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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虚拟化的前景展望 
存储虚拟化技术已为市场广泛采纳并已在Fortune 1000的许多公司中部署，并且会在不久的将

来实施更多的存储虚拟化计划。由存储虚拟化带来的惊喜虽然不胜枚举，但是我们将因此获得

哪些主要优势？不久的将来这些优势又会对我们的存储策略带来什么影响呢？ 
 
虚拟化的时代已经来临 
最近，存储市场对两种主要存储虚拟化架构即带内结构和带外结构的优缺点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详见“存储虚拟化的定义” 一文中有关这些术

语的解释）。对于一个非常重视24x7数据可用性和数据保护的市场而言，这种探讨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作为存储虚拟化时代的一项重要技术，基于

交换机的虚拟化功能的问世，无疑将再次让相关探讨的水平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另外，一项技术不可能适用于所有的客户解决方案。许多商家的日常经营都与全面生产环境的虚拟化息息相关，通过存储管理和部署出色的存储保

护，节省了巨大的开支。其他许多企业对这些解决方案的需求也都非常迫切，而这些应用只有虚拟化平台才能够提供。因此，存储业界目前有必要

对虚拟化可能带来的巨大客户效益重新予以关注，这些效益包括：  

 更好地利用磁盘资源  

 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  

 用于快速恢复的快照和复制 

 集中管理存储 

 

可满足上述存储需求的单点解决方案十分普遍，但是客户越来越需要整合管理与应用，以便节省时间和财力。这种整合不仅包括存储自身，也包括

存储管理和应用，而正是整合推动了新兴存储市场的发展（详见“简化存储资源，实现真正的业务优势”一文）。  

 

能够解决上述所有 IT 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案——集中管理支持，就是一种为混合存储应用奠定了基础的、功能强大的虚拟化产品。唯有虚拟化能够

从分立数据源镜像企业级数据、对整个存储库进行快照和复制，或在多供应商存储阵列中自动配置磁盘。在这一技术水平上，目前尚无其他解决手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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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问题置疑 
但是，并非所有虚拟化解决方案都能用同等的方式创建。需要最终整合存储和存储管理的公司必须考虑虚拟化产品的底层实施问题，以及对环境的

影响程度。必须考虑下列问题：  

 

该技术是否成熟？——一项产品存在于实际生产环境的时间长度是产品成熟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实际客户场所实施的产品种类和规模也是参考标

准之一。一个虚拟化解决方案应足够灵活，以便处理 SQL, Oracle, Exchange, SAP 和其他多种数据组和网络配置。 

 

是否提供真正的价值?—— 仅采用虚拟化技术只会为您带来卷管理和磁盘共享。该平台是否提供了一个快照、复制和镜像解决方案？它是否能方便

地集中管理和控制？  

 

从长远的角度看是否可扩展? ——虚拟化对一个网络分段上某个应用的作用可能是显著的，但是，企业是否可以在整个网络和所有存储中使用该技

术？从一个试用计划到在整个企业范围内部署解决方案，实际成本是多少？它是否能够容纳未来的数据增长、技术和应用？对网络性能有何影响？ 

 

对业务连续性的支持如何？——面向信息使用周期管理(ILM)的发展趋势，使公司意识到，仅仅核心业务数据得到灾难恢复保护是不够的。电子邮

件、文档处理、客户响应管理和其他中级应用正逐渐成为机构的关键任务，因此也成为业务连续性流程的一部分。 

 

智能交换机－下一代虚拟化平台 
随着存储交换机不断获得智能和其他处理功能，虚拟化应该处于存储网络自身的矩阵中。实际上，这一方案同时包含了带内和带外两种属性，这对

于需要短期内升级其存储交换机至更高带宽和最新技术的客户可能更具吸引力。除了为托管虚拟引擎提供经济有效的可升级功能外，智能交换机可

能是运行整个企业快照和复制等应用解决方案的最佳地点，且对生产服务器和应用的性能不会造成任何影响。基于交换机的存储应用也更便于实现

集中管理。可在交换机层次实施升级和新型存储应用，与其他方案相比，在存储网络中的实施对运行的影响最小。此外，在交换机上加载软件与在

主机网络上部署多个带内服务器或单点解决方案相比，成本大大降低。 

 

多协议存储 
在第一次测试中，将 iSCSI 和 FCIP 运用于传统光纤通道(FC) SAN 似乎会妨碍虚拟化的使用，甚至会对 FC 构成威胁。事实上，多协议存储的采用

可以真正提高 FC 和虚拟化的价值。在 iSCSI 中，目前，许多企业都可以将从前由于成本的关系未能连接的客户端和服务器连接到 FC SAN。ISCSI

还使企业能够将其数据网络分段连接到 FC 设备，这一前所未有的举措不仅使设备更有价值，更适用于关键任务，而且也加强了 FC 作为集中管理

点和存储应用地点的作用。现在，FCIP 使 SAN 的孤岛互联和数据远程复制的成本更为低廉，适用于越来越多的企业。目前，更加分散的数据源提

供着更多的数据，基于交换机或基于带外的虚拟化将在保护和增强这种新数据源的管理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对“解决方案”的关注胜过“技术”  
虽然对究竟哪种虚拟化架构功能最强大始终存在争议，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市场正向超出单一技术类型的方向发展，当前讨论的核心日趋集

中于解决方案。这无疑是非常令人鼓舞的，因为越来越多的用户正在部署虚拟化架构，以便支持快照、复制、移植和镜像混合解决方案。智能网络

的部署为交换机注入了更多的智能，并将持续推动虚拟化应用的推广。这些智能交换机将使这些应用更广泛地普及到存储网络中的所有服务器和存

储设备。 

 

如您希望了解思科系统公司解决方案的更多信息，请点击此处 . 

浏览有关存储虚拟化的其他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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