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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云存储解析》详细介绍了云存储的由来、业务现状和技术现状，并在此基础上重点介绍了云存储的
需求和应用、技术架构、关键技术、解决方案以及主要相关厂商的产品，最后介绍了云存储与现有存
储的关系，并对云存储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路径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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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P2P应用系统按其网络体系结构大致分为3类。
 （1）集中式P2P系统 该系统采用集中式网络架构，要求各对等端（Peer）都登录到中心服务器上，通
过中心服务器保存并维护所有对等端的共享文件目录信息。
此类P2P系统通常有较为固定的TCP护通信端口，并且由于有中心服务器，只要监管域内访问中心服务
器的地址，其业务流量就比较容易得到监测和控制。
 （2）分布式的P2P系统 此类P2P系统普遍采用随机动态地连接端口，伪装端口，或直接利用HTTP作
为基础通信协议。
但是，由于纯分布式的网络架构将网络认为是一个完全随机图，节点之间的链路没有遵循某些预先定
义的拓扑来构建，因而文件信息的查询结果可能不完全，且查询速度较慢。
采用广播查询的系统对网络带宽的消耗非常大，并由此带来可扩展性差等问题。
 （3）混合式P2P系统 混合式P2P系统目前应用最为广泛。
该系统吸取了集中式和纯分布式P2P系统的特点，采用了混合式的架构。
选择性能较高（如处理、存储、带宽等方面性能）的节点作为超节点（Super Nodes），在各个超节点
上存储了系统中其他部分节点的信息，发现算法仅在超节点之间转发，超节点再将查询请求转发给适
当的叶子节点。
 混合式P2P系统更加适合于提供云存储服务，服务提供商可指定数据中心服务器为超节点，用户计算
单元为叶子节点，以此保障超节点的稳定和服务的连续性，在充分利用用户节点空间和计算能力的同
时，为服务提供更高的保障。
 但是，由于节点闾数据传输量大，P2P云存储对带宽的需求会指数级增加，对节点间带宽提出了相当
高的要求，带宽会成为P2P云存储发展的瓶颈。
 P2P的优点之一是：具有自适应的热点数据多副本的能力，副本数量依据访问量动态变化，访问越多
、副本越多。
如何对副本的空间和使用计费？
这将对传统空间配额和计费处理方式形成挑战。
 综上，P2P云存储由于其诸多优点，如降低了数据中心的压力、充分使用了用户节点的存储空间和计
算能力、充分利用了用户节点间的近线带宽、降低了骨干网带宽的占用，必将成为云存储的发展趋势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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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介绍云存储技术的第一书独到的见解，专业的角度由浅到深剖析云存储多种技术细节通过众多实践案
例，带你穿越云存储“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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