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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果说没有Apache就没有Intemet可能有些夸张，但至少可以说没有Apache，互联网就不会发展得
这么快。根据互联网研究公司NetCraft的统计，多年来Apache一直稳居Web服务器市场的头把交椅，至
今仍占据超过50％的市场份额。就整个互联网来说，Apache仍然是最重要的软件之一。　　尽管近几
年来涌现出不少以“高性能”为卖点的新的Web服务器软件，比如Lighttpd、Nginx等，吸引了不少用
户注意力，不过Apache因其功能广泛，某些方面仍具有不可替代性，仍然是Web服务器技术领域的风
向标。话说回来，“重剑无锋，大巧不工”，有的时候软件性能表现不佳，更多原因可能是用户对其
了解不够、使用不当造成的，并非软件自身有多大缺陷。对Apache来说，更是如此。因此，通过分析
源代码了解Apache软件架构体系，熟知其本质，方能更有效地使用Apache Web服务器，使之发挥出最
大效能。为网站节省资源，为企业节省资金，也能为用户提供更好的访问体验，好处多多。　　此外
，随着互联网业务的复杂化，很多网站在使用Apache的过程中也遇到了新的挑战，如常常要在业务的
驱动下对Apache进行扩展性的开发（例如扩展日志模块以便于更复杂的日志统计）。这时，源代码分
析是绕不过去的一件事儿，尽管源代码获取是轻而易举之事，但Apache代码毕竟凝聚了开源软件界的
群体智慧，要想高效分析也并非易事，相信这本书能让有此需求的读者少走弯路，剥丝抽茧，获得更
多启发与借鉴。　　说起源代码分析，其实几年前市面上出现过一些有关此类话题的图书，但基本上
是在大段源代码加上几句注释了事，读者可能会有吃到注水猪肉的感觉。而读者对本书这一点大可放
心，书中代码只是点到即止，相对环保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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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Apache源代码全景分析”的第1卷。书中详细讲解了Apache的基础体系结构和核心模块的实
现机制，包括配置文件、模块化结构、多任务并发，以及网络连接和请求读取，其中多任务并发体系
结构是本书分析的重点，讨论了Prefork、Worker及WinNT3种MPM。本书还重点介绍了Apache 2.0新引
入的过滤器，包括过滤器的使用、实现，以及其中的数据组织形式——存储段和存储段组，剖析
了Apache中常用的过滤器。本书深入挖掘分析Apache运行背后的实现机制和模块开发的细节，适
合Apache模块开发者、希望了解内部细节的Apache管理员、Web服务器开发者、大规模服务器开发者
学习和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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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Web服务器概述　　1.3　Apache功能　　1.3.1　虚拟主机　　虚拟主机（Virtual Host）是
指在一个机器上运行多个Web站点的机制　（比如：www.companyl.com和www.company2.com）。虚拟
主机的实现包括以下三种方式。　　（1）Web服务器中配备多个IP地址，并且每一个逻辑Web服务器
使用一个IP地址。这种虚拟主机的实现技术被称为“基于IP”，这是最简单的虚拟主机的实现机制，
但是这种机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扩展性的问题。一台机器所能存在的物理IP地址总是有限的，因此
对于一个专门的ISP而言，如果要提供大量的虚拟主机，则会存在相当大的困难。另外一个存在的问题
就是IP地址的有限性，目前Web站点的数目远远超过IP地址的数目，因此，以IP地址区分虚拟主机，
则会使Web站点的发展受到限制。　　（2）Web服务器只有一个IP地址，不同的Web服务器使用不同
的端口进行侦听。因此这种服务器的请求uRI中必须明确地给出端口，而不能使用默认的Web端口80，
比如http：//127.0.0.1：8900。这种虚拟主机的实现技术可称为“基于端口”。这种策略存在的问题是
用户必须显式给出请求的端口，这对大部分用户来说显然是不太方便的。如果忘记输入端口号或输入
一个错误的端口号，则会使用错误的虚拟主机。　　（3）Web服务器只有一个IP地址，同时多个域名
被映射到该IP地址上。所有的Web服务器侦听同一个端口。服务器通过HTTP请求头中的HOST域对请
求进行区分。对于HTTP 1.1协议而言，该域是必须具备的，而低于HTTP 1.1的协议则未必如此。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HTTP 1.1协议才可以支持这种基于“HOST域”的协议。　　Apache中支持上
面三个方式的虚拟主机，而且通过mod_vhost_alias模块，可以使得类似的虚拟主机配置起来非常容易
，减轻了管理员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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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个倒没怎么认真看，不过应该跟nginx的源码大同小异，基本上主要模块就是http和events处理
2、读了几天，整个apache的架构比较多，但感觉到不足的是，第三卷好像没出来，
书中有些是要参考第三卷的。
书中的有些代码细节还是少了些，比如有些技巧性代码应该介绍下为什么这么写，
等。总体不错。。。
3、买错了，想要了解apache配置的同学还是不要买这本书了，个人建议
4、书比较厚，还可以。性价比较高
5、怎么说呢，代码分析这种书，只适合做参考书看，当分析代码分析不下去的时候去查查，毕竟，
看别人分析过的代码就好像吃别人吃过的东西一样，收获不会多。所以建议是自己先看代码，看到不
懂的地方再查查书比较合适了。。
6、为了写书而写，平铺直叙，没有点自己的理解与思想。层次提得不高。
7、老实说，有些东西感觉还是没讲清楚
8、刚开始看,感觉还行
9、倒数第二块砖
10、乱
11、作者写作功底还不够，开始很多直接翻译的apache文档，与其说翻译，不如说是直译，读起来不
太舒服。中间很多地方用词不准确，希望作者能有所改进吧。
修正：不是写作功底不够，是根本不合格，里面的语病多到令人发指的程度。当然，也有可能是我读
的版本有问题。
12、思路清晰 比较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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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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