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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多数重要的程序都涉及进程间通信（Inter process Communication，IPC）。
这是受下述设计原则影响的自然结果：把应用程序设计为一组相互通信的小片断比将其设计为单个庞
大的程序更好。
从历史角度看，应用程序有如下几种构建方法。
（1）用一个庞大的程序完成全部工作。
程序的各部分可以实现为函数，函数之间通过参数、返回值和全局变量来交换信息。
（2）使用多个程序，程序之间用某种形式的IPC进行通信。
许多标准的Unix工具都是按这种风格设计的，它们使用shell管道（IPC的一种形式）在程序之间传递信
息。
（3）使用一个包含多个线程的程序，线程之间使用某种IPC。
这里仍然使用术语IPC，尽管通信是在线程之间而不是在进程之间进行的。
还可以把后两种设计形式结合起来：用多个进程来实现，其中每个进程包含几个线程。
在这种情况下，进程内部的线程之间可以通信，不同的进程之间也可以通信。
上面讲述了可以把完成给定任务所需的工作分到多个进程中，或许还可以进一步分到进程内的多个线
程中。
在包含多个处理器（CPU）的系统中，多个进程也许可以（在不同的CPU上）同时运行，或许给定进
程内的多个线程也能同时运行。
因此，把任务分到多个进程或线程中有望减少完成指定任务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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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UNIX网络编程的经典之作！
进程间通信(IPC)几乎是所有Unix程序性能的关键，理解IPC也是理解如何开发不同主机间网络应用程
序的必要条件。
本书从对Posix IPC和System V IPC的内部结构开始讨论，全面深入地介绍了4种IPC形式：消息传递(管
道、FIFO、消息队列)、同步(互斥锁、条件变量、读写锁、文件与记录锁、信号量)、共享内存(匿名
共享内存、具名共享内存)及远程过程调用(Solaris门、Sun RPC)。
附录中给出了测量各种IPC形式性能的方法。
　　本书内容详尽且具权威性，几乎每章都提供精选的习题，并提供了部分习题的答案，是网络研究
和开发人员理想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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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即使一个进程终止时系统会自动释放某个锁，那也可能解决不了问题。
该锁保护某个临界区很可能是为了在执行该临界区代码期间更新某个数据。
如果该进程在执行该临界区的中途终止，该数据处于什么状态呢？
该数据处于不一致状态的可能性很大：举例来说，一个新条目也许只是部分插入某个链表中，要是该
进程终止时内核仅仅把那个锁解开的话，使用该链表的下一个进程就可能发现它已损坏。
然而在某些例子中，让内核在进程终止时清理某个锁（若是信号量情况则为计数器）不成问题。
例如，某个服务器可能使用一个SystemV信号量（打开其SEM-UNDO特性）来统计当前被处理的客户
数。
每次fork一个子进程时，它就把该信号量加1，当该子进程终止时，它再把该信号量减1。
如果该子进程非正常终止，内核仍会把该计数器减1。
9.7节给出了一个例子，说明内核在什么时候释放一个锁（不是我们刚讲的计数器）合适。
那儿的守护进程一开始就在自己的某个数据文件上获得一个写入锁，然后在其运行期间一直持有该锁
。
如果有人试图启动该守护进程的另一个副本，那么新的副本将因为无法取得该写入锁而终止，从而确
保该守护进程只有一个副本在一直运行。
但是如果该守护进程不正常地终止了，那么内核会释放该写入锁，从而允许启动该守护进程的另一个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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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详细讲述了用于进程间通信（IPC）的四种不同技术：（1）消息传递（管道、FIFO、Posix
莉lSystemV消息队列）；（2）同步（互斥锁、条件变量、读写锁、文件和记录锁、.Posix和SystemV信
号量）；（3）共享内存区（匿名共享内存区、有名Posix共享内存区、有名SystemV共享内存区）；
（4）过程调用（Solaris门、SunRPC）。
消息队列和过程调用往往单独使用，也就是说它们通常提供了自己的同步机制。
相反，共享内存区通常需要某种由应用程序提供的同步形式才能正确工作.同步技术有时候单独使用，
也就是说不涉及其他形式的IPC。
讨论了共16章的细节后，很显然的一个问题是：解决某个特定问题应使用哪种形式的IPC？
遗憾的是不存在关于IPC的简单判定。
Unix提供的类型如此之多的IPC表明，不存在解决全部（或者甚至于大部分）问题的单一办法。
你能做的仅仅是：逐渐熟悉各种IPC形式提供的机制，然后根据特定应用的要求比较它们的特性。
我们首先列出必须考虑的四个前提，因为它们对于你的应用程序相当重要。
（1）连网的（networked）还是非连网的（nonnetworked）。
我们假设已作出这个决定，IPC就是用于单台主机上的进程或线程间的。
如果应用程序有可能散布到多台主机上，那就考虑使用套接字代替IPC，从而简化以后向连网的应用
程序转移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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