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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Virtual SAN权威》

内容概要

本书由VMware公司资深虚拟存储专家亲笔撰写，是全球第一本全面、系统讲解Virtual SAN技术的权威
著作。书中从Virtual SAN的部署、安装、配置到虚拟机存储管理、架构细节和日常管理、维护等方面
，深入探讨了Virtual SAN的各项技术细节，并用多个实例详细讲解Virtual SAN群集的设计和实现，为
快速掌握Virtual SAN技术提供系统实用指南。
全书共分为10章：第1章介绍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的基本前提、软件定义的存储的概念及其相关的解决
方案；第2章从物理和虚拟的角度描述了安装Virtual SAN的前提条件和要求；第3章详细介绍安装和配
置Virtual SAN的具体过程，并给出一些部署最优Virtual SAN的实用技巧；第4章介绍基于策略的存储管
理；第5章深入介绍Virtual SAN底层的架构细节；第6章介绍一些虚拟机置备工作流的例子，详细描述
如何使用虚拟机存储策略简化虚拟机部署；第7章介绍常用的Virtual SAN管理和维护流程及任务，并提
供一些常见工作流和与日常工作相关的例子；第8章涵盖Virtual SAN和其他vSphere核心技术及VMware
产品之间的互操作性；第9章利用多个例子来介绍如何设计一个完美的Virtual SAN群集，包括一些容量
规划的练习；第10章讨论可在Virtual SAN环境中进行监控和排错的可用的扩展工具集，并介绍如何利
用这些工具快速诊断并解决Virtual SAN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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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vmware出品，翻译的也不错，有一定基础的可以很快上手。唯一缺点是印刷质量一般。5星。
2、读了之后，可以对VSAN有个入门性的概念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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