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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计算机网络在我国已经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许多企业、事业单位、行政机关、司法机构和金融系统构建了高速的办公专用网。
各种类型的计算机网络高达数十万个，计算机网络已经深入到我们工作、生活和学习的方方面面。
毫无疑问，大量的网络必然需要大量的网络管理人才。
初步估计，到目前为止，仅我国每年需要的网络管理人才就达十余万人。
随着网络应用的日益深入以及网络所承载的业务量和数据量的不断增长，网络的重要性和安全性也将
与日俱增，对网络管理人员的需求也将随之不断地增长。
由此可见，网络管理是一个稳定且前途远大的职业。
综观现有的网络技术培养教材，大多将网络技术进行条块分割，按章节、分模块独立讲授，人为地将
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各种理论和技术分裂开来。
这样所带来的问题就是，学生必须将所学的知识和理论全部融会贯通之后，才能初步掌握作为一个网
络技术人员所必须具备的一些基本技能，显然这不符合学生的学习规律，也不符合现实的网络管理实
际，同时，也是导致许多网络爱好者望而却步的重要原因。
本丛书具有以下特点。
（1）案例贯穿。
本丛书从最常见、最典型的网络应用情境和需求入手，围绕统一的网络环境、统一的网络规划、统一
的网络拓扑、统一的资源分配、统一的网络用户和统一的网络需求，提供全面的网络解决方案，以及
实用、够用的网络技术，为网络，工程师提供宝典级别的现场技术手册。
（2）项目驱动。
本丛书由情境导入需求，以项目进行教学，再由实训实现强化，进而达到培养技能的目的，最终使学
生顺利就业。
按照网络构建的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开发，以真实的网络管理过程为导向规划课程内容，使读者能够
真正掌握网络构建与管理的知识和技能，独立完成相关的网络技术项目。
（3）贴近实战。
本丛书突出“先做后学，边做边学”的主旨，通过“练中求学、学中求练、练学结合、边练边学”的
教学内容安排，实现“学得会，用得上”的最终目的。
由于全书围绕统一的典型网络工程展开，因此，读者能够非常方便地将教学案例移植到真实的网络项
目中，学为所用，学以致用。
（4）内容全面。
本丛书涵盖了作为初、中级网络管理员必须掌握的所有理论和技术，以网络管理的实际需求为导向，
以培养基本技能为目的，将枯燥的理论融于实际操作中，从而使学生学得会、记得住、用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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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详细介绍了常用的数据存储方案，以及网络环境数据备份和恢复的重要性，使读者了解网络环境
备份工作的内容，掌握网络备份和恢复中常用的技术，熟练使用常用软件，能撰写网络数据备份方案
，进一步加强数据备份的意识，提高数据备份和恢复的能力。
    本书适合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网络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从事计算机网络规划、设计、管理和应用
集成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参考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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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DAS的特点传统的存储体系结构都是以服务器为中心，各种存储设备通过总线与服务器连接
。
终端对数据进行访问时，必须经过服务器才能与存储设备通信，实际上服务器在这里就是一个数据转
发器。
但是，这样的体系结构也存在着缺点：当终端连接数量增加时，总线会成为数据传输的瓶颈，严重影
响到整个系统的正常工作。
因此，这种存储方式不能适应较高的存储要求。
DAS具有以下优点。
（1）实现大容量存储。
将多个磁盘合并成一个逻辑磁盘，满足海量存储的需求。
（2）可实现应用数据和操作系统的分离。
操作系统一般存放本机硬盘中，而应用数据放置于阵列中。
（3）提高存取性能。
操作单个文件资料，同时有多个物理磁盘在并行工作，运行速度比单个磁盘运行速度高。
（4）实施简单。
无须专业人员操作和维护，节省用户投资。
DAS方式虽然实现了机内存储到存储子系统的跨越，但是其缺点依然有很多，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扩展性差。
服务器与存储设备直接连接的方式导致出现新的应用需求时，只能为新增的服务器单独配置存储设备
，造成重复投资。
（2）资源利用率低。
DAS方式的存储长期来看存储空间无法充分利用，存在浪费。
不同的应用服务器面对的存储数据量是不一致的，同时业务发展的状况也决定着存储数据量的变化。
因此，出现了部分应用对应的存储空间不够用，另一些却有大量的存储空间闲置的问题。
（3）可管理性差。
DAS方式数据依然是分散的，不同的应用各有一套存储设备，管理分散，无法集中。
（4）异构化严重。
DAS方式使得企业在不同阶段采购了不同型号、不同厂商的存储设备，设备之间异构化现象严重，导
致维护成本居高不下。
2.DAS的适用环境在拥有多台服务器或终端的工作环境中，使用DAS的存储方式在初始费用上相对较
低，但使用这种连接方式时，每台服务器单独拥有存储磁盘，容量的再分配实现起来比较困难；对于
整个环境下的存储系统管理，工作烦琐且没有集中管理的解决方案，所以整体网络的成本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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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网络存储与数据备份》：网络工程师实用培训教程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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