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术专题


如何建设新一代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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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存在如下问题 :	2 如何建设新一代的数椐屮心


摘 要 : 本 文 通 过 分 析 现 有	 ( 1 ) 维护管理方面	2 . 丨
丨 『 丨

丨 丨⑷M 务 架构


数据 中 心 的 不 足之 处
,

从 多 个 方	传 统的 构 架 多 是采 用
“

面 向 组	以上层的应用 、 服务
■为主体 ,

即


面 介 绍 了 如 何 建设 新
一 代 数 据 中 件

”

的开发方式 , 以物理设备为基础 每 一个 应 用软 件 看 起 来 由 相 互 独立 、


心
,

以 数据 中 心 的 规划 构 建 为 主 来部署其业务
? 应用

, 当在网络中进行 松稱合的服务
? 构成 , 对其物 ] 理接 口 并


线 ,
涵 盖 了 数据 中 心 建 设 的 主 要 & 务^ 广豸 、


技术 和 实施案 例
,

从
“

面 向 组 件
”

 时 ,

’就会变 彳尋非常复杂 ,
往往

?

涉及不 于±层应用就像 由 服务
?

构成的
“

资源


的 开发 方 式转 向
“

面 向 服务
”

的 开 同 日寸期的 多种物i 理 设施 , 使 彳尋工作繁 池
”

,
不 彳又适应了不断变化的业务

? 需求


发 方 式 ,
可 供 各 类 数据 中 心 的 建 琐、 维护 困难 ,

而且 容易 出 现漏洞和 增长
,

还减少 了杂硬件 的相关性 ,
从


设 与 管 理 人 员 、 技术 人 员 、 各 级 差错
,
阻碍其业务的推进和发展 。	而 降低 了维护1 的复 杂性

,
提高 了 资源


信 息 系 统工程 建设单位 等参考 。	 ( 2 ) 资源利用率方面	的利用率 。


传统数据 中心基于底层网络资源	2 . 2 数
1

1 心㈣络扁 f
- 化


关键 词 : 网 络扁 平化 数据 中 建设 ,
而上层应用业务的发展与其很	@ 9 0 年代幵始 ,

三层 网络
一

直都


心 难达到同 步 , 容易 出现忙的设备不堪 是数据中心的主流架构 ,
即核心层 、 汇


重负
,

闲 的设备 资源储备过多 , 浪费 聚层和接 入层 。 三层 网络 架构采 用层


了较多的资源和维护成本
,

最终导致 次 化设计模型
,

将复 杂的事务进 行分


整个数据中心资源利用率低 。	解 ,
由 每层实现具体功能 。 但是

, 目 前


(
3  )

服务策略方面	数据中 心网络正在经历重大的变革 。 随


传统架构的数据中 心
, 并来从整 着服务器虚拟化技术的广泛应用

, 应用


1 传统数 尤、设 i t 个系统角 s 为不同 丁制


架构存在的问题	■鶴 , 雜 & 鹏相鶴_ 	? f
, 紗_ 擁_ 7 夥赃ffl ft


传统数据中 心多是采用 以太网 技
一

致 , 使得对上层应用服务支撑能力 荷 ,
三层架构对网络性能造成了

一

定的


术构建 , 随着大数据 时代的来 临
, 各 缩水 。	影响 ,

层次越多 , 设备越多 , 延迟也就


类业务应用的深入发展 ,
业务部门 对 因 此

,
以传统底层基础设施所构 越大 , 性能效率就会降低 ,

因此传统的


资源的需求 以几何级数增 长
,

基于 i t  建的数据中 心已无法满足 当前急剧扩 三层网络在面临服务器整合 、 虚拟机大


基础架构方式构建的数据中 心将面临 展的业务需求 , 需要向
“

面向服务的架 行其道的情况下有 些力不从心
,
减少网


管理和业务扩展带来 的巨大挑 战 。 具 构
”

转型 。	络层次 、 实现网络扁平化是数据中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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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设计考虑的重点 。	运行 的业务系统不断发生变化 ,
资源 务 系统 共 享 。 由 于 服 务 器 的 处 理能


目 前常用的服务 器虚拟化分为 两 和设备分配之间 的矛盾 曰趋激烈 。	力
一

般按照业务系 统的峰值需 求来设


种 :

“

多虚
一

”

和
“
一

虚多
”

。

“

多虚
一

”

	 (
2

)
设备增加

,
部署繁杂	计 , 因此服务 器资源的平均利用 率更


是将多个服 务器 虚拟成逻辑上的一

台	在数据大集中 的趋势下
, 数据 中 低 , 据统计 ,

业务系统的服务器 资源


服务器
,

以提供高性能计算 、 搜索 引 心机房 内的 I T 基础设施规模非常庞大 , 平均利用率仅为 5 1 5 % 。 其次是在降


擎等消耗大 量资源的技术 ;

“
一

虚多
”

而 旦还将持续增加
,

因而部署难度也 低能源消耗和环境保护方面
,
仅在 美


则相反
,

是将
一

台物 理服务器虚拟成 将大幅提高 。	国
,

数据中心在 2 0 0 6 年就消耗 了  4 5


多个虚拟服 务器
, 提供给多个应用使	 ( 3 ) 投资 、 运维成本增加	亿美元 的电力 , 在未来 5 年 内 , 大部


用
, 提高物理设备的使用效率 。 采用	I T 基础设施规模的增加

,
数据中 分企业数据中心花在能源 ( 电力和散


虚拟化技术 的数据流量主要集 中在本 心投入的硬件成本
、

软件成本 、 人 力 热 ) 上的费用将与花在硬件基础架构


地服务器进 行通 信 , 如果能减少 网络 成本等也居高不下
, 设备增多 , 使得 上的费用

一

样多 , 降低服务 器增加的


层级 , 不需要通过汇聚层交换机进行 能耗和运维成本 自 然随之增加
,
不符 数量

,
提高服务器 的资源利用率

,
是


数据转发 , 势必大大减少 交换机之 间 合绿色数据中心的发展趋势 。	新
一

代数据中心面临的
一

个严峻挑战 。


的交换次数 , 并能有效减 少延迟
, 提	利用虚 拟化能 力 , 可实现用 多个	采用虚拟化技术可 以使服务 器资


高应用性能 。 网 络扁 平化后 , 减少交 物理实体虚拟一个逻辑实体
,
或者用 源得到共享

,
可以将数据中心底层硬


换层次实现 网络服务 器与节点之间任
一

个物理实体虚拟多个逻辑实体 。 多 件 ( 如服务器 、 存 储和 网络 设备 等 )


意连接 , 从而支持快速 自 动化的虚拟 个设备整合类似于
一

台 设备 , 虚拟化 根据业务的需要进 行全 面虚拟化 , 建


机迁移 , 消除延迟 , 并最终降低管理 整合 后 的设 备 组成 了
一个 逻 辑单 元 ,

立一个可以按需分配的虚拟基础 资源


的复杂性。	在 网 络 中 表现 为 一 个网元 节 点 , 管 池 。 然后 , 利用 自动化的资源调度平台
,


在此之 前 ,
网络的设计 会多年保 理简单化 、 配置简单化 ,

可跨设备链 对 资源池中 的资源进行动态分配 与管


持不变 , 而 且
一

旦完成部署
, 修改就 路聚合 , 极大简化网 络架构 ,

同时进 控 , 从而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 虚拟化


会面临巨 大的挑战和 开支 。 然而 , 虚
一

步增强冗余可靠性 ;

一

台 交换机划 能根 据上层业务的需求 , 按需搭建出


拟化 和 云 计算 等 一 系列 高级 应 用对 分为多个虚拟的子交换机 , 每个交换 弹性的数据中心基础架构 。


网 络 带 宽
、

延 时 响 应 有着 很 高 的需 机拥有独立的配置界面 , 独立的生成	服务器虚拟化的优势如下 :


求 ,
因此提高网络速度 、 精简网络结构 ,

树 、 路由 、 S N M P 、 V R R P 等协议进程 ,	 ( 1  ) 降低运营成本


能更有效支持业务的发展需要 。	甚至独立的资源分配
, 实现更加灵 活	服务 器虚 拟化 降低 了 I T 基础 设


目 前 ,
T R I L L 标准和 S P B 标准都 的 、 与物理设备无关 的跨 平台 资源 分 施的运营成本 , 令系统管理员摆脱了


处于准标准 阶段
,

两种标准都各有特 配能力 , 为数据 中心这种底层设施 资 繁重的物理服务器 、 O S 、 中 间件及兼


点
,

通过各 自 的技术路线实现二层 网 源消耗型网 络提供 更经济 高效 的组 网 容性的管理工作 , 减少人 工干预频率
,


络构建。	方式
,
也为管理和运 营智能化 、 自 动 使管理更加强大、 便捷。


2 . 3 虚拟化能 ) J	化提供便利条件。	 ( 2  ) 提高应用兼容性


2 . 3 . 1 虑拟交换技术	2 . 3 . 2 服务 器虚拟化	服务器 虚拟化提供的封装性和 隔


随着业务的持续发展 、 系统的更	首先针对于传统的数据中心而言 ,
离性 , 使大 量应用独立运行于 各种环


新升级 、 设备的不断增 多 、 能耗的大 服务器
一

般按照业务系统的吞吐能力 境中
,

管理人员不需频繁根据 底层环


幅飚升
,
传统 的数 据中 心面临着资源 来进行配 置 。 这种配置方式下 , 服务 境调整应用

,
只需构建一

个应用版本
,


分配与业务发展无法匹配的难题 。	器资源只能被本业务 系统所独享
,

也 并将 其发布到虚拟化后 的不同类 型平


( 1  )
业务系统日 益增多	就是说 ,

即使不同业 务系统的服务器 台上即可。


需 要 更 多 的 网 络 设备 、 服 务 器
, 能 力有空余 , 其资源也无法被其它业	

(
3

)
加速应用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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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专题


采 用 服 务 器虚 拟 化技 术 ,
只 需 拟化你的服 务器之前

, 应该先检査你 为那样会产生 一个单点故障点
,

又会


输入激 活配置参数 、 拷贝虚拟机 、 启 的应用程序是 否能够在虚 拟化环境中 使整个集群的性能急剧下降 。


动虚拟机 、 激活虚拟 机即可完成部署
,

运行 。	 ( 6 ) 如何利用旧服务器


大大缩短了 部署时间 , 免除人工干预 ,	 ( 2  ) 是否有服务器不适宜虚拟化	服 务器 虚 拟 化 可 以很 好 地 节 省


降低了部署成本 。	有些服务器可能不适宜做虚拟化
,

服务器资源 , 所以虚拟化后通常会有


( 4 ) 提高服务可用性	对于那些运行资源密集型应用程序或 大量的服务器剩余
,

那么这些服务器


用 户可以方便地备份虚拟机
, 在 需要特殊硬件的应用程序需要重点考 该如何利 用呢 ? 建议客户 可以将某些


进行虚拟机动态迁移 后
,
可 以方 便地 虑。 例 如 , 有些企业级应 用程序通过 配置高 一点的服务器用作宿主服务器

,


恢复备份
,
或 者在其他物理机上 运行 加密狗程序实施版权保护 , 但加密狗 而其它服务器可以做一个有效的安排 。


备份 , 大大提高了服务的可用性 。	很少有支持虚拟化环境的 。	之⑷叫络设 济
丨

;
; 资源…求


(
5 ) 提升资源利用率	 ( 3  ) 最适合的虚拟化平台 是什么	服务器虚 拟化 后 ,

一

个服务器可


通过服务 器虚拟化 的整合 , 提高	市场有太 多的服 务器虚拟化产品
,

包括 1 0 ~ 5 0 个虚拟机 , 毎个虚拟机均


了  C P U 、 内存 、 存储 、
网络等设备的 每种产品都有其优缺点 ,

一定要花时 有独立 的网 络标识
,

也就是说
,

服务


利用率 , 同 时保证原 有服务的可用性
,

间找出 最适合你 自 身需要的虚拟化产 器的 I P 和 M A C 地址呈 1 0 ? 5 0 倍的增


使其安全性及性能不受影响 。	品 。 目 前虚拟化领域 由 V M w a r e
、 微 长 。 这意味着 ,

服 务器虚 拟化后 ,
网


( 6 〉 动态调度资源	软、 华 为和 H 3 C 等 , 其 中 V M w a r e 	络设备需要支持 1 0 ~ 5 0 倍的 I P / M A C


在服务器虚拟化技术 中
,

数据中 作为虚拟化行业的领头羊
,
不 管在服 地址表规格 。


心从传统的单一

服务 器变成 了统
一的 务器虚拟化 、 桌面虚拟 化还是应用虚	网 络设备也需要实现虚拟化

,
为


资源池 ,
用户可以 即时地调整虚拟机 拟化领域都有着非常好的表现 。	数据中心按业 务进行资源 申 请提供相


资源
, 同时数据 中心管理程序和数据	 ( 4 ) 每台 宿主服 务器可以容纳多 应 接 口 。 超 大 规模 的 二 层 网 络 能 力 ,


中心管理员可 以灵活根据虚拟机内部 少客户机	网络设 备要支 撑虚拟服务器 在各个物


资源使用情况 , 灵活分配调整给虚拟	在 虚拟化 整个数据中心时 , 最容 理服务 器之间的动 态迁移
, 即能够 支


机的资源 。	易犯的一个错误应该是给宿主服务器 持虚拟服务器随机 、 动 态地接人 , 采


( 7 ) 降低能源消耗	装载的客户机太多 , 造成宿主服务器 用数据 中心扁 平化解决方案 克服 S T P


通过减少运行的物理服务器数量
,

负载过重
,

因此
,

需要提 前做一些容 的不足 。


减少 C P U 以外各单元的耗电量 , 达到 量规划 , 确定 每台宿 主服务器上最多	新
一代数据中心的 网络 设备需 要


节能减排的 目 的 。	可以容纳的客户机数量
, 这一点至关 具备大容量 、 高密 度的接 口

, 以及 集


部署服务器虚 拟化前应注意 的一

重要 。 因为 每个客户机都不
一

样 , 因 群 / 堆叠能力 ,
以 便构建具有足够 弹


些事项 :	此需要为每个客户机落实一个落脚点 , 性的网络。


( 1  ) 所有 的应用程序是否都支持
一

是要避免宿主服务器压 力过大 ,

二


虚拟化环境	是要避免部分宿主服务器空转 。	3  储


在 虚 拟 化 之 前 , 应 该 好 好 了 解 ,
	( 5 ) 现在 的服务 器集群该如何处	在 当 前云计 算 、 大数据 时代 , 由


系统中的应用程序是否支持虚拟 化环 置	于数据量 T B 、 P B 、 E B 级的急剧膨胀 ,


境。 据 了解 ,

一些 比较常见的应用程	虽然 有 些 集 群节 点可 以 虚 拟 化
, 传统的数据搬移工 作巳经不现实 ,

因


序就不支持虚拟服务器
,
例 如

, 有些 但你会发现在物理服务器上的集群节 而存储 服务器 出现新的 融合趋势 , 从


E x c h a n g e  S e r v e r 版 本只能在物理服 点性能会更好。 如果 你打算虚拟化你 集中式 走向 分布式 , 从水平走 向纵 向 ,


务器上运行
,

其它版本也仅支持 在特 的集群节点
,

一定不 要将所有的集群 从 计算 为中心转 向 以数据 为中心
,

总


定虚拟化平台 上运行 ,
因此在开始虚 节点全部放到一

台 宿主服务器上
,

因 结为一 句活
, 即在大数据下架构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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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分布式存储的架构 。	虚拟化也不例外。 有利的方面 : 为 多	 5 . 1 冷 t V
r  H i  A  (  C o l d  S t a n d

-


分布式存储网络 ,
是将数据分散 个项 目和环境提供更快的速 度和 灵活	 b y

)


存储 在互联 网的多 台独立设备 上
, 采 性 。 不利的 方面 : 虚拟机的安全 一般	适用情况 : 备份系统未 安装或未


用动态伸缩的结构 设计 , 利用全局调 并未被考虑
, 实施虚拟化时 一

般没有 配置成与主用系统相同或相似的运行


度动态定位存储信息 , 保证存储访问 考虑它所带来的新安全风险 。 从表面 环境 , 应用 系统数据没有及时装人备


的 可 靠性 、 可 用 性 ,
还为 来 自 互联 上讲 , 虚拟化的 B S D 客户端与真正的 份系统。


网不 同角落的请求提供最佳访问路径 , 单个设备具 有同样的安全威胁和 问题
,	缺 点 : 恢 复时 间长 ,

一般要数天


保证再存取的性能 。	这 一点毋庸 置疑 ,
然而

,
主要的 区别 或者更长时间 , 数据的完整性与

一

致


还 在 于 额 外 的 管 理 层 : H y p e r v i s o r 。
性差。 只适合 于商业银 彳了数据大集中


4 安全性	实 际 上 H y p e r v i s o r 是另
一

个 操 作系 初期的要求 。


4 . 1 网络安仝忡	统 , 它管理主机 O C 和 客 户端 O S 之	5
. 2 暖 济投式 ( W a r m  S t a n d

-


在不 同层级的网络设备上部署相 间的通信 。 管理员不用担心单个设备	b y )


应的安全策略或安全产品 , 把安全技 上的单个 B S D
,

而是必须关注操作系	适用 情 况 : 具备备 份 系统 安装


术融入到整个网络中 , 实现对 数据中 统的安全 。	场地 、 备份 主机 、 存 储设备和通信设


心应用的优化 , 提高数据中心的可用性 。	减少 h y p e r v i s o r 主机的受攻击面
,

备 , 备份系统 巳经安 装配置成 与主用


设备准入控制 , 基于安全群组的 避免将操 作系统加入到生 产环境
,

对 系统相同或相似的系统和网络运行 环


策略
, 以及链路层加密

; 防止数据中 h y p e r v i s o r 的安全也有利 ; 使用虚拟 境 , 安装 了应用系统业务定期备份 数


心网络和设备受到 D D o S 攻击 、 网络 防火墙加强 h y p e r v i s o r 安全
;
控制资 据 。

一

旦发生灾难 , 直接使用定期备


主机伪装 , 或者 数据 、 语音流量 窃听 源预防拒绝服务攻击 。	份数据 , 手工逐笔或 自动批量追补孤


等行为 的影响
;
基于 R a d i u s 服务的	立数据 , 恢复业务运行 。


身份验证 、 授权和计费 ( A A A  )
;
端	5 冗灾系统	缺点 : 恢复时 间较长 ,

一

般要 十


口 访 问 控制 列表 ( P A C L ) 、 路 由 器	计 算机信息 、 应用集 中后 , 系统 几小时至数天
, 数据完整性与一致性


A C L  (  R A C L  ) 、
V L A N  A C L  (  V A C L  ) 的运行安全成为风 险控制的焦 点

,
构 较差 。 只适合于商业银行数据大集中


和基于角 色的访 问控制 ( R B A C ) 可 建数据中心容灾系统 ,
用 于减灾容灾 ,

初期的要求 。


以保护用户 权限
,

提高信息保护的灵 使计算机信息系统和数据能够最大限	5 . 3 办、济投: 人 ( H o t  S t a n d b y  
)


活性 ; 控制平面保护和增强 的 、 基于 度地防范 和化解各种意外和灾害所带	iS 用 情 况 : 备 份系 统处 于 联 机


硬件的限速 ; 安全隔离和负载均衡等	来的风险 。 根 据实际需求 、 所 在地域 、

状态
,

主用 系统通过高速通 信线路将


4 . 2	防范的灾难种类和预算投入确 定备份 数据实 时传送到备份系统 ,
保持备份


包括在线数据安全和离线安全。	方式。 容灾的 目的 是让数据在灾难发 系统与生产 系统数据 的同步
,

也可定


通过部署 F W
、

V P N 、 I P S 和病毒 生时 ,
还能被访问 ,

通过实时数据保护
,

时在备份系统上恢复主用 系统的数据 。


墙进行针对性的安全检测和防护
; 对于 保证数据的完整性。	

一旦发生灾难 ,
不用追补或只需追补


数据读取
、
修改 、

删除和上传操作对用	在容灾设计和灾难恢复规划中 ,
主 很少的孤立 数据 ,

备份系统可快速 接


户进行分权控制 ; 安全不仅是
一

个技术 要 采用恢 复能 力指标 ( R P O 和 R T O  )
替主用系统运行 , 恢复生产 。


问题
,
跟管理制度也是息息相关的 。	定量地分析灾难恢复目 标 , 由此形成了	优点 : 恢复时 间短

,

一般几+ 分


4 . 3 虚拟化的左仝	灾难恢复的不同等级 。 根据数据中心的 钟到数小时
,

数据完整性与
一致性最


随 着 虚 拟 化在 数 据 中心 的应用 容灾需求 , 制定容灾系统要达到什么样 好
,

数据丟 失可能性最小 。 适用于 当


增多 , 虚拟 化的好处显而易见 : 为 我 的 目标与层次。 采用不 同的容 备模式
,

前金融行业主流容灾建设方向 。


们提供更大的能力 。 但凡事各有利 弊 , 能够适应不同时期容灾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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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飄


为 积极 应 对 三网 融 合 的激 烈竞


? i
=	争

,
燕山 网 络不仅注重在双向 网络改


造 、 数据业务开展等方面进行统筹规


: ,	划 , 而 且 还积 极 引 进 了 I S 0 9 0 0 0 认


	

_ 細_ ”腾職細

		证体系
’

努力提高网 络传输质 量
’ 增


和 路径的 图纸中的地标和路径换成公 形。 而在实 际规划 设计中 , 往往需要 加 网络传 输功 能 , 提高用户 服务水平 。


司 所规定的统
一

的 有线电 视图 标 , 然 在 A U T O C A D 中设计
一

些表格来进行 同时 随着 G o o g l e  E a r t h 的 不 断 更新


后 删除原 图
,

将未添加地标和路径的 对图 形完善 说明
, 但表格处理功能相 完善和发展

, 与其他 软件的结合未来


图纸以原始大小和 比例插入到模板中 , 对较弱 。 V I S I O 是 一款与 O f f i c e 软件 会在广 电 网络全数字 、 多业务 的 电视


把需要网络 改造的光缆路 由 图完整展 相同的功能
, 具有简单性与便捷性等 系统 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

[ 3 D


现在蒙泰钦 件中 。 图 6 为利用蒙泰钦 特性 。 它 能够将难以理解 的复杂文本


件设计的抚宁县麻姑营村网络改造图 。 和表格转换为一

目 了然 的 V I S I O 图表 。 参考文献 :


综上 所述
,

三 种软件与 G o o
g l

e  当然 V I S I O 图表 与 A U T O C A D 的 结	 [

1
]
李 鉴增 ’ 焦方性 . 有线 电视综合信


E a r t h 结合应 用都能绘制 出
一

个与实 合 , 也可 以在两者之 间方便 、 快捷的 息网技术 . 人 民邮电出版社 , 1 9 9 9 .


际地貌和建筑物相对应的光缆和路 由 进行数据转换 。 但是软件中 自带的设	 [
2

]
金 国钧 . 有 线电视概论 . 人 民邮电


资源 图 , 能够 从图 中标出 光缆的走向 、 置往往无 法满足使用者的工作 习惯与 出版社 ,
2 0 0 4 .


芯数和距 离等 , 为下
一

步进行资源管 特殊需求 。 蒙泰软 件同样也具有强大	 [
3

] 耿国强
, 张红松 . A u t o C A D  2 0 1 0


理提供极大的方便。 的图 形处 理能力
, 能提供多种绘图设 入门与提高 . 化学工业出版社 ,

2 0 1 0 .


计工具 , 自 带 数+ 种模板和图库 , 操
丨

4
]
曹岩 . V I S I O 应用教程 . 化学工业出


4 三种画图软件的比较 作相对简 单 。 但在矢量 图 形制作功能 版社 , 2 o 〇7 .


A U T O C A D 是
一 种具 有 完 善 的 以及输入特殊字符功能方面相对较弱 。 [

5
] 蒙泰彩色电子出版系统 . 2 0 0 4 .


图形绘制 功能 、 强大的 图形编辑功能 以上所述 的是常用三种画图软件
,

各


的 软 件 , 很 适合绘制 比较 复 杂 的 图 有 千秋 , 根 据 自 己使用并结合实际情


6 统一管理	_ 禾丨 J 麻_ _ 縣 , 觀 紐 .


采 用 配 套的 网 管 软件 , 能 够 实 出更加智能的下
一 代数据中心

,
更好	

[
2

]
钟景华等 . 新

一

代绿色数据中


现数据中心的统
一部署 、 监控和管理 。 地服 务于企业

,
加速企业发展、 提 高 心的规划与设计 . 电子工业出版社 .


对数据中心所有设备和服务 器的海量 企业 管理效率 , 降低成本 , 并改善业	 [
3

] 康楠 . 数据 中心系统工程及应


安全事 件进行采集 、 分析 、 关联 、 汇 务的运营方式 。 S D	用 ( 中 国联通专家 团队与你分享实战


聚 和统
一

处 理
,

实 时 输出 安 全 报 告
,	经验与案例 ) . 人民邮电出版社 .


协助管理员及 时掌握数据 中心 的安全 参考文献
:	[

4
] 姚军译 . 虚拟数据中心构建指


状态。 通过 网管 软件可以进行统
一的 [

1
] 张广明 , 陈冰 , 张彦和 . 数据 南 . 机械工业出版社 .


安全事件分析和全策略部署 。 中心基础设施设计与 . 建设电子工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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