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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存储技术基础》主要介绍计算机系统中与存储相关的技术，包括存储器的组成结构、工作原理、存
储管理系统以及网络存储等内容。全书共七章，第一章主要介绍当代存储技术发展的基本情况、存储
需求以及三种常用的存储环境，即DAS、NAS和SAN；第二章主要介绍半导体存储器的基本原理，并
针对常用的半导体存储器，如SRAM等给出了应用实例；第三章重点介绍有关磁盘存储的内容，包括
磁介质存储原理、磁盘工作原理和数据组织结构等；第四章介绍主机环境、连接关系、磁盘阵列和智
能磁盘存储系统等内容；第五章介绍各种类型的存储器如何组成计算机中不同层次的存储系统；第六
章介绍网络连接存储和存储区域网络两部分内容；第七章重点介绍在多处理器计算机系统中如何设计
存储的内容，包括并行处理系统的类型和存储设计实例、数据一致性协议和机群系统存储设计等。《
存储技术基础》可以作为相关专业本科生或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供对存储技术感兴趣的专业人士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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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3 数据的类型及存储演变存储数据可以分为结构化和非结构化两种基本类型。结构化
数据是指形式上整齐且有良好的组织的数据，这些数据一般存储于数据库或者电子表单中。例如，我
们经常使用的Excel表格形式的数据文件、各种名单等。而非结构化数据则没有一定的形式，例如XMI.
。标记的内容，通常以文本方式给出。非结构化数据是没有任何组织的，通常作为整个文档存储为不
同形式的文件，或者保存于内容管理的文件系统中。根据研究机构的调查，目前大约80％以上的企业
信息都是非结构化数据。常见的非结构化数据有论文、音／视频资料、账单、网页、支票、电子邮件
等。数据的存储实际上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在计算机系统发展的早期，对于数据的计算和存储只能
选择集中化模型。在这种模型情况下，处理和获取数据都集中在适当的位置。该模型使得新的应用开
发与利用得不到较快发展。系统对数据的存取可以依据商业需求进行预测，在这种系统下，通常认为
计算能力比实时存取数据能力更加重要。在集中化系统中，用户通过终端连接到主机上并通过主机访
问内部或外部的存储设备。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客户端／服务器模型开始流行，逐步形成了分散式
的存储模型。在这种分散式存储模型中，企业内的业务单元能够访问自己的服务器和存储器。这样，
应用程序就不再排队等待数据的获取和程序的执行了。但是，分布式存储导致了信息的分段化。这样
也会对信息处理和分布管理的均衡性带来一定困难。面对这些分布式存储的需求，网络存储的概念也
随之出现。简单地讲，在网络存储系统中生产部门拥有自己的客户端、服务器和存储器集合，财务部
门也拥有自己的客户端、服务器和存储器，人力资源部门同样具有自己的客户端、服务器和存储器。
网络存储实际上也可以看做集中化存储方式，而且这种方式是目前最好的信息存储形式。网络存储解
决方案的主要优点体现为在每一种情况下，数据都是集中定位并保存在磁盘存储系统上的。网络存储
实现了连接多个计算机到一个中央位置以利用数据的存储和获取，数据能实现更容易的管理、共享和
保护，而且数据具有非常高的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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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存储技术基础》是由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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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1、作为一本2011年出版的书，里面的内容如此老掉牙也是比较奇葩的
2、作为基础知识的补充还过的去
3、用来回顾一些已经在博物馆中的古董，了解缘起，以加强对现代系统的理解有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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