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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华章专业开发者丛书：Windows Sockets网络编程》是Windows Sockets网络编程领域公认的经典
著作，由Windows Sockets 2.0规范解释小组负责人亲自执笔，权威性毋庸置疑。
它结合大量示例，对Windows Sockets规范进行了深刻地解读，系统讲解了Windows Sockets网络编程及
其相关的概念、原理、主要命令、操作模式，以及开发技巧和可能的陷阱，从程序员的角度给出了大
量的建议和最佳实践，是学习Windows Sockets网络编程不可多得的参考书。
　　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第1～6章），提供了翔实的背景知识和框架方面的概念，借助于此
框架，读者可理解WinSock的具体细节，包括Windows Sockets概述、OSI网络参考模型、TCP/IP协议簇
中的协议和可用的服务、WinSock网络应用程序的框架及其工作机制、WinSock的三种操作模式
、socket通信机制等；第二部分（第7～12章），以FTP客户端实例为基础介绍了函数实例库，还介绍
了客户端程序、服务器程序和DLL中间构件及它们的相应函数，并涵盖socket命令和选项及移植BSD
Sockets相关事项等；第三部分（第13～17章），介绍了应用程序调试技术和工具，针对应用编程中的
陷阱的建议和措施，WinSock API的多种操作系统平台，WinSock规范的可选功能和WinSock规范2.0中
的所有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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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显然，2.0版本在1.1版本的基础上更进了一大步，通过提高其可用性和扩展其范围
进一步巩固了规范的现有地位。
WinSock 2增加的众多新功能使得API更加灵活和强大，当然，也使其复杂化了。
幸运的是，它对于1.1版本的核心API的支持保持不变。
 在本书中，我们重点关注WinSock 1.1版本的API，在第17章中将详细讲述WinSock 2中的一些有用的增
补。
其中，有些新的特性在WinSock 1.1的某些实现版本中是以选项的形式出现的。
基于本书所提供的对WinSock 1.1的概念和方法的透彻讲解，你将能够更好地掌握和利用WinSock 2实现
中的扩展新功能。
 1.5 结论 Windows Sockets 是网络应用开发舞台上不可或缺的角色，它并不完美，在不同的实现版本中
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在应用开发中避免这些差异带来的问题是可能的。
关键是采用防御性程序设计技术，规避规范中的模糊地带。
 在本书中，我们将向读者展示，为了创建能在任何WinSock实现上成功运行的Windows Sockets应用，
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分析在Windows环境（16位和（或）32位）下开发一个Win-Sock应用的需求
。
 Windows Sockets最初的承诺是：提供创建通用应用的能力。
这一目标已经接近实现，在进一步扩展其功能以实现新的承诺的同时，Windows Sockets将保留现有
的API。
WinSock API承诺将满足新的网络媒体和其他协议的需求，更不必说那些迄今为止尚未出现的一些全新
网络应用。
 计算机正朝着移动的方向发展，WinSock也如是。
由于带宽在增加，网络通道也越来越宽阔，WinSock将使带宽的利用更加有效。
Internet迫切地需要能提供导航、查找、易用的搜索功能的应用软件，而WinSock正是帮助这类应用普
及和提高的完美平台。
我们目前所触及的还只是网络多媒体分发的一些浅层应用。
伴随着更多的发现，我们会看到WinSock大有用武之地。
WinSock是一个让技术贴近用户的工具，它就像是引导者和推动者，已经为这个任重道远的使命做好
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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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Windows Sockets网络编程》是Windows Sockets网络编程领域公认的经典著作，由Windows Sockets 2.0
规范解释小组负责人亲自执笔，权威性毋庸置疑。
它结合大量示例，对Windows Sockets规范进行了深刻地解读，系统讲解了Windows Sockets网络编程及
其相关的概念、原理、主要命令、操作模式，以及开发技巧和可能的陷阱，从程序员的角度给出了大
量的建议和最佳实践，是学习Windows Sockets网络编程不可多得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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