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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固定的直接附接的存储向存储网络的过渡对IT行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IT系统也因此正在由以服务器为中心的体系结构转变为以存储为中心的体系结构。
第一代光纤通道SAN最初只被大的企业采用，现在已向更大范围的中小企业发展。
同时在存储网络领域又涌现出如IP SAN、存储虚拟化和基于CIM和SMI-s的全面的SAN管理等新技术。
这些新的SAN技术在提供更多的基于SAN智能化和存储过程自动化的应用产品的同时，也推动存储网
络进入IT市场的主流。
从当前各个企事业单位对构建数据中心的热情和对SAN交换机以及相关存储设备的不断增长的需求就
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趋势。
本书为适应存储网络产品的工程设计人员，特别是企事业单位存储网络规划、配置和管理维护人员的
需求而编写，介绍了存储网络的基本原理、体系结构和设计方法，并重点讨论面向企事业单位的存储
网络应用技术、解决方案、设备配置和维护管理。
全书共有11章，包括共享存储的基本概念和SNIA模型、SCSI总线和协议、磁盘子系统、文件系统和网
络附接存储、光纤通道和存储区域网、IP网络存储和Infini.Band网络、存储虚拟化、存储网络的应用、
网络备份、可移动介质的管理和存储网络管理。
每一章都通过通俗易懂的描述和具有实际意义的图表阐明原理、标准、方案和运用技术。
本书最突出的特色是理论与技术相结合，注重实用技术的介绍，可提高读者参加实际网络产品开发、
配置使用和管理的能力。
本书可供存储网络技术人员和设备工程师用作相关的技术参考资料，也可作为信息技术相关专业的研
究生和大学高年级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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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面向存储网络产品的工程设计人员，特别是针对企事业单位存储网络规划、配置和存储网络系统
管理维护人员的需求而编写，全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具有实际意义的图表介绍了存储网络的基本原
理、体系结构和设计方法，并重点讨沦面向企事业单位的存储网络应用技术、解决方案、设备配置和
维护管理。
　　本书最大的特点是理论与技术相结合，注重实用知识的介绍和有据可循的解决方案，可提高读者
参加实际网络产品开发和配置使用的能力。
　　本书可供存储网络技术人员和设备工程师作为技术参考资料，也可用作信息技术相关专业的研究
生和大学高年级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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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如果计算机要从存储设备上读取文件或数据，那么无论数据的大小如何，都至少要经历一
个SCSI的读操作过程。
当然，操作系统需首先将用户的读取操作通过SCSI I／0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API）转化为SCSI的读操作，并在操作完成后通过相应的API返回响应的值。
在SCSI域内，这个操作在传输层被简单地描述成5个主要过程：（1）发起方通过CDB发送SCSI的读命
令。
（2）目标方接收到该命令，通过设备管理器在指定的逻辑单元中执行该命令请求的操作。
（3）目标方以字节为单位向发起方传送数据。
（4）在数据传输完毕后，目标方向发起方发送命令完成的报告。
（5）发起方接收到命令完成的响应。
当然，这些过程是建立在SCSI互连层的基础上的。
在第一个过程之前，SCSI总线由空闲阶段进入总线仲裁和选择阶段，完成发起方对总线使用权的获得
以及对目标方的选择和寻址。
在第一个过程中，目标方发送REQ信号，请求信息传输，控制总线进入信息传送的命令阶段。
目标方通过发送方传送的CDB获取“读”命令。
在其后的第2个和第3个过程中，目标方从它控制的外围设备中读取数据并发送到发起方。
如目标方准备数据需要较长的时间，则可能有多个总线释放、进入空闲和重选阶段的轮回。
目标方在每次完成数据传送后，都控制总线进入状态阶段并返回一个状态信息。
为进一步表示读命令的全部完成，在第四个过程中，总线进入信息传送的通信阶段，目标方发送“命
令完成”信息，并可释放SCSI：总线的BSY信号。
在第五个过程中，发起方接收到目标方命令完成的响应，总线可恢复到空闲阶段。
SCSI的写操作过程与读操作过程类似，但数据传送的方向不同，它把数据从发送方向目标方传送。
在发送方系统中有对文件做写操作的用户请求时，它先通过文件系统查找该文件在存储设备（如磁盘
）上的逻辑块地址（Logical BlockAddress，LBA），接着文件系统把该LBA连同其他一些参数，如数据
的指针、数据的长度以及逻辑单元号等传递给SCSI的API，并指示一个写操作。
例如写6000字节到LUNO的逻辑块地址0001234AB。
SCSI的API则具体发送一个写命令给LUNO，并将数据以存储设备认可的方式分批或一次性地传递
到LUNO，直到数据全部传输完毕。
之后，SCSI的API返回，并指示任务完成。
然后，文件系统通知应用程序任务完成。
至此，一个文件的写操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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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存储网络技术及应用》：崭新的视野·扎实的理论基础构建企业数据中心的向导设计数据灾难备份
的指南实现系统虚拟化存储的助手IT系统正在由以服务器为中心的体系结构转变为以存储为中心的体
系结构，SAN最初只被大的企业采用，现在已向更大范围的中小企业发展；同时在存储网络领域又涌
现出诸如IPSAN、存储虚拟化、基于CIM和SMI-S的全面的SAN管理等新技术。
这些新的SAN技术在提供更多的基于SAN智能化和存储过程自动化的应用产品的同时，也推动存储网
络进入IT市场的主流。
从当前各个企事业单位对构建数据中心的热情和对SAN交换机以及相关存储设备的不断增长的需求就
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趋势。
《存储网络技术及应用》作者结合多年教学与实践经验向读者介绍了存储网络的基本原理、体系结构
和设计方法，包括IT体系结构、磁盘存储系统、SAN、文件系统、光纤通道、存储区域网、IP存储网
络、InfiniBand网络、存储虚拟化、网络备份、移动介质管理等；重点讨论面向企事业单位的存储网络
应用技术、解决方案、设备配置和维护管理，并提供了有针对陸的配置示例，是进行网络产品开发，
存储网络规划、配置和管理维护，实施现代存储网络的首选工具书。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存储网络技术及应用>>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