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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云计算实战——可靠性与可用性设计》在明确了云计算、虚拟化、服务可靠性以及服务可用性的关
键术语和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对云计算服务可靠性及可用性的分析，结合云计算所涉及的虚拟化、分
布式部署等技术特点，全面、深入、系统地探讨了云计算系统及服务可靠性的设计、计算、评估、优
化方法。
《云计算实战——可靠性与可用性设计》具有较强专业性和技术性，同时还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对
云计算专业从业人员和科研工作者来说，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学习与参考书籍。《云计算实战——可靠
性与可用性设计》既适用于云计算系统的专业技术研发和工程实施人员，也适合于高等院校通信、电
子、计算机等专业的师生，同时也可为云服务用户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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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本书介绍了云计算基础知识，和可靠性的实现，具有一定的学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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