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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nternet 开放环境下,以云服务和移动终端为计算平台,以大数据为内容资源的新一代应用,对云平台的
开发者和云服务提供者提出了诸多挑战.随着大规模分布式应用关注的焦点逐渐从“计算”向“数据”迁移,分布
式云存储技术作为云计算的关键性支撑技术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一方面,持续增加的应用规模对云存储数据
访问的低延迟、高可用、高容错、可扩展等特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计算平台的水平扩展和存储介
质的更新换代给云储存系统性能的进一步提升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源于上述挑战和机遇,近年来,分布式云存储
相关理论、技术和系统方面的研究得到了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广泛关注,研究活动较为活跃.为了总结我国在分
布式云储存方面的最新成果,促进该领域的学术交流,推动进一步研究,我们组织了本专题. 

本专题经过两轮征稿,共收到 18 篇有效投稿,审稿过程历经 5 个多月,有约 20 名相关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参
与了审稿工作.审稿过程共分两个阶段.在第 1阶段,每篇投稿由两位领域专家和一位特约编辑分别审阅,根据评
审结果从 18篇投稿中遴选出 6篇论文作为条件录取.在第 2阶段,通过第 1阶段审稿的论文作者获邀在全国软
件与应用学术会议(NASAC 2016,昆明)云存储专题 Session 中报告交流.特约编辑现场汇总听众意见并复审,进
而提出论文的进一步修改意见.复审及修改结果经由本刊编委会终审认定.经过以上严格程序,最终确定收录 6
篇论文,现概述如下. 

在分布数据管理技术方面,《一种基于跳跃 hash 的对象分布算法》基于跳跃哈希的方法将存储节点映射
到二维矩阵,进而数据对象的分布、定位只需从矩阵的行内/行间计算目标节点的行号和列号,有效提升了数据
分布的公平性、紧凑性和自适应性,并降低了数据查找的开销和数据对象迁移的开销.《基于简单再生码的带
宽感知的分布式存储节点修复优化》基于网络编码实现大规模分布数据的容错存储,结合实际物理网络拓扑结
构,将链路带宽引入到简单再生码的修复过程中,建立了带宽感知的节点修复时延模型,提出了基于最优瓶颈路
径和最优修复树的并行修复树构建算法,实现了低延迟、高修复率的容错存储.《一种自适应文件系统元数据
服务负载均衡策略》针对分布式文件系统元数据管理问题,提出一种自适应元数据服务负载均衡策略.该策略
基于实时的元数据服务器的性能评价模型,自适应地监控和更新元数据服务器的负载情况,并根据服务器负载
指标,实时地完成元数据的迁移,实现负载均衡. 

在面向分布式云存储的底层支撑技术方面,《一种基于小数据同步写的回写 I/O调度器》着重关注普遍存
在的小数据同步带来的 I/O性能瓶颈的问题,提出一种新的 I/O调度器.该调度器可以识别小数据写,并通过对其
他数据块中的数据进行压缩,将小数据嵌入到压缩出来的空间中,从而将小数据和该数据块一起写入到磁盘上,
以异步回写的方式完成小数据的同步写,不仅有效缓解了磁盘的写放大问题,也极大地提高了小数据同步写的
效率.《虚拟化环境下面向多目标优化的自适应 SSD 缓存系统》关注新型存储介质 SSD在虚拟化环境下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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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基于对虚拟机和应用状态的监控,动态检测局部 SSD 缓存抢占状态;基于聚类方法生成虚拟机的优化放置
方案,依据全局 SSD缓存供给能力确定虚拟机迁移顺序和时机,有效缓解 SSD缓存资源的争用,同时满足应用对
虚拟机放置的需求,提升应用的性能并兼顾应用的可靠性. 

在基于分布式云储存的领域应用方面,《面向海量高清视频数据的高性能分布式存储系统》通过对视频监
控数据的特点和传统存储方案进行分析,提出一种高性能分布式存储系统解决方案.不同于传统的基于文件存
储的方式,该方案设计了一种逻辑卷结构,将非结构化的视频流数据以此结构进行组织并直接写入RAW磁盘设
备,解决了传统存储方案中随机磁盘读写和磁盘碎片导致存储性能下降的问题.该方案将元数据组织为两级索
引结构,分别由状态管理器和存储服务器管理,极大地减少了状态管理器需要管理元数据的数量,消除了性能瓶
颈,并提供精确到秒级的检索精度.此外,该方案灵活的存储服务器分组策略和组内互备关系使得存储系统具备
容错能力和线性扩展能力. 

本专题主要面向分布式系统、云计算和大数据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反映了我国学者在上述领域的最新
进展.在此,我们感谢所有向本专题踊跃投稿的各位作者,感谢发起本专题的中国计算机学会系统软件专委会和
软件工程专委会,感谢对投稿论文进行认真审阅并提供宝贵意见的各位审稿专家,感谢细致和辛勤工作的《软
件学报》编辑部的各位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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