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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型主机操作系统基础实验教程》是大型主机系列课程的主干教材之一，全书8章，主要介绍
了现代大型主机特点和主机z/os操作系统基础知识以及操作系统传统使用技能。

　　《大型主机操作系统基础实验教程》介绍了大型主机在现代社会经济中的角色及其应用特点
，z/os操作系统管理主机资源的机制，主机虚拟存储基础知识，传统z/os交互工具tso和ispf，数据集概
念，jcl基础，sdsf的使用，常用的实用程序，虚拟存储访问方法vsam以及jcl过程等基础知识。
书附附有大量操作实验和练习
　　《大型主机操作系统基础实验教程》可以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专业大型主
机教学方向的本科及专科生教材，也可用作希望了解和学习大型主机知识与技术的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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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7.1可靠性、可用性和可服务性 在数据处理中，计算机系统的可靠性、可用性和可
服务性（简称RAS）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当我们说某一计算机系统“展示了RAS特性”的时候，意思是指它的设计优先保证在任何情况下系统
都可用。
原则上，RAS是包括应用程序在内的计算机系统所有方面最为核心的设计特征。
RAS作为被主机用户重视的诸多软硬件特征的集合术语已经被大众所接受。
这些术语的定义如下。
 可靠性（Reliability）：系统的硬件组成部分拥有强大的自我检查和自我恢复的能力。
对软件进行广泛的测试并对检测出的问题进行迅速更正，这些保证了系统的软件可靠性。
 可用性（Availability）：系统能够恢复失效组件，而不影响系统中正在运行的其他部分。
它包括硬件恢复（自动使用备份组件替换失效组件）和软件恢复（操作系统提供的故障恢复）。
可用性表达了系统在不影响运行情况下从失效组件中恢复的能力。
 可服务性（Serviceability）：系统能够确定故障发生的原因，它允许在尽可能小地影响业务系统的前提
下对软硬件进行替换。
这一术语也暗含了软件或硬件都具有明确的替换单元。
 当计算机系统的应用程序是可用的，这个计算机系统才是可用的。
可用的系统也是可靠的系统；这意味着，它很少因为需要升级或者修理而停工。
同样，当系统发生故障的时候，它必须是可服务的；这意味着，它在相对短的一段时间内能比较容易
地修复。
 故障平均时间间隔（MTBF）标识了计算机系统的可用性。
新型的主机和它的相关软件发展十分迅速，现在客户数月乃至数年才会遇到一次宕机。
此外，当系统因为某一计划外的故障或者预定的升级而不可用时，不可用时间通常是非常短的。
在当今24小时都在运作的全球经济体系下，负责处理公司关键任务的应用程序的高度可用性是至关重
要的。
与主机硬件一样，主机操作系统具备诸如存储保护和可控维护过程的特征，同样展现了RAS特性。
 除了RAS，最新的主机系统提供了高可用性和高容错能力。
在系统重要通道上放置冗余的硬件组件、进一步加强的存储保护、可控的维护过程以及为无限可用性
而设计的系统软件，在系统发生组件故障时，均有助于为商务应用程序提供一致的、高可靠性的运行
环境。
这种措施使得系统设计者能够将单点故障削弱计算机系统整体RAS的风险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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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本《教育部-IBM高校合作项目精品课程系列教材：大型主机操作系统基础实验教程》是
以Learning by Doing教育理念贯穿全书的实验类教材。
各章都配有实践案例及动手操作实践练习题，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通过实践操作了解并掌握大型主机
操作系统基础知识。
《教育部-IBM高校合作项目精品课程系列教材：大型主机操作系统基础实验教程》适合作为大专院校
计算机学院、软件学院学生学习大型主机知识的教材，亦可作为在岗员工的技术培训教材。
本书也可以与《大型主机操作系统基础》（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教材配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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