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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围绕如何构建高性能Web站点，从多个方面、多个角度进行了全面的阐述，涵盖了Web站点
性能优化的几乎所有内容，包括数据的网络传输、服务器并发处理能力、动态网页缓存、动态网页静
态化、应用层数据缓存、分布式缓存、Web服务器缓存、反向代理缓存、脚本解释速度、页面组件分
离、浏览器本地缓存、浏览器并发请求、文件的分发、数据库I/O优化、数据库访问、数据库分布式
设计、负载均衡、分布式文件系统、性能监控等。
在这些内容中充分抓住本质并结合实践，通过通俗易懂的文字和生动有趣的配图，让读者充分并深入
理解高性能架构的真相。
同时，本书充分应用跨学科知识和科学分析方法，通过宽泛的视野和独特的角度，将本书的内容展现
得更加透彻和富有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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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欣，曾在腾讯网基础平台研发团队，负责诸多Web应用的开发和技术管理，并致力于性能研究和实
践推广。
在加入腾讯之前，获得国家系统分析师职称，目前在工作之余从事独立研究，其中包括高性能Web架
构和Web敏捷开发框架，并且积极投身开源事业，同时在为Smart Developer系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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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2 瓶颈在哪里　　相信你一定知道赤壁之战，这是中国历史上一场著名的以少胜
多的战役，东吴的任务是击退曹操的进攻，要完成这项任务，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时东
风便是决胜的瓶颈，所以很多系统论研究专家将其称为“东风效应”，也就是社会心理学里讲的“瓶
颈效应”。
　　之所以称它为瓶颈，是因为尽管东吴做了很多的战前准备，包括蒋干中计导致曹操错杀蔡瑁和张
允、诸葛亮草船借箭、东吴苦练水军等，但是仅靠这些仍无法获得最终胜利，还需要最后的东南风才
能一锤定音，完成火烧曹军战船的计划。
不过之前的准备工作都是胜利的子因素，而东南风这个关键因素最终和其他子因素一起相互作用，将
整个战斗的杀伤力无限放大。
　　曹操运气不好，遇上东南风，倒了大霉，曹军战船一片火海，这时候东吴需要派出勇猛的陆军部
队登岸攻下曹营，可是东吴向来精通水战，几乎没有强大的陆战部队，只有老将黄盖，这如何与曹操
的精英骑兵抗衡呢？
这个时候决胜的关键因素变成了刘备的盟军支援，五虎上将各个威猛无比，身怀必杀绝技，此时正是
上岸一显身手的好机会，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将曹军打得落花流水，试想如果没有刘备的支援，赤壁
一战胜败可能就扑朔迷离了。
可见，系统性能的瓶颈，是指影响性能的关键因素，这个关键因素随着系统的运行又会发生不断的变
化或迁移，比如由于站点用户组成结构的多样性和习惯的差异，导致在不同时段系统的瓶颈各不相同
，又如站点在数据存储量或浏览量增长到不同级别时，系统瓶颈也会发生迁移。
一旦找到真正影响系统性能的主要因素，也就是性能瓶颈，就要坚决对其进行调整或优化，因为你不
得不这么做。
　　提示：　　中医是一门关于生命的哲学，也是中国人智慧的结晶，它的光芒在于独到的思辨能力
和系统性的分析方法，它认为世间万物都在不停地变化，并赋予它们阴阳状态，包括天地、季节、天
气、心理、生理等，而患者的病理也在随之变化，所以，中医会对同一位患者在不同季节进行不同的
诊断，找到不同的病因。
　　同时，在这些关键因素的背后，也存在很多不能忽略的子因素，构成了性能优化的“长尾效应”
，也就是说如果你对某个子因素背后的问题进行优化，可能会带来性能上的少许提升，也许不被察觉
，但是多个子因素的优化结果也许会叠加在一起，带来性能上可观的提升。
对于诸多子因素的优化，需要稍加谨慎，花点时间考虑这种优化是否值得，以及是否会带来潜在的副
作用，还有其他依赖的非技术因素。
　　然而，不论是关键因素还是子因素，它们的背后都是影响系统性能的问题所在，问题本身并不涉
及关键性，只有在不同的系统和应用场景下，才会显示出其是否关键。
　　本章的其余部分将先列出一些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并简单介绍我们常用的优化方案，至于这些
问题在什么时候是否关键，它们的本质是什么，以及如何调整或优化，在后续章节中我们将结合具体
场景来详细探讨包括这些在内的更多主题，这也是本书贯穿始终的线索。
　　1.3 增加带宽　　当Web站点的网页或组件的下载速度变慢时，一些架构师可能想到的最省事的办
法就是增加服务器带宽，因为他们认为是服务器带宽不够用了，对于一些以提供下载服务为主的站点
来说也许是这样的，但是对于其他服务的站点，你知道站点当前究竟使用了多少带宽吗？
这些带宽都用到哪里了呢？
如何计算站点现在和可预见未来使用的带宽？
带宽增加后下载速度就可以加快吗？
使用独享带宽和共享带宽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如何节省带宽？
还有，你可能会忍无可忍地问，究竟什么是带宽？
　　对于带宽的概念，如果你没有仔细阅读计算机网络教材中的描述，我敢肯定你一定是完全凭借自
己的理解来认识它的，因为这个词实在是太有创意了，也实在太容易从字面理解了，但是这些认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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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上讲是完全错误的，正是基于这种误解，很多人都无法完全解答上述那一连串问题，导致在所有
涉及带宽的问题上，只能依靠经验和猜想。
　　在后续章节中，我们将通过介绍数据的网络传输原理，彻底揭开带宽的本质，以及数据传输响应
时间的依赖因素和计算方法。
搞清楚这些一点都不困难，它们是一个优秀架构师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
　　1.4 减少网页中的HTTP请求　　我们知道Web站点中几乎任何一个网页都包含了多个组件，每个
组件都需要下载、计算或渲染，毫无疑问，这些行为都会消耗时间。
那么如果可以让网页减少这些行为，应该就可以加快网页的展示速度，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往往我
们需要在优雅的网页表现和性能之间权衡取舍，这也许是美和快之间的博弈，找到最优的均衡点至关
重要，我们为此做了很多尝试和努力：　　设计更加简单的网页，使其包含较少的图片和脚本，但是
这可能牺牲了美观和用户交互。
　　将多个图片合并为一个文件，利用CSS背景图片的偏移技术呈现在网页中，避免了多个图片的下
载。
　　合并JavaScript脚本或者CSS样式表：　　充分利用HTTP中的浏览器端Cache策略，减少重复下载
。
　　很显然，这些技巧都来自于Web网页前端的优化，在后续章节中我们会有所涉及，但是不作为本
书的重点来介绍，本书将更加偏重于站点服务器端的性能改善和规模扩展。
　　1.5 加快服务器脚本计算速度　　我想大多数涉及性能问题的站点都会使用各种各样的服务器端脚
本语言，比如主流的PHP、Ruby、Python、ASP.NET、JSP等，这些脚本语言用来编写动态内容或者后
台运行的小程序，已经成了几乎所有站点的首选。
而曾经使用C++编写动态内容的经历也让我记忆犹新，除了每天都在感叹c++的严谨和优雅之外，我
找不到其他任何好处。
我们知道，用这些脚本语言编写的程序文件需要通过相应的脚本解释器进行解释后生成中间代码，然
后依托在解释器的运行环境中运行。
所以生成中间代码的这部分时间又成为大家为获取性能提升而瞄准的一个目标，对于一些拥有较强商
业支持的脚本语言，比如ASENET和JSP，均有内置的优化方案，比如解释器对某个脚本程序第一次解
释的时候，将中间代码缓存起来，以供下次直接使用。
　　对于开源类的脚本语言，也有很多第三方组件来提供此类功能，比如PHP的APC组件等。
使用这些组件进行脚本优化真的那么有用吗？
不同的应用效果是否有所不同呢？
在后续章节中我们会详细探讨。
　　1.6 使用动态内容缓存　　动态内容技术就像Web开发领域的一场工业革命，它带来了产业升级
和Web开发者的地位提升，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大家普遍认为一个站点的技术含量主要体现在
后台的动态程序上，所以很多工程师都会带着虚荣心警告你：“请叫我后台开发工程师。
”事实上这种概念和偏见已经开始逐渐被历史抛弃，但这不是我们此刻讨论的重点。
　　自动态内容技术产生后，聪明的工程师们为了减少动态内容的重复计算，想到了截取动态内容的
胜利果实，将动态内容的HTML输出结果缓存起来，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当有用户访问时便跳过重复
的动态内容计算而直接输出。
　　在实际应用中，动态内容缓存可能是大家使用得最多的技术，但是并不见得所有的动态内容都适
合使用网页缓存，缓存带来的性能提升恰恰与有些动态数据实时交互的需求形成矛盾，这是非常尴尬
的，而解决该问题的唯一途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你如何权衡。
　　另一方面，缓存的实现还涉及了一系列非常现实的问题，即成千上万的缓存文件如何存储？
缓存的命中率如何？
缓存的过期策略如何设计？
在拥有多台Web服务器的分布式站点上应用动态内容缓存需要考虑什么呢？
　　在后续章节中我们将详细地探讨这些问题。
　　1.7 使用数据缓存　　动态内容缓存是将数据和表现整体打包，一步到位，但就像快餐店里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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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一样，有时候未必完全合乎我们的口味。
当我们意识到在自己的站点中，某些动态内容的计算时间其实主要消耗在一些烦人的特殊数据上，这
些数据或者更新过于频繁，或者消耗大量的I/O等待时间，比如对关系数据库中某字段的频繁更新和
读取，这时我们为了提高缓存的灵活性和命中率，以及性能的要求，便开始考虑数据缓存。
　　更加细粒度的数据缓存避免了过期时大量相关网页的整体更新，比如很多动态内容都包含了一段
公用的数据，如果我们将整个页面全部缓存，那么假如这段数据频繁更新导致频繁过期，无疑会使得
所有网页都要频繁地重建缓存，这对网页的其他部分内容似乎很不公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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