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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话存储（终极版）》

内容概要

网络存储是一个涉及计算机硬件以及网络协议/技术、操作系统以及专业软件等各方面综合知识的领域
。目前国内阐述网络存储的书籍少之又少，大部分是国外作品，对存储系统底层细节的描述不够深入
，加之术语太多，初学者很难真正理解网络存储的精髓。
《大话存储(终极版)》以特立独行的行文风格向读者阐述了整个网络存储系统。从硬盘到应用程序，
对这条路径上的每个节点，作者都进行了阐述。书中内容涉及：计算机IO基本概念，硬盘物理结构、
盘片数据结构和工作原理，七种常见RAID原理详析以及性能细节对比，虚拟磁盘、卷和文件系统原理
，磁盘阵列系统，OSI模型，FC协议，众多磁盘阵列架构等。另外，本书囊括了存储领域几乎所有的
新兴技术，比如机械磁盘、SSD、FC/SAS协议、HBA卡、存储控制器、集群存储系统、FC SAN、NAS
、iSCSI、FCoE、快照、镜像、虚拟化、同步/异步远程复制、Thin Provision自动精简配置、VTL虚拟
磁带库、数据容灾、应用容灾、业务容灾、性能优化、存储系统IO路径、云计算与云存储等。
其中每一项技术作者都进行了建模和分析，旨在帮助读者彻底理解每一种技术的原理和本质。本书结
尾，作者精心总结和多年来在论坛以及各大媒体发表的帖子内容，超过一百条的问与答，这些内容都
是与实际紧密结合的经验总结，颇具参考价值。
《大话存储(终极版)》第一版于2008年出版，受到业界一致肯定，历经6年技术沉淀重装出版。
《大话存储(终极版)》适合初入存储行业的研发人员、技术工程师、售前工程师和销售人员阅读，同
时适合资深存储行业人士用以互相切磋交流提高。另外，网络工程师、网管、服务器软硬件开发与销
售人员、Web开发者、数据库开发者以及相关专业师生等也非常适合阅读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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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过多个省级网络架构，曾经为多个知名企业设计了存储子系统架构，在某知名企业担任DB2数据
库管理员，设计并主持实施了DB2数据库以及SAP系统的整合容灾项目。作者曾经在中国民航总局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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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息的哲学－从信息到数据再到数据存储》，发表于《信息存储》2006年11月15日刊。
3、《论存储领域各种通信协议之间的相互作用》，发表于《信息存储》2006年11月15日刊。
4、《分而治之－论当今存储集群的发展趋势》，发表于IT168网络存储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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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想对存储有些了解，所以买了这本书。范围从单个磁盘到盘阵，到存储区域网络，都有所介绍。
技术细节也有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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