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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运维最佳实践》

内容概要

本书是运维领域的璀璨明珠，是一本有思想的运维技术干货集！
技术层面，作者从高性能网站架构、服务器安全和监控、网络分析、自动化运维和游戏运维4个方向
，梳理和总结了105个棘手的运维难题，结合自己10余年的工作经验，对这些问题给出了经过实践检验
的解决方案，可直接应用到生产环境中。除解决方案外，还详细讲解了每个问题背后涉及的技术原理
（共涉及21种技术）。
思想层面，本书不仅有作者对运维服务体系的深度思考，而且还有作者的主动运维思维和宏观的运维
格局，更有作者解决具体运维问题的思维方法。
通过本书，不仅能解决具体的技术难题，提高工作效率，而且还能增强技术功底，提升工作能力。更
重要的是，它能让我们明白，技术不是运维的终*追求，思想才是运维人员应该毕生修炼的目标！
具体内容方面，本书分为四大部分：
第一篇（第1-9章），高性能网站构建。这部分对构建高性能网站所需要的各个技术方面做详尽说明，
涵盖域名、CDN、负载均衡、网站部署和数据库技术等的*佳实践。
第二篇（第10-13章），服务器安全和监控。业务架构起来了，如何保证它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成为我
们需要关注的焦点。这部分解决2个问题，一是加固服务器，使其避免轻易成为黑客的肉鸡；二是监
控，使故障在成为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前就被预警和处理。
第三篇（第14-16章），网络分析技术。这部分给出在Linux运维领域中的网络分析方法论。通过这部
分的学习，我们将在遇到未知的网络服务问题时，能够参照本书中的方法论实施分析，从而解决问题
。
第四篇（第17-21章），运维自动化和游戏运维。随着服务器规模的剧增，再使用一台台登录服务器的
方法来管理运维将成为效率的瓶颈。这一部分给出我们的运维自动化实践方案，从开源实现到自主开
发，互相补充，互相提升，真正实现适合自己的运维自动化体系。游戏运维部分将对端游和手游这两
大目前*热点的游戏运维主题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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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linux运维经验总结，全面讲解日常运维中各种技术。让我可以通过一本技术宝典学习到技术和经
验。我从事运维多年，通过阅读本书，对日常运维技术大有提升。并且书中例子，帮助我解决了一些
多年技术难题，开阔了我技术视野。
2、国庆期间看了@华章图书 出版的《Linux运维最佳实践》这本书，感觉有一些启发，分享给大家，
随着技术的发展，给系统运维方面的工作也带来了极大的挑战，逐渐从以往日常性的工作，变的更为
专业化和系统化，这就需要更多的系统化、理论化的指导，一直以来，我也在思考这些问题。书中提
到的系统管理员的三个”利器“，方法论、经验和学习精神，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在系统运维工作中
，首先就需要我们要有积极饱满的学习精神，并且从中积累经验，将获得的知识抽象成方法论，继续
指导我们的学习。本书的作者在运维工作中有着10余年的经验，全书在介绍理论的同时，深入浅出，
选取了105个运维工作中实际遇到的问题，涉及了运维工作的方方面面，在运维自动化方面也作了较为
详细的介绍，这一点有助于提高运维工作效率，同时解放了运维人员的时间，使我们有更多时间去做
一些技术含量更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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