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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网格计算作为一种发展迅速的基础设施，能够共享大规模分布式的计算资源、存储资源、数据资
源、软件资源、设备资源及人力资源等，能够突破现有的计算限制，实现大规模协同的科学计算及协
同问题求解，成为一种新型的分布式计算模式，被认为是继因特网和Web之后的第三次信息技术浪潮
，是下一代互联网技术研究与应用的重要领域之一，也是被当今众多研究人员所关注和吸引巨大资金
投入的研究热点和前沿问题。
　　目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像中国、印度等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启动了大型网格研究计划，并得到
了产业界的大力支持。
美国政府用于网格技术基础研究经费已达5亿美元。
美国军方规划实施了一个宏大的网格计划，称为“全球信息网格（Global Information Grid）”，预计
在2020年完成。
英国政府已投资l亿英镑，用来研制“英国国家网格（NKNational Grid）”。
世界各国的主要IT厂商也积极开展网格计算的研究开发，包括Sun、IBM、Microsoft、Intel、SGI等。
由中国政府发起的网格项目有：中国国家网格（China National Grid）、中国教育科研网格（China
Grid）、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网格（NSFC Grid）、上海网格（Shanghai Grid）。
通过应用网格，将有效完成广域网络环境下资源的深度共享，消除信息孤岛；将能实现普遍的高性能
计算，提供高水平、低成本的多种服务。
　　网格的大规模、异构、动态、分布和自治等特性，使其任务管理变得非常复杂和难以有效实现。
同时，可用性和易用性的迫切需求使网格计算的任务管理研究显得更加关键和必要。
本书以计算网格环境中的任务管理为核心，围绕诸多关键技术展开研究，并进行示范应用介绍。
在当前已有的网格计算专业书籍中，尚未存在针对网格计算中任务管理关键技术的研究专著，本书聚
焦网格任务管理，为开展网格相关研究及其应用开发提供了有益的指导和参考。
　　全书共分10章。
第1章介绍了本研究的背景知识和网格计算的概念、发展、面临的挑战以及关键技术等。
第2章在分析计算网格的任务特点及应用需求的基础上，提出了面向用户的任务管理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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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网格计算作为一种重要的新型分布式计算技术，有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广阔的应用前景，其中的任务
管理是基础且具有挑战性的研究内容。
本书以计算网格为例，介绍了网格任务管理中的诸多关键技术和典型应用实例。
内容主要包括：计算网格中任务管理研究的背景知识、面向用户的网格任务管理体系结构、调度模型
及相关算法、分布式网格任务监控体系MMS、并行适应性任务性能预测模型cBPP、任务调度中的负载
平衡和容错机制、网格不确定性的对策及服务质量管控方法、并行化子任务级授权服务PSAS等。
    本书可作为计算机、电子、通信等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参考书，也可供从事网格计算基
础理论研究和相关应用开发的科技工作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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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网格计算及其任务管理概述　　本章介绍了网格计算的背景知识及计算网格任务管理研
究内容，如概念、发展、面临的挑战和关键技术等；然后说明了网格中任务管理研究的重要性；接着
简述了网格任务管理的相关概念、基本目标与任务、要点及其与其他任务管理系统的差异；最后对计
算网格任务管理研究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说明。
　　1.1　网格计算简介　　随着人类探索自然活动的深度、广度不断拓展，人们迫切需要功能更强、
速度更快的计算机系统。
同时，一方面制造技术与工艺、体系结构设计在不断推动着单个计算机设备的计算能力增强；另一方
面，网络技术的进步已经使得以一种支持有效并发执行的方式汇聚地理上分散的计算资源成为可能。
多种现状表明，目前高性能计算正处于重要的转折期，如何用好在摩尔定律下因硬件进步和网络提升
带来的汇聚效能，提高计算的效率和生产力，成为业界研究的重中之重。
因此，一种新的网络计算模式——基于动态的、异构的和跨域的协同资源共享和问题求解的计算模式
应运而生，这便是网格计算（Grid Computing），也有时简称网格。
实际上，无论是“牧村浪潮”规律的指示结果，还是计算机系统总体结构演变历史的启示，都告诉我
们：目信息技术正在进人一个新的“分”体系的发展阶段，即服务器机群物理上分散到各地，但仍然
保持虚拟的单一系统映像。
在这个网络计算时代，孤立的计算机系统、软件和应用将被网络化的产品和服务取代。
世界将被互联成为一个开放的、一体化的、资源共享的全球计算机网络，即用全球大网格（Great
Global Grid）来满足人类日益增强的计算性能的需求。
其最高目标是能够如同电力网一样使用网格中的资源，如图1-1所示。
正是这个远大美好的前景吸引了众多的研究人员投入到网格的研究当中，网格也因此获得了蓬勃的发
展，从最初的实验产品演变成为今天科学界和工业界备受关注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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