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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特色】
国内首部系统介绍软件定义数据中心的专业书籍
众多业界专家倾力奉献，揭秘如何实现软件定义数据中心
理论与企业案例完美融合，呈现云计算时代的数据中心最佳解决方案
【内容简介】
本书从与软件定义数据中心有关的基本概念入手，通过实例介绍软件定义数据中心涉及的技术、应用
、前景。在此基础上，深入介绍构建软件定义数据中心的计算、网络、存储、安全、自动化管理和高
可用性等基本技术，并辅以解决方案和大型实例，力求使读者全面了解当前软件定义数据中心的技术
动态和发展趋势，为实际构建软件定义数据中心提供必要的技术指导。
本书适于作为数据中心分析、设计、研发、管理工程师的技术普及读物，亦可作为高等学校相关专业
课程的教材或参考书。
【本书特点】
1. 软件定义数据中心（SDDC）是一个全新的概念。随着软件定义计算、存储、网络等一 系列技术的
蓬勃发展，软件定义数据中心应运而生。
2. SDDC所涉及的概念、技术、架构、规范都在迅速发展，但又并不同步。我们要展示给大家的是一
个日新月异的领域。
3. 要了解什么是SDDC，至少要回答以下几个基本问题：
SDDC是在什么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是什么驱动了SDDC的演化？它解决了什么问题？
SDDC是由什么组成的（包括软件、硬件、标准等）？
SDDC将向何处发展？
4. 领先企业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未来数据中心的需求不仅是巨大的，而且是非常迫切的，下一代数据中
心技术对于未来互联网乃至整个IT业的技术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名家推荐】
有了以软件定义数据中心为基础的混合云，企业就可以进退有度，游刃有余，加上成功管理新的移动
终端技术，可轻松进入“云移动”时代！这也是为什么软件定义数据中心最近获得大家注意的根本原
因。EMC中国研究院编著的这本《软件定义数据中心：技术与实践》恰逢其时，它会给读者详细解说
怎么实现软件定义数据中心。
—— VMware高级副总裁，EMC中国卓越研发集团创始人 Charles 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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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相当不错，很多部分甚至比专门讲sdn，虚拟化技术之类的书还要清晰明了！
2、续《腾云》后又一本硬货，没有死角的介绍了最新的相关技术
3、朋友写的书一定要捧场。这本书涵盖了SDN，SDS和Virtualization方面的市场上的解决方案。作为
了解到SDDC所需要的所有组成部分的索引非常有用。虽然书上没有太多的作者对于技术方向的观点
的主观内容，但胜在内容详实，覆盖面广。尤其是书后的详尽的参考文献列表可以让有兴趣在某些方
面深入研究的人省了好多网上搜索的时间。
4、硬
5、看完后对于软件定义数据中心有了基本的了解
6、硬货较多，对软件定义的计算、存储、网络直到数据中心各个方面的技术都进行了详细介绍。看
到后面的部分变成了主流产品介绍了⋯⋯虽然作者是为了说明各厂家具体的实现，不过个人总是不太
适应这种方式。整本书还是值得一读的。
7、凑合看，不是很好，干货不多。
8、EMC一线专家的书，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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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软件定义数据中心：技术与实践》的笔记-第162页

        作者从定义、对象、策略三个方面对自动化资源管理进行了阐述，同时介绍了SDDC中的多租户管
理和性能管理，章节中并以vCloud为实例说明了具体的实现方式。不过感觉意犹未尽。

2、《软件定义数据中心：技术与实践》的笔记-第1章 基本概念

        SDDC的基本功能模块：
1.计算
2.存储
3.网络
4.安全
5.自动化管理

文中，“图1-8 软件定义的分层模型”值得看看：
SDC、SCN、SDS之上层是资源监控、统一资源管理、安全策略、高可靠，再上层是自动化流程控制
，再上层就是应用了，如数据库服务、邮件服务等

3、《软件定义数据中心：技术与实践》的笔记-第305页

        比较细致地讲解了AWS数据中心中相关技术的架构和特点，简单的说明了一下原理，但是点到即
止，相当于对官方的文档进行了一个概括、串联和调整。对于想了解这部分内容的人来说，比较节约
时间。
但是结尾有些匆匆，估计也不好写的原因吧，作者只是提到了而已——“有这些接口”，“可以用这
些工具”。

4、《软件定义数据中心：技术与实践》的笔记-第2章 软件定义的计算

        虚拟化平台的架构：
    1.宿主模型 -- 代表产品VMware Workstation
    2.Hypervisor模型 -- 代表产品VMware ESX
    3.混合模型 -- 代表产品Xen、Hyper-V

宿主模型和Hypervisor模型的最直观的区别就是，宿主模型的虚拟层需要运行在宿主的操作系统之上
，而Hypervisor模型的虚拟层是可以直接运行于硬件之上。
而混合模型，Hypervisor只负责CPU与内存的虚拟化，VM的I/O请求会转发到特殊虚拟机ServerVM的
设备模型，它来做I/O请求处理

5、《软件定义数据中心：技术与实践》的笔记-第318页

        很多书在写到自动化时都会提到PPTV，本书也不例外。
PPTV国内自建IDC使用CloudStack，海外通过Azure建立节点，自建的基础设施管理平台也很不错，话
说作为搞运维的口水很久了，无奈自个儿公司就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业务复杂成堆⋯⋯

6、《软件定义数据中心：技术与实践》的笔记-第3章 软件定义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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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储发展的三个阶段：
    1.软件和硬件紧耦合，特定的硬件需要特定的软件支持，如SAN、NAS
    2.软件和硬件半耦合，虚拟化技术对存储进行抽象，如RAID、LVM
    3.软件和硬件松耦合，软件定义阶段，关注控制层的抽象，数据层的实现留给下层的存储软件和硬
件

控制层是对数据的管理策略，它不需要知道数据具体的存储方式，如块、文件或者对象存储，时间损
耗级别是毫秒级
数据层是指具体读写硬件方式，如块、文件或者对象读写，时间损耗级别是微秒级

7、《软件定义数据中心：技术与实践》的笔记-第207页

        以安全为主线，传统和SD的数据中心相结合、对比的方式说明SDDC的安全需求，并结合实例进
行说明（当然，也有木有实例的）。分层、多样化、协同、统一才是SDDC所需要的安全。

8、《软件定义数据中心：技术与实践》的笔记-第137页

        SDN定义是通过分离网络设备的控制层面与数据层面，将网络抽象为API提供给应用层，从而构建
开放可编程的网络环境，结合底层各种资源虚拟化，实现网络的集中控制管理。SDN有基于网络和基
于主机为中心的两种方式，具体实现则以OpenStack中的Neutron为例进行了介绍。其中Nicira的NVP已
经变成了VMware的NSX了。

9、《软件定义数据中心：技术与实践》的笔记-第2章 软件定义的计算

        虚拟化技术的核心就是对物理资源的抽象，实现上通过提供一套统一接口来隐藏物理层的差异。
计算虚拟化就是对单个物理服务器或者网络中的CPU、内存、I/O设备等资源进行整合、抽象和虚拟
化。

“图2-1 虚拟化系统架构” 描述了完整的服务器虚拟化平台的几个部分：
    从下到上，底层物理资源-&gt;虚拟机监控器(VMM)-&gt;虚拟机
    其中虚拟机包括抽象化的虚拟机硬件和虚拟机操作系统。
这里的VMM指的是底层物理层与虚拟机之间的虚拟层，跟VMware中的VMM概念有些区别，VMware
中的VMM是与上层虚拟机一一对应的进程、Hypervisor是虚拟层。

图2-2～图2-4分别是VMware ESX、KVM、Xen的产品架构。

10、《软件定义数据中心：技术与实践》的笔记-第3章 软件定义存储

        传统存储：
    RAID、DAS、SAN(FC SAN / IP SAN)、NAS

挑战：
    1.扩展性需求，容量和性能的考虑
    2.供应商绑定的问题，存储产品较封闭，导致技术壁垒和高成本
    3.多租户、云规模的服务支持、动态定制的数据服务、直接服务虚拟网络的应用等需求

软件定义存储，像其他的“软件定义(虚拟化)”一样，将物理资源进行抽象，这里就是将物理存储设
备抽象成一个统一、虚拟、共享的存储资源池。将存储设备功能抽象为控制和数据平面，并把控制模
块从硬件中分离，抽象出接口，以服务的形式提供给用户。

Page 11



《软件定义数据中心：技术与实践》

11、《软件定义数据中心：技术与实践》的笔记-第58页

        从CPU、内存、I/O三方面虚拟化展开介绍，主要介绍了各方面虚拟化所使用的技术及原理，并
以VMware ESXi和Xen为实例进行讲解。作者主要讲解了各方面技术，但是点到为止。

12、《软件定义数据中心：技术与实践》的笔记-第90页

        传统存储方式存在着不灵活、不易管理、无法支持新型IT应用场景需求的诸多问题，存储虚拟化
虽然出现，但是应用上依然存在局限，而软件定义存储的应运而生，解决了更多的问题。架构方面介
绍的相对简单。典型实现中，虽然EMC的ViRP更加贴合软件定义存储的概念及其应用场景，但是个人
对ScaleIO比较感兴趣，它利用分散个体中的独立存储，汇聚成为“一个”全新的存储设备。当然，比
外置存储设备有一些局限，但是这是独立机器较多场景下的一个好的利用方案。

13、《软件定义数据中心：技术与实践》的笔记-第24页

        介绍了数据中心发展史，SDDC出现的原因，当前的架构及分层情况，发展现状。巨头们根据自身
需求来构建所需的环境，也有企业提供SaaS、PaaS相关服务。但依旧是百家争鸣的状态，缺少统一的
规范和标准，

14、《软件定义数据中心：技术与实践》的笔记-第1章 基本概念

        数据中心(Data Center)是数据集中存储、计算、交换的中心。

SDDC是在什么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20世纪60年代，计算机“大”“奢侈”，一台计算机就是一个数据中心，故数据中心没有如今概念上
的专门的网络和存储，并且配了一堆管理人员；
20世纪80年代，大量廉价的微型计算机出现，数据存储呈分散的趋势，信息交换靠的是磁盘/磁带而不
是网络；
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操作越来越复杂，开始将大型任务集中，CS模式流行起来，出现了局域网和广
域网，网络设备从计算机中独立了出来；
21世纪，互联网出现和普及，公司的运营对于IT设施的依赖越来越高，每个公司都需要自建“机房”
，这样就出现了IDC(Internet Data Center)，以及以运营数据中心的公司；跨地域的机构(跨地域的就近
访问数据和计算需求-&gt;跨数据中心的计算需求)推动了多个IDC之间的互联互通，数据中心间通过高
速网络连接，出现云计算雏形。这个阶段是“软件管理的数据中心”，这个时候，还是物理节点的概
念，即以一台计算机提供服务；
这就是数据中心的发展史，是软件定义数据中心的基础。

15、《软件定义数据中心：技术与实践》的笔记-第183页

        讲解了流程编排在自动化及智能化中的作用，说明了流程编排系统的构成，介绍了实施的方式方
法，并通过vCloud和System Center为例介绍了工作流的管理。

本章介绍的内容和之前所使用的PA或者称之为OO一模一样，但是用不逢时罢了。当然，这套工具，
即使在现状中也无法使用，因为共性太少，差异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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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软件定义数据中心：技术与实践》的笔记-第1章 基本概念

        “软件管理的数据中心(21世纪)”到SDDC演化的驱动力：
1.机器太多了，管理太复杂
2.机器利用率太低，浪费资源
3.应用迁移困难：应用与硬件、存储、网络环境关联性太强，硬件等的变更会对应用造成很大影响
4.存储需求增长太快，在“软件管理的数据中心”时代，管理软件学习成本高，即管理成本越来越高
所以，需要将数据中心的各个组成部分从硬件中抽象出来、集中协调与管理、统一提供服务。虚拟化
技术是像SDDC演化的技术支撑。
虚拟化的本质是将一种资源或者能力以软件的形式从具体的设备中抽象出来，作为服务提供给用户。
计算虚拟化、网络虚拟化、存储虚拟化等，让数据中心能够按需分配，而不是按业务(物理节点)来分
配，这样实现了利用软件来抽象资源，实现资源与具体硬件分离。
虚拟化之后，资源的管理与安全成为了新的需求。
再后来，简化管理员工作的需求，推动数据中心的自动化流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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