟（从
指定的发射机或卫星导航设备上接收信息）是0层，直接与无线电时钟连接的是l层：从l层计算机上接
收时间的是2层，依此类推，如图3.1所示。 从UTC获取标准时间，网络时间协议在互联网中提供校时
服务和将标准时间发送给计算机，目前已成为Internet上时间同步的标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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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6.0服务器构建》内容适用于RHEL6.0和CentOS6.0，其中绝大部分内容同时也
适用于其他主要发行版本。可以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Linux短期培训班的教材，也可以供广
大Linux爱好者自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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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个人觉得写的有点乱，将就的看还是可以，但是按照书上面的来操作会有很多困难。新手
就要是先把《鸟哥私房菜服务器》看完，再看这个才行
2、书中对各服务的阐述，以及对各种服务的配置过程的讲解都非常详尽，对我帮助很大。
3、步骤清晰，适合适合初学者一步一步的跟着构建，受益匪浅。
4、不合适初学者，也不适合提升。很多内容基本都是一带而过。只教人记命令
5、送货速度挺快的，包装还好，还没时间看书的内容。
6、还没看完，粗略翻了一下。是我欲买的类型的书。很适合我现阶段的水平。
7、这书不适合做教材，也不适合自学用！看完了只能是对内容有个基本了解，缺乏实例！
8、基础服务， 还不错！
9、准备考RHCE.
10、很好的一本书 在rhce阶段的非常好 绝对能参考的一本资料
11、这次书来的很快，嘿嘿，也很满意！！
12、这本书很好，里面服务配置讲的很详细。值得一读。。。
13、劣质书，纯属抄国外网站的原文，一个字都没改，而且，很多内容不停的重复，一看就是粘贴复
制的，怀疑作者对书上的配置有过实际检验吗？给一星，差评，我都想扔掉它了，真是一本丢人现眼
的书！
14、配置服务的基础内容都讲的很细致
15、还没有开始读呢。读完再写吧。
16、这本书总的来说比较适合有基础的，因为他没有讲基础，直接就是服务器怎么搭，图也比较少，
不过也可能是因为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命令行的，另外，YUM源这些地方有不对的地方，还是看了网上
才做对的。
17、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6.0服务器构建
18、学linux的看这本书
19、按部就班。本来怀疑自己买盗版了。看了楼上那位兄弟。看来还是正常。
20、介绍的搭建服务器内容挺好的
21、书本身质量还行，内容也比较详细，案例不是很多，但是此书在运输途中被扔的都变形了，有非
常明显的磕碰现象，希望以后亚马逊能提高这方面的能力！
22、这本书也就是讲理论的地方可以看看，实际操作的步骤衔接得很乱，只不过是对linux服务器构建
的一个简单罗列。按照书上配不一定都能成功，网上写的不能配成功的，它这里还是不能配成功。而
且，有些内容作者还有隐藏，NIS实验环境都没有说明清楚，要不是看了别的资料，根本不知道为什
么中间步骤跟书上不一样，然后完全失败
23、因6.0出来不是很久，用此书来了解下与5版本的不同之处，还不错的
24、看了一点，还行，也许是浪费，网上资料不少，这本书书汇总梳理一下
25、感觉书还不错，对大部分知识点讲解的还是比较仔细的，不过感觉有的内容其实自己去看那些软
件的文档也是可以学到的，只是大家英语不太好，可能没耐心看罢了。十分适合初中级用户，高级用
户也可以参考一下获取点工作部署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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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6.0服务器构建》的笔记-第155页

        美国人Herman Hollerith(1860-1927)根据提花织布机的原理发明了穿孔卡片计算机，通过纸带存储
数据。在19世纪50年代，IBM最早把盘式磁带用在数据存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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