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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面对庞大的数据资源，人们迫切需要借助高性能的计算来解决各种科学问题。
由分布式计算演变而来的网格计算就是针对这一需求而发展起来。
它通过协调资源的共享和协同作业解决来自动态的多机构的虚拟组织中的问题。
曾志勇的这本《可移植的远程计算环境及其技术》详细描述了网格及网格计算的发展过程、结构体系
、现有工具、运行环境等，并深入探讨了基于Java技术构建分布系统的方法，研究了Java并行虚拟环境
中的协作任务调度模型及算法。

《可移植的远程计算环境及其技术》既可以为高等院校计算机科学专业高年级本科生以及研究生的学
习提供参考，又可以为网格计算及相关领域科研人员的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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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曾志勇，男，生于1974年，副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云南财经大学信息学院副院长。
1999年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获计算机应用技术硕士学位。
2002年于上海交通大学获计算机软件与理论博士学位，同年进入工商银行软件开发中心上海研发部，
参加数据仓库开发，任高级技术副经理，高级工程师职称。
2005年底调入云南财经大学计算机系.现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云南省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青年基金和昆明市科技计划重点项目子课题各1项。
主要研究方向为并行计算、决策支持和数据挖掘，已发表论文20余篇，其中多篇被EI及SCI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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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关于网格和网格计算本身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
1995年，I-WAY项目最早提出了网格的概念。
根据Ian Foster博士早期的定义，网格是一个集成的计算与资源环境，或者说是一个计算资源池，网格
能够充分吸纳各种计算资源，并将他们转化为一种随处可得的、可靠的、标准的、同时还是经济的计
算能力，除了各种类型的计算机，这里的计算资源还包括网络通讯能力、数据资料、仪器设备等资源
。
上述给出的网格和网格计算的定义是相对广义的，关于网格和网格计算也有相对狭义的定义，即计算
网格。
狭义网格计算中的网格资源主要是分布的计算机资源，而网格计算就是指把分布各处的计算机资源组
织联合起来，协同解决复杂的科学和工程问题的网格。
　　到目前为止，关于网格和网格计算还没有一个被业界普遍接受的定义，相关定义和概念的争议仍
然存在。
有人认为网格就是下一代的Internet，以此来说明网格将对我们造成巨大的影响：也有人认为网格是建
立分布式科学计算环境的一种一体化、集成化的方法，这一环境包括计算、数据管理以及人的协作等
；同时，还有人认同网格计算就是在动态变化、存在多机构多部门的复杂多变的虚拟组织内，安全、
灵活地协调资源共享和协同解决问题的过程。
我们可以从上述定义看出，不同的研究者在看待网格以及网格计算的角度和侧重点存在不同之处，这
也说明运用网格和网格计算的多样性：运用网格和网格计算解决的问题不同，就会出现对网格的要求
不同；另外，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前对网格和网格计算研究的热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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