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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帽子讲浏览器安全》

内容概要

浏览器是重要的互联网入口，一旦受到漏洞攻击，将直接影响到用户的信息安全。作为攻击者有哪些
攻击思路，作为用户有哪些应对手段？在《白帽子讲浏览器安全》中我们将给出解答，带你了解浏览
器安全的方方面面。《白帽子讲浏览器安全》兼顾攻击者、研究者和使用者三个场景，对大部分攻击
都提供了分析思路和防御方案。《白帽子讲浏览器安全》从攻击者常用技巧的“表象”深入介绍浏览
器的具体实现方式，让你在知其然的情况下也知其所以然。
本书根据作者若干年实战与工作积累的丰富经验编写而成，深入地分析了浏览器从导航到页面展示的
整个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安全问题，也对浏览器的部分实现细节有着详细和深入的介绍，对安全工作
者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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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专门讲浏览器相关攻防的知识，讲的很透，从原理、调试，从web到二进制，说的都比较多。
2、内容还行，就是写的不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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