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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先进分布仿真(第2版)》力图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先进分布仿真技术，首先简要介绍先进分布仿真
的产生、发展、分类、应用、面临的挑战；接着详细介绍先进分布仿真的主要技术，包括体系结构、
信息交换标准、时空一致性、仿真管理、VV&A与仿真可信度；尔后详细介绍先进分布仿真系统的构
建，重点是开发时支撑工具和运行时支撑工具；最后简要介绍典型的先进分布仿真系统以及先进分布
仿真的新进展，包括基础对象模型、基于web服务的仿真、基于网格的仿真、云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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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4.数据交换技术 在联邦全过程活动中，开发人员之间、软件工具之间等都要交换数
据，典型的如联邦对象模型文件、联邦执行数据文件等。
为了交换这些数据首先要求有基础的通信设施，其次要求数据必须按照一定的要求进行格式化。
所有交换的数据都在数据管理系统的管理之下，并且按照过程管理中描述的数据交换关系进行自动或
手动的传递。
由于交换的底层通信伴随过程管理的工作流动进行，所以关键就是要研究数据的格式化问题。
 数据标准本身是HLA组成内容之一，所以对一些仿真常用的必备的数据类型已经建立了标准，但对一
些没有标准化而实际上又有需求的数据，就必须建立自己的标准。
标准包括两部分：一是所采用的数据描述方法；二是针对具体数据类型确定的具体标准。
数据交换技术的研究重点是联邦全过程中尚未标准化的数据，如想定、脚本和仿真结果数据，设计合
适的交换方式，以提高联邦全过程管理的自动化程度和重用性。
 5.负载平衡技术 联邦在网络互连的计算机上运行，为了充分利用网络和计算机资源，使联邦运行综合
性能最优，需要好的资源管理和分配方案，以达到系统各部分负载平衡。
分布式系统进行负载分配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系统运行效果最优，主要指标是仿真推进速度，而直接
的负载因素是仿真计算机的CPU、内存和网络带宽资源。
由于难以直接衡量推进速度与负载分配的关系，所以在实施的时候也是以计算、存储和通信带宽三类
资源为准，当然这也是非常必要的，至少可以保证每台计算机都在可接受的负载范围内运行。
 负载分配大致可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类，静态负载分配是在每次联邦运行前完成，可以称为确定性调度
，而动态负载分配是在联邦运行中进行，称为负载平衡。
静态负载分配与联邦运行规划、仿真脚本和系统总控调度有密切的关系，其实现方法是通过制定合理
的运行配置，仿真脚本和总控调度方案，通过总控调度系统按照该配置部署仿真系统并控制系统的运
行。
动态负载平衡也需要节点的负载信息，只是需要实时地获取，并且实时进行处理得到新的负载分配方
案，然后实时进行分配。
由于负载是在仿真过程中进行分配的，因此静态负载分配的方法是不合适的，不能通过修改脚本、运
行规划和总控调度方案的方式进行，而必须采用实时可操作的方法。
 动态和静态负载分配都需要选择负载转入、转出的成员或节点，其判断准则是要求这种负载转移的收
益最大化。
另外，还都要求获取节点的负载信息。
由于节点负载信息的获取是周期性的，并且信息的获取、传输、处理都需要占用节点计算资源、网络
带宽，因此，其获取策略也是需要根据系统进行调整的，特别是信息获取周期的确定——定周期还是
自适应周期或变周期等。
具体负载信息获取技术和节点类型有关，也和负载的定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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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先进分布仿真(第2版)》可作为相关专业本科生和硕土研究生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供有关工程
技术人员自学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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