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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的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惟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
不可摸，免得你们死。
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
了。
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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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邹恒明，美国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Ann Arbor）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博士、中国科学院计
算技术研究所硕士、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士。
先后在美国IBM、美国国家数据公司、美国AT&T贝尔实验室、美国EMC公司工作8年多。
2003年归国。
研究领域为高可靠软件设计理论、高可用信息系统理论、安全存储技术。
目前专注于高可靠软件设计基准模型、安全自备份数据存储系统、虚拟机信息攻防战和信息盾技术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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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篇 背景篇第1章 灾难应对背景1.1信息化浪潮的特点回首过去，我们发现信息化浪潮具有许
多鲜明的特点：一是数据量极大，且数据规模呈加速上升的趋势。
1999年美国EMC公司委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Berkeley）进行了一项人类数据量增长需求研究。
该研究结果表明：自人类诞生以来到1999年为止，人类总共积累了大约12EB的数据量。
而从1999年到2002年的三年间，人类积累的数据量就达到了12EB。
由此可见人类积累的数据量以惊人的速度急剧增长。
各种统计数据显示，大多数企业的数据年增长率为70％～100％。
这些数据增长的来源包括数据拷贝、多媒体数据以及大型文件。
被财富杂志评出的全球营销额处于前1000位的公司的数据库容量以TB计，而中等规模公司的数据库容
量通常在400～700GB之间。
信息化浪潮的第二个特点是数据的种类不断增多。
在古代和近代人类所积累的数据通常是文字和图像，而今天积累的数据种类还包括视频、音频等。
如何对这些新型数据进行安全、高效和可靠的存放与处理是人类面临的新课题，也是信息技术所面临
的更新、更复杂的挑战。
信息化浪潮的第三个特点是数据的存放分散。
这里的分散存放不是分布式存放，而是没有关联的杂乱散布。
由于计算机技术的普及，拥有计算机或信息系统的机构和个人越来越多，使得数据的产生源也变得越
来越多。
有统计表明，人类产生的数据中约55％保存在个人电脑里，而这些数据间不存在什么有机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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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本书是作者十多年研究与实践的结晶，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全面、系统、深刻阐述信息系统灾难应对
的精品之书。
　　——王青博士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这本书为所有关心信息系统安全的人士提供了一个扩展视野
的捷径。
正是由于信息系统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这本书潜在的受益读者群体巨大，因此，这本书的贡献
是值得尊敬和关注的。
　　——王岩峰 博士刃之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有备无患>>

编辑推荐

《有备无患:信息系统之灾难应对》从技术、规划和管理的角度讲解灾难恢复的设计和构造，揭开隐藏
在灾难恢复背后的技术面纱，消除人们在灾难恢复规划上存在的误解，对容灾基本概念、数据容灾技
术、系统容灾技术、数据库容灾技术、数据备份技术、灾难恢复技术、存储系统架构、灾难恢复规划
进行独到的阐述，并以真实的灾难恢复案例来说明灾难恢复技术和战略的应用。
书中案例覆盖金融、电信、卫生、交通运输、软件业和制造业等诸多行业，灾备策略涵盖高、中、低
三个层次。
全书力求理论与技术并重，现实与前沿齐举、规划与实践同步，将目前最佳的业界方案与未来的最新
研究相结合。
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贸大厦双塔的轰然倒地给许多信息系统位于该大厦内的机构和企业以毁灭性打
击，也使"灾难恢复"这个词语走进了芸芸众生的视野，并形成一股汹涌的波涛，席卷了国家机构、金
融、电信、软件业、专业技术服务业等行业。
数据备份、灾难恢复、灾备建设成为与信息化建设同等重要的课题，并成为衡量机构信息化建设水平
的标准之一。
随着人类对物质生活要求的不断提高，信息技术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度和广度向人类生活的各个
方面渗透，信息系统将成为人类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信息技术的欠缺会直接影响人类的生存。
因此，对于研究和负责信息灾难应对的人来说，一个不得不思索的问题就是：我们能否胜任担当人类
生命基石的守护者的角色？
信息灾难应对要往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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