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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与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快速进步导致了分布计算系统的迅速
增加，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人们使用计算机的方式，同时使得人们对计算能力、数据透明访问、高性能
和高可靠性的追求变为现实。
在分布计算系统中，多台计算机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其行为类似于一个单机系统，即登录到系统的
用户不必了解系统中有多少台机器，它们的位置在哪里、功能是什么，文件在哪里，作业在哪一台机
器上运行等任何有关硬件物理分布的细节。
分布式操作系统是实现分布计算系统的核心。
分布式计算指在分布计算系统上执行的计算。
本书主要探讨了运行于独立计算机系统上，通过彼此协作，执行网络服务、网络应用等操作的模式与
方法。
网络服务指在网络上由被称之为服务器的特定程序提供的服务。
WWW、电子邮件（email）、文件传输（FTP）都属于这种服务。
服务器程序仅仅是分布式计算中的客户／服务器模式的一方。
客户／月艮务器模型将在本书后面章节广泛介绍。
网络应用指面向最终用户运行于网络计算机上的应用。
网络应用覆盖了从商业应用（如在线购物车、电子拍卖站点）到非商业应用（如聊天室、网络游戏等
）等应用领域。
网络服务和网络应用之间并没有很严格的区分界限，两者也通常被互换使用。
分布计算的目标是把多台联网的计算机统一起来，让它们共享信息或其他资源，主要包括多媒体系统
、客户／服务器系统、并行计算、WEB编程、移动Agent等。
近年来，我们从事了分布计算应用工作，尤其对在异构环境下的任务调度模型、高校知识网格及其关
键服务模型、WAP应用模型、基于构件的企业信息系统模型、对等网络资源管理模型、基于经济智能
主体的网格资源管理模型等进行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
（1）异构环境下的任务调度模型。
资源调度问题是一个传统问题，在生产和生活中应用广泛。
资源调度问题也是分布计算领域中的关键问题，根据计算机系统中CPU的多少，可以将任务调度问题
分为单CPU调度和多CPU调度。
对于单CPU的调度问题来说，调度策略相对简单，常见的调度策略有：先到先服务、最短作业先调度
、基于优先权的调度、基于轮转法的调度、多级队列的调度、多级反馈队列的调度等。
对于多CPU的系统来说，调度算法涉及很多条件，所以调度算法相对复杂。
根据系统构成的条件，调度算法分为同构和异构环境下的调度。
在同构系统中，目前研究最多的任务调度算法是多处理器调度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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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分布计算应用模型》主要探讨了运行于独立计算机系统上，通过彼此协作，执行网络服务、网
络应用等模式与方法。
主要内容包括：分布计算概述、基于异构环境的任务调度模型、高校知识网格及其关键服务模型
、WAP应用模型、基于构件的企业信息系统模型、对等网络资源管理模型、基于经济智能主体的网格
资源管理模型等。
《分布计算应用模型》文字精练、重点突出，可供分布式并行计算、网络计算、WAP计算等领域的科
技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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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开发阶段是根据在设计阶段形成的本体元语模型，并结合实际的业务领域内容和需求，
使用具体的具有使用和开发效率的本体语言来进行本体的表示。
这个阶段一般由知识工程师使用特定的本体语言开发工具来完成。
在这个阶段完成后，形成可供系统实际使用的本体。
（4）部署阶段是在知识系统开发和使用过程中，使得系统开发人员以及系统用户能够熟悉在开发阶
段所创建的本体含义、作用范围和使用方法。
在这个阶段，设计出来的本体才实际发挥出自己的作用。
（5）评估阶段可以发生在上述的任何一个阶段，例如，在设计阶段中可以评估设计出来的本体元语
模型是否满足分析阶段中所提出的需求模型，在部署阶段评估知识本体的可用性等。
但是，最后还需要综合评估创建本体结构的合理性，本体之间的关系是否满足系统要求以及是否存在
矛盾，创建的本体粒度是否合理，是否支持未来业务的扩充等方面的内容，是否能够合并一些轻量级
本体等方面的内容。
相同的步骤在不同类型的本体上对应不同的内容范围，例如，领域本体的分析阶段，是根据顶级本体
内容、关系和具体领域的业务内容、规则，来分析领域建立领域本体的有关知识模型，而应用本体的
分析阶段是根据领域本体和具体的应用内容、业务要求，来分析应用本体的有关知识模型。
在图3-10中本体构造过程的时间长短用代表不同类型本体构造过程的圆周长度来表示，可以知道顶级
本体创建的时间最长，而应用本体创建的时间最短。
这是因为每种类型本体所表示的概念范围是不一样的。
顶级本体表示的是一般的最普通的概念，它的作用范围最大，它也是最为抽象的，它经常依赖于不同
领域本体之间的共性来创建和更新。
因此它的构造过程是最长的。
同理可以知道领域本体的构造时间比应用本体的构造时间要长。
每种类型本体的构造过程之间通过链条来进行连接和驱动。
链条表示不同类型本体之间的信息传递。
通过链条连接形象地表明每种类型本体构造的周期频率，顶级本体的更新频率最慢，领域本体次之，
应用本体最快。
可以把三个构造过程圆环分别看成驱动轮，这样在此模型中就存在三种本体构造方法。
它们依次是顶级本体驱动法、领域本体驱动法和应用本体驱动法。
顶级本体驱动法是指以顶级本体构造过程作为驱动，首先建立顶级领域本体，在建立顶级本体过程中
通过向领域本体传递相关信息来启动领域本体的构造过程，领域本体构造过程在启动后开始应用本体
的构造，将已创建的领域本体信息反馈到顶级本体的构造过程中。
应用本体驱动法与顶级本体驱动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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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分布计算应用模型(精)》是这一研究成果的展现。
 分布计算的目标是把多台联网的计算机统一起来，让它们共享信息或其他资源，主要包括多媒体系统
、客户/服务器系统、并行计算、WEB编程、移动Agent等。
近年来，作者从事了分布计算应用工作，尤其对在异构环境下的任务调度模型、高校知识网格及其关
键服务模型、WAP应用模型、基于构件的企业信息系统模型、对等网络资源管理模型、基于经济智能
主体的网格资源管理模型等进行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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