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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信息化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融人全球化进程、提升经济社会实力与知名度的重要
标志。
各类数据中心支持着我国企业（机构）信息化系统的运转。
数据中心是信息化的重要基础设施，是信息处理的枢纽，是信息交流的总汇。
古人称：“十围之木持千钧之屋，五寸之键制闾阖之门””，数据中心可谓信息系统的核心设施。
当前，信息系统正向着数据和计算能力高度集中的模式发展；信息系统逐步成为企业（机构）核心业
务的支撑，数据中心的作用和地位日益突出，已经成为与交通、能源同等重要的经济基础设施。
目前，国内外对数据中心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从数据中心的发展史可以看出，不同的时期数据中心有不同的形态和内涵，数据中心的概念也在发展
中日益丰富。
ANSI／TIA-942-2005《Telecommunications Infrastructure Standard for Data Centers（数据中心的通信基础
设施标准）》是国际上第一部以数据中心为对象的较为全面的技术规范标准。
它由美国国家标准学会（ANSI）和美国通信工业协会（TIA）于2005年4月12日共同发布，其中对数据
中心下的定义为“数据中心（data center）：主要功能是容纳一个计算机房和它所支持区域的一个建筑
物或一个建筑物的部分”。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进步，各行业数据大集中发展趋势的强化，以及数据中心地位的提高，广义数据
中心的概念也应运而生。
人们认为数据中心是由于数据大集中而形成的集成IT应用环境，它是各种IT应用服务的提供中心，是
数据计算、网络、存储的中心。
数据中心实现了安全策略的统一部署，实现了IT基础设施、业务应用和数据的统一运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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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旨在为推动我国企业（机构）数据中心的发展而献出微力。
本书介绍了数据中心建设和管理的具体做法和体会，全面阐述了数据中心建设的规划与基本要求。
全书共12章，包括：数据中心概述、数据中心总体规划、数据中心机房、数据中心网络系统、数据中
心主机和存储系统、数据规划和数据库设计、数据中心应用支撑平台、数据中心应用系统、数据中心
安全系统、数据中心容灾备份系统、数据中心建设管理、数据中心运行管理。
    本书观点前瞩、面向应用、深入浅出、图文并茂、重于实用，以数据中心的规划为主线，涵盖了数
据中心系统工程全过程、全方位、多目标的全部内容。
    本书可供企业（机构）信息化管理部门、各类数据中心的建设与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各级信息系
统工程建设单位等参考，也可作为工科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的辅导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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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计算能力和数据存储能力分散在个人计算机上20世纪80年代初个人计算机（PC）兴起，越来
越多的运算工作和功能可以在个人计算机上完成，以前的主机系统则应用在更加狭窄的高端领域。
个人计算的兴起极大地促进了计算机的普及，使得独立运行的个人计算机系统分散在个人的办公桌上
，计算能力和数据存储能力分散到个人计算机中，此时以中央主机集中的数据中心逐渐从人们的视野
中淡出。
3.数据中心雏形的显现20世纪90年代局域网和互联网崛起并迅速普及，为数据的快速传输和集中创造
了物理条件，加上数据库技术在信息系统中的广泛应用，为数据的集中存储、管理和使用创造了良好
的软件条件。
而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也催生了一些新的业务功能，其中包括围绕互联网而产生的接入服务和主机托
管服务。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个人和组织需要上网，但个人或某些经济组织又不愿意独自投资购置
服务器及租用接入互联网专用线路，于是出现了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商（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ISP
）。
ISE主要为各机构单位或个人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同时还提供公共服务器空间租赁，实现电子邮件通
信、网络信息检索等功能。
有些单位则将自己的Web服务器存放在ISP所在地，分享ISP所租用的线路，以降低通信成本。
无论是租用ISP的服务器空间还是委托ISP管理Web服务器都是Web Hosting模式。
在该模式中，各经济组织或个人需要支付ISP的服务器空间租用费或服务器托管费，同时还要共同支付
网络通信费用，此阶段的硬件设施体现了数据中心的初步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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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据中心建设与运行管理》可供企业（机构）信息化管理部门、各类数据中心的建设与管理人员、
技术人员、各级信息系统工程建设单位等参考，也可作为工科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的辅导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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