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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Linux网络服务与应用》主要讲解Linux网络服务、系统安全和集群存储。
内容包括：Linux网络配置；DIICP服务；SAMBA服务；NFS服务；DNS服务；WWW服务；FTP服务
；E-mail服务：Linux系统安全；网络防火墙；Linux集群；数据存储。
《Linux网络服务与应用》内容新颖，编排合理，论述清晰，不仅适合用作普通高校或职业培训教材，
更是Linux网络服务初学者的首选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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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在存储领域并没有唯一的标准。
无论采用何种存储方式，其体系结构基本都是由主机I/O连接、数据线、存储设备接口，数据传输过
程遵从特定的协议。
随着存储技术的发展，其使用的协议基本覆盖了所有的主流协议，如TCP/IP、Ethernet、SCSI、ISCSI
、Fibre channel等。
存储设备使用的接口类型也是层出不穷，远远突破了常见的ATA、SATA、SCSI。
不仅存储协议和接口类型推陈出新，存储设备与服务器的连接方式也有所不同。
存储设备与服务器直接相连的方式叫DAS。
存储设备连接到TCP／IP网络中，通过网络去访问存储设备叫NAS。
将各种存储设备集中起来，通过光纤进行连接，形成一个存储网络叫SAN。
12.2.2数据存储形式存储方面的投入对于一些企业来说可以称为大手笔，为了减少企业对存储的投入，
通常对不同的数据采用不同的存储形式。
在一个较大的存储系统中，存储可以分为在线存储、近线存储和离线存储。
通常不经常访问的数据都放在离线存储设备上，比如磁带库、光盘库等。
对访问速度要求比较快，而且又经常访问的数据放在在线存储设备上，比如磁盘阵列。
一般情况下这两种存储方式就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
而近线存储介于两者之间，若即若离，以在线方式保持连接，但又不影响系统，只在使用的时候进行
激活。
在线存储在线存储即工作级的存储，存储设备和内部的数据时刻都处于在线状态，不论何时都可以随
意读取数据，满足服务器访问数据的高速需求。
我们个人使用的电脑内部的硬盘基本都是使用的这种技术，还有服务器连接的磁盘阵列等，这种方式
凸显性能，但是价格相对昂贵。
在线存储最适合需要连续即时访问的数据应用程序，比如数据库。
离线存储离线存储主要应用在对于在线存储进行的数据备份，目的是防止发生灾难时数据的丢失，因
此又称为备份级的存储。
离线存储的典型设备就是磁带，相对价格低廉。
磁带在读写数据的时候是顺序进行的。
所以在读取一盘带子的时候需要把带子卷到头，再进行定位。
当需要对已经写入的数据进行修改时，也需要全部重新写入，因此离线存储访问的速度慢、效率低。
离线存储适用于效率要求不高的顺序访问，比如用于长期保存的存储备份。
近线存储近线存储就是对那些并不经常访问，或者说访问量不大的数据存放在性能并不是很高的存储
设备上。
对近线存储设备的要求是寻址迅速、传输率高，对性能的要求并不是很高。
由于存储的数据大多数都是不常用的数据，所以容量要足够大。
一些特殊行业是离不开近线存储方式的，比如医院的CT等，需要保存大量片子的数据，还有电视台也
要保存大量影片的数据。
比较老的内容是不会经常访问的，所以根本不需要进行在线存储，但是采用离线存储又不能实现快速
的随机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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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Linux网络服务与应用》是安博教育集团职业教育标准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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