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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网格是高性能计算和信息服务的战略性基础设施，也是计算机网络与分布式系统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
。
网格能实现广域计算资源、数据资源和服务资源的有效聚合与按需共享，支持以大规模计算、数据密
集处理和群组协同工作为特征的应用，为信息资源的获取、传输和有效利用带来了重大变化，深刻地
影响乃至改变科学研究的方式以及人们学习、工作和生活方式。
随着网格与服务计算的发展与融合，面向服务的网格计算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中间件在构建网格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凸现，面向服务的网格中间件已成为当前的研究重点与难
点。
当前计算机应用的网络化、服务化、虚拟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人们对面向服务体系结构的关注持续升
温，SaaS（Software as a ServiCe）成为互联网的一种新型商业模式。
进入2l世纪，现代服务业领域的竞争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焦点，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是我国发展
的战略重点之一，《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将“现代服务业信息支撑技
术及大型软件”列为重点领域的优先发展主题。
可以预见，在未来3—5年，现代服务业将在信息产业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现代服务业共性技术支撑体系与应用示范成为当前的重大研究课题，其主要
任务是研究开发面向现代服务业的共性关键技术、通用核心服务中间件以及应用集成构架，建设开放
、安全、可靠、支持行业示范应用的网格研究综合试验平台，并面向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现代物流
、数字媒体、网络教育以及数字社区等领域建立示范工程，这是一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新研究领域。
面向服务的网格计算技术对现代服务业具有重要的支撑与推动作用，因此，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完全有
理由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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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90412009，70671044）和广东省科技攻关计划项目（2006B15001004）
的研究成果之一，从理论模型、关键技术与示范工程等方面介绍了作者及其研究团队近年来在网格计
算领域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果。
　　全书内容分为3篇共10章。
第一篇面向服务的网格计算，论述网格体系结构和面向服务的网格中间件，重点讨论资源管理、任务
调度、数据管理、工作流管理、网格安全等共性服务和中间件技术。
第二篇高级网格服务，讨论P2P与网格、语义与知识网格、连续媒体服务和协同工作服务等。
第三篇教育服务网格示范工程，讨论LAGrid系统体系结构设计以及资源管理与调度、信息服务、消息
中间件、服务聚合、动态数据聚合、安全、资源共享与协同工作等核心中间件的原理与技术。
　　本书可供从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等相关专业的科技人员参考，也适合高等学校
计算机、电子、信息与通信等相关学科专业的教师和研究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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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6）故障处理。
在部分硬件／软件／网络出现故障时，也能够保证分布式系统的可用性，包括故障探测、故障掩藏、
从故障中恢复以及利用冗余来容错等。
7）安全。
与单机系统相比，如何保证分布式系统的安全性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
分布式系统安全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即①认证与授权。
保证资源不会被未经授权的用户使用。
②完整性。
保证资源不会被非法修改或破坏。
③可用性。
保证系统的访问不会受到非法干扰，例如拒绝服务攻击（denial of serviceattack）。
此外，服务质量也是设计和实现分布式系统时必须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分布式系统必须提供可靠、
安全、高性能的服务。
比较分布式系统和网格系统的特征及其涉及的关键技术，可以发现它们有很多共同点：首先，无论是
分布式系统还是网格系统，其首要目标都是要实现资源共享。
其次，网格系统的资源具有分布、异构和自治的特点。
要实现网格环境中的资源共享，同样面临构建一般分布式系统时遇到的种种挑战：开放性、并发性、
可扩展性、透明性、故障处理、安全以及服务质量保证等。
因此，网格计算可被视为分布式计算的一个分支，来自分布式计算领域的理论和技术可以为网格计算
提供基础和支撑；反之，网格计算领域的成果也可以丰富分布式计算领域的内容。
如果一定要找出网格与其他一般分布式系统的区别，主要包括两点：第一，网格通常涉及跨越管理域
的多个组织，参与各方之间的关系是松散耦合的；第二，网格关注的是异构资源的共享，这种异构性
体现在硬件、软件和网络等方面。
当然，上述区分也不是绝对的，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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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面向服务的网格计算:新型分布式计算体系与中间件(精)》是许骏编写的，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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