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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讲述了OpenStack 相关的内容，其内容来自各种部署实验与实践。
书中首先介绍了PXE 和网络相关的内容，接着介绍了nova-network 安装模式、Quantum 安装模式
、Quantum GRE 模式等，然后讨论了Cinder 部件、中央存储与虚拟机运态迁移、云服务的开放EC2 接
口、RabbitMQ 的集群冗余架构等，最后简述了云监控系统Ceilometer、HEAT 组件以及Trove。

本书适合OpenStack 技术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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