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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云计算是一种计算服务模型；广义覆盖可以定义
为公共云计算服务，局部覆盖可以称之为“私有
云”也可称之为专业云。 

2.她是通过网络提供便捷的计算服务的IT基础设施，
其中硬件提供的是基础环境，软件构成的是系统
灵魂，这两个方面的结合是目前解决跨系统应用
的一种广泛服务手段。 

3.云计算是多种计算和服务的综合表现形式，即能
够解决现有系统的整合问题，又能够实现新建系
统的架构需求。 



4.云计算的普遍应用，应该是一种类似于服务
器模式，但是又不同于服务器模式的综合
管理系统，谁把握了今天的云计算的机会，
他就拥有了未来战略的主动权。 

5.目前各个系统相互独立，自成体系数据独享，
由此形成信息孤岛的情况十分普遍，系统
重复投资，如果使用云计算提供服务，就
要便捷和廉价，就能够真正解决分而不散、
合难唯一的IT局面。 

 



6.云计算可以通过互联网，跨系统的解决端到端
的问题。目前局面下，这不但表明云计算的必
要性，真正做到为不同的需求提供便捷、完整
的服务。而且也揭示出其广泛的扩展性。 

7.现在以计算机为核心的各种控制、分析、统计、
加密等系统，是目前IT业发展的主要动态表现
形式，在同一地区中的数据和信息有重叠，实
际上通过云计算服务的整合，可以做到多系统
共享，高效率的重复再用，这不仅时间和空间
上是连续，在IT的发展上也是一个整体。 

 



8.当今IT业发展到现在的阶段，无论是成就还
是经验教训，要解决目前存在的各类问题，
业内有识之士的共同愿望为；与其此时为
图虚名而蹈实祸，不如逐步开放壁垒完成
云计算的整合,实现全面的发展，云计算概
念此时段的出现就是必然结果。 

9.云计算首先要解决“有”的问题，再继续完
善其“好”的问题，这也是决胜各类复杂、
庞大问题的枢纽。 



在跨平台的方法和与环境进行综合配置的
问题上很有潜力。 

其中可以包括以下内容； 

不同数据中心； 

不同服务商； 

 

 

 

 



 现在的自动控制系统，一般是用电脑完成
寻址、寻检、自检、判读、联动等功能，
前端的探测器、摄像头等完成现场的探测
和监视功能，这样的组合就是一个由计算
机完成的有效的自动控制系统，这样多种
自动控制系统的组合，就出现了“专业云
端”的多系统整合问题。 

 而用户可以继续使用原有的投资，并能够
得到更进一步的扩展应用。 

 



 以国家图书馆为例；智能建筑群是我们的
特色，多系统整合的情况就比较突出，我
馆的时时控制报警系统有多个，都是相互
独立，哪个系统都重要，都需要全力以赴，
实际的情况是有可能顾此失彼，特别是两
个以上系统同时刻、异地点警报时由为突
出。例如：消防自动报警系统、防入侵系
统、门禁系统、漏水报警系统、视频系统
以及轨道传送系统、空调系统等。 



 以防入侵系统、轨道传送系统为例阐述；其物
流轨道贯穿主要库区，入侵人员的沿轨道进入
是一个普遍问题，如果是在一个系统内比较好
办，但是以上都是庞大的系统，一个厂商很难
完成，况且如果再有系统交叉，还考虑由一个
厂商来完成，就更加不现实。 

 由于是两个系统且相互独立，通行功能与防入
侵功能相互制约，就是既要保障通行运送能力，
又要防止无关人员的入侵，目前采用的方法是： 



两个系统的软件要编写同一地址，供值守
人员阅读。 

安装各自的控制模块，实现两个系统的寻
址。 

用一个系统内继电器的外接点，接入另外
一个系统的触发设备，在这个环节中还要
考虑控制触发执行机构的时序问题，再由
两个系统按照设定的程序，分别完成各自
的任务。 



以上情况的解决必须做到；在两个系统内
一个地址点、一个地址点的逐个完成。 

这还没有包括消防自动报警系统、门禁系
统、视频系统情况的考虑，如果采用专业
云的概念统一整合，及时解决此类问题要
比现在使用的办法简便、稳妥，并且可以
解决多变、善变和易变的情况。 

 



如果采用人工判读执行的开环模型，就没
有严格准确的标准，且在处理同一问题时
缺乏一致性。 

这不仅仅是实际情况的需要，也是服务者
和使用者的需要。专业云（私有云）现在
跨系统如何处理？就是做到即要趋之利，
又要避之祸的目的。 

除了显示在大的思路和框架中，也要落实
在具体的细节上。 



如果在云计算的综合平台，根据各个系统
重点、要害部门的需求，完成好预定的警
报不同级别，做到同时监控数千个点，准
确跟踪数百个点，严密掌控数十个点，时
时调整联动控制设备，就可以无限趋近于
做到；切合实际、万无一失。 

只有这样的提出问题、讨论问题，在建设
和落实专业云（私有云）方面，才没有决
定性的差距。 

 



能否实现数据存储，是能否实现专业云
（私有云）的基础。 

各种数据的主要存储情况的描述如下，一
个国家全国的视频联网系统的数据量是最
大的存储系统，这是我国现在正在建设的
一个基础项目。 



我以为视频资料比喻较为贴切； 

一般来说图像的数据量是很大的特别是
NVR系统录制和保存的高清视频资料。 

例如；一个摄像头录制了一段30秒的
1280*720的高清视频，其占用的资源是7.9M，
另外一段30秒的1980*1080的高清视频占用
的资源是22M，如果全天连续记录，其规模
不可小视。 

 

 



如果是DVR系统由于前端使用的是模拟摄
像头、视频线或者双绞线传输线路、格式
采用CIF或者D1格式不是高清标准，其视频
资料的规模要小很多。 

 CIF格式通常采取的是隔行扫描的方式，同
时要看设定的清晰度是多少而定；通常默
认的是350线，那么一小时不超过150M，一
天就是3.6G左右。如果设定为480线、720
线则，占用硬盘空间就更大。 

 



 D1格式有：480i格式(525i)：720× 480(水平
480线，隔行扫描)，和NTSC模拟电视清晰
度相同，行频为15.25kHz，相当于我们所说
的4CIF(720× 576); 情况，其视频资料的规模
就是近4倍的CIF格式。 



当前，图像的存储主要使用1T以上的大硬
盘； 如果使用普通的CIF格式，要保障图像
资料可以按预期的存储量，满足国家规定
的最低天数，我经过计算一台16路的标准硬
盘录像机至少需要配备4块硬盘，才能满足
基本需求。 

 



以国家图书馆一个较小规模且普通的视频
系统为例：这个系统共有40台硬盘录像机，
整个系统合计有160块硬盘在全年365天24小
时运行（如果有特殊需求，硬盘的数量可
能还要增加）。事实上每块硬盘都有预期
的寿命，即平均故障时间。 



 以国家图书馆一个较小规模，并且普通的视频系统
为例阐述，一个有40台普通的硬盘录像机的系统，
配备了160块硬盘，就这个数据的情况我们可以分析
一下，假如；一块硬盘的平均故障率为70万小时，
160块硬盘的平均时间就是4375小时，一年是8760个
小时，所以这种一年要换两块。这还没有考虑温度
造成的影响，如果我要再加上备份、容错功能，这
个系统的硬盘量就更大，如果提高摄像头的清晰度，
系统的硬盘还要继续增加，如果硬盘的数量继续增
加，则平均的故障时间会继续下降。以后就跟换灯
泡一样几天就得更换，这是目前的存储情况。 



当平均故障时间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就像
我们平时换灯泡一样，这还没有考虑到数
据的备份、容错等情况，如果考虑到这两
部分的情况，硬盘的数量还会增加，同时
导致平均的故障时间还会继续下降，会出
现硬盘使用的越多运行成本越高的局面。 

所以，提高存储图像资料的压缩比，节省
硬盘个数，保障运行环境等，是保障云计
算系统稳定运行的重要手段。 
 



所有存储设备如果使用硬盘分别放置于硬
盘录像机内，整个系统开机运行后所有的
硬盘就同时连续运转产生的热量较多，但
环境的散热条件却参差不齐，这与硬盘录
像机所置的环境有关，当使用的硬盘不多
时，问题并不突出。 

 



我再谈一谈存储硬盘和温度的问题； 

存储硬盘是由半导体芯片、元器件和旋转
机械构成，运行时造成而温度升高后损害
是最主要的原因，所有半导体器件的参数
都与温度有关，例如；当环境温度升高时; 
会使三极管CB极间的反向电流增加, 会使光
敏器件的暗电流有较大的增加, 也会使二极
管的稳压值发生变化等等。 



这些有害因素的逐步积累就会破坏各种电
路的正常工作值。 

电子设备在工作的同时必须要消耗电力能
源而产生热量。但过高的热量会使设备中
的电子元器件的寿命缩短或永久损害。随
着电子技术的迅猛发展，电子设备过热及
其所处的环境温度过高等问题愈显突出。 



 大量的事实表明，电子元器件的失效随温度升
高呈指数性增长。另外，相近元器件的发热对
周围元器件性能的影响也十分有害。调查显示，
50%以上电子设备所发生的故障，都是由于环
境温度的影响。 

 硬盘温度的升高来自；各种元器件、机械旋转
件和散热条件，使用恒温机柜可以部分改善散
热情况。 

 处理好上述类型的问题，恰恰有较大把握使设
计、建设者首先走出困境。 



 大数据存储面临的问题除了以上所述还有其他
的情况，希望业内同行共同分析和讨论，我们
在建设“专业云”系统时必须做到未雨绸缪。 

 存储问题解决不了，云计算就应用不了。存储
问题解决不好，云计算就应用不好，这是两个
密不可分的问题。 

 目前情况，使用磁盘阵列是比较成熟的考虑。
跨系统整合、架构连带出现的局面，就是大数
据转移存储的问题。 



根据在业内的了解，现在已经有厂商的磁
盘阵列的存储产品是比较完好的，例如；
整个磁盘阵列投入运行后不是全部同时高
速旋转，可以根据需要做到大部分处于休
眠的不运转状态，而且不影响数据存储的
及时性、完整性、可靠性和安全性。 

这样的存储方式才有可能保障实现云计算
的使命。 

 



随着计算机、互联网、的发展，各种实时
系统的不断出现，各种自动控制系统的广
泛应用，专业云（私有云）的概念，是非
常重要的模式，广阔的网络技术可以展开
一系列的各种平台，今后的发展不仅呈现
在系统间的沟通应用方面，还会成为人类
社会的公共资源，不知道这种比喻是否恰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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