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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民航信息基础数据较多&使用存储信息容器数量不足的平台存储信息时&出现基础数据交互效果不佳的问题$为

此&提出基于
+"DD

架构的民航信息基础架构云平台设计$采用磁盘阵列的方式进行数据存储&利用遥感数据*软件*计算机*

网络等技术&实现遥感技术的远程应用$利用云终端通过虚拟桌面服务实现虚拟页面展示$构建民航信息基础架构云服务平台&

根据民航信息基础云服务数据通信流程&设计多种功能模块&使用虚拟映射算法&模拟各个模块间的协同性&满足实时通信需

求$测试结果表明&该平台最大吞吐量为
':';<46

+

=

&最小吞吐量为
":,;<46

+

=

&且航行数据平均差较小&数据吞吐效果和排列

结果都与理想情况一致$具有数据传输和交互效果$确保了民航信息基础云服务的运行精度%

关键词!

+"DD

架构$民航信息基础架构$云平台$数据交互$虚拟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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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民航公司将现代科技与航空信息技术相结合&以提升

民航信息基础的服务效能&该平台可以规范化日常的维修

问题&并且可以自动处理用户的常见问题%通过智能云平

台&逐步将专业远程服务软件*防伪税控软件*建立服务

热线*统一服务入口*闭环电话*远程上门服务*满意度

测评&民航公司与国际数据部门&航空业务部建立了广泛

的合作关系%目前&大多数的信息系统都是用手工书写&

存在着大量的人力成本&缺少规范化*时间*内容不透明*

信息不透明*管理复杂等制约因素&迫切需要构建一个能

满足各方面需要的信息支撑平台%为此&张勇等人提出了

一种调控云平台
/FFZ

层技术&在监控中心的引导下&利用

此技术与各节点共同部署监控云平台%以云计算为核心&

为电网监控业务设计核心
/FFZ

!监管云基础设施即服务"

层架构&实现监管云平台硬件资源的虚拟化 !共享和动态

部署"*数据标准化和应用服务&并为监管业务提供云服

务&从而实现民航信息基础设施云服务'

%

(

$曾佑伟等人提

出基于云平台的仿真软件设计方法&将海量的云资源封装

到
-?13HT

容器中&通过建立
A

+

Z

结构将
-?13HT

容器的供

应端连接起来&使得海量的云资源可以被分类存储&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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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模拟软件的支撑下&对分类存储的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实

现了民航信息基础设施云服务'

"

(

%由于民航信息服务产生

的信息较多&单纯使用上述两种方法存储信息容器数量不

够&导致民航信息基础云服务效率不佳%为此&提出了基

于
+"DD

架构的民航信息基础架构云平台设计%采用磁盘阵

列的方式进行数据存储&利用防火墙技术&将
%#;

和

L9E

相结合&利用遥感数据*软件*计算机*网络等技

术&实现遥感技术的远程应用%搭建基于
+"DD

架构的民航

信息基础架构云服务平台&采用虚拟映射算法来确保数据

的安全&并加速数据交互%实验结果表明&本文平台具有

良好的通信功能&使用本文平台最大吞吐量为
':';<46

+

=

&

最小吞吐量为
":,;<46

+

=

&与理想值一致&并确保了民航信

息基础云服务的运行精度%

?

!

平台结构设计

+"DD

平台是一种可移植性强*平台独立性强*多操作

系统支持的企业级
+F[F

平台&便于系统的开发与部署'

$

(

%

+"DD

标准架构与标准化的组件使
+"DD

成为平台厂商能够开

发出功能强大的产品的良好平台&基于该思路&设计了基于

+"DD

架构的民航信息基础架构云平台&结构如图
%

所示%

图
%

!

基于
+"DD

架构的民航信息基础架构云平台结构

由图
%

可知&采用
+"DD

体系结构&将不同的应用资源

集成到一个容器中&便于海量的云资源的存储%每一个集

装箱内都有一个单独的部件&用于对其进行分析和使用'

'

(

%

?A?

!

磁盘阵列

在物理上&采用磁盘阵列的方式进行数据存储&而

_>W

采用了千兆位交换机&用于对虚拟
>W

系统中的实体

节点进行监控*备份和迁移'

(

(

%利用防火墙技术&将
%#;

和
L9E

相结合&方便了移动云终端的使用%在图
"

中显

示了磁盘阵列的结构%

由图
"

可知&该结构是由千兆交换机*机柜*万兆交

换机组成的%使用综合布线的网络机柜&通常是用来放置

终端交换设备的&网线主要从通信线缆中抽出&与网络机

柜上下方依次连接&方便观察和保护线缆'

,&

(

$万兆交换

机可以有效地整合网络&一秒钟可以处理
%#;

以上的数

据%当用户使用万兆端口时&可以减少网络故障出现的

概率'

*)

(

%

在处理器方面&采用较高处理能力的
W>R

&在
W>R

内核数量充足的情况下&可以有效地改善
W>R

的处理能

图
"

!

磁盘阵列结构

力%在网卡方面上&万兆光纤网卡可以满足大部分的业务

要求&具有功耗低&相对稳定&布线方便等特点%就内存

容量而言&在选择
"(,;A

的硬盘时&使用
--̀ '

内存来

提升性能%从硬盘的性能角度来看&计算服务器的硬盘性

能和容量只用于虚拟化的基础主机&而虚拟机的存储*文

件的读取和写入等性能都反映在后台存储的性能上%在虚

拟化软件的运行条件下&可以适当地减少硬盘的性能和容

量需求%

?A@

!

数据库

数据层主要负责数据库的处理&针对民航信息资源的

不同&将其划分为结构和非结构两种%其主要包括以下两

个方面)一是
ZcJ

将结构数据与基于
P

X

<F64=

技术的
Q4[H

数据库链接$另一方面&为非结构化数据提供了
Q<F=H

数

据库的
E?ZcJ

连接%任务跟踪器可以用作任务跟踪器的基

本资源分配%数据收到
>HT=4=6H26DNH1O64?2

命令后&

0

?<

被

定义为系统的基本组件资源%任务是基本资源配置单元%

此轮任务是为云计算提供持久支持而定制的%

?AC

!

访问控制

云平台中资源数据访问主要包括两个主要模块)民航

信息资源文件数据读取与存储的模块&负责对将民航信息

资源数据写入和读出平台的分布式文件系统&由民航信息

资源数据写入功能的民航信息资源存储模块接口和民航信

息资源从平台文件系统中读取功能资源数据接口
"

个部分

组成%

LDA

访问控制系统采用
+"DD

主流的
ZZQ"

模型
5

视图2控 制 !

P_W

"框 架%在
ZZQ"

的 开 发 架 构 中&

Z6TO=6"

是一个视图层&它的内部
R̀ J

筛选器和栏截器机

制&可以根据用户在概要文件
=6TO=6:NUB

中预先设定的映

射关系&向相应的进程操作程序发送请求&并在执行阶段

调用逻辑
AHF2

对象来进行数据处理%

?AB

!

用户权限控制

用户权限管理是民航信息基础设施云计算平台的发展

和部署的关键%第一个层次是使用者&第二个层次是角色&

第
$

个层次是系统%模型将模块化的权限从使用者的模块

化权限中分离出来&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用户和角色*模

块化权限 !中间阶层"的关系$使用者的权利与模组的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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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没有直接的联系%用户和角色的关系就是一一对应的关

系%同时&角色和系统模块之间有着过多的联系&在系统

模块中设定了具体的操作权限 !浏览&添加&修改和删

除"%在访问该模块时&用户可以根据角色的权限进行访

问%若无权限&将会发出讯息&停止运作%该系统采用分

级管理方式&实现了对平台数据的每个步骤的授权判定和

认证&确保了系统的安全*稳定%

@

!

基于
a@ZZ

架构的民航信息基础架构云服务平台

设计的民航信息基础架构云服务平台&如图
$

所示%

图
$

!

民航信息基础架构云服务平台

由图
$

可知&该平台是由服务层*虚拟化层和资源池

层组成&详细内容如下所示%

@A?

!

服务层

云服务客户端在用户接入云端后运行&注册成功后&

用户即可登录并使用该平台&用户可以在其授权范围内检

索*浏览*下载各种数据'

%#

(

%在此期间&遥感信息成为一

项能够查询和查询数据的数据服务%

应用服务层设计主要将处理层的数据&主要是通过办

公软件集成*仪表盘*静态报表*网络展示等多种形式&

为民航生产一线和运行监测中心的业务需要提供个性化的

服务&为民航生产一线作出准确的决策&

确保信息基础设施服务的安全有序&提升云平台运营

的智能化水平%

@A@

!

虚拟化层

云计算最大的特点就是虚拟化&它将计算机的软件*

硬件*连接网络等全部虚拟化&然后放在云计算平台上&

进行统一的管理和服务'

%%

(

%在云计算平台上&虚拟机是一

种非常有效的虚拟资源%云计算平台上的虚拟机可以作为

一个业务项目直接向客户或为其提供虚拟化的服务%

在云计算平台的应用中&虚拟化层的运行对系统的利

用率有很高的要求&因此&必须将服务器的利用率与
W>R

的利用率相结合&从而实现对系统调试时出现的问题进行

控制%虚拟机的设计对于虚拟化层运行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通过多台虚拟计算机的并行操作&实现对虚拟仿真系统的

综合应用%

在虚拟化层进行民航信息基础设计时&要根据虚拟属

性信息的聚集特性&确定虚拟层的硬件信息运行要求&确

保虚拟化层的软件设计&能够在清楚地确定硬件资源运行

模式的情况下&能够满足云计算平台的优化构建要求&从

而有效地实现虚拟属性信息的价值%虚拟信息的调动过程&

也可以根据虚拟机的特性&对虚拟化层的特性进行分析&

从信息负荷的角度来看&根据负载和业务的动态特性来构

建云计算服务平台&根据云计算的特性&对其进行功能和

实用性的分析&为满足集群设备的应用需求提供了良好的

环境%

@AC

!

资源池层

通过向云服务中心登记用户&可以根据用户的需要对

遥感数据进行处理&生成用户需要的具体信息%云服务中

心具有存储典型业务服务平台和系统配置的能力&可以完

成对业务的打包*自动化发布&并且可以快速地为多个客

户提供服务'

%"

(

%利用遥感数据*软件*计算机*网络等技

术&实现遥感技术的远程应用%

资源层设计的主要目的是)利用统一的数据平台&将

航空公司的数据进行集中的收集*储存&并制定量化的数

据分类*安全分级标准及相关的标准和方针&将数据中的

无效数据过滤和消除&并且仅处理具有潜在值的数据%严

格控制数据安全&以提高数据有效性*标准化和安全性&

并为数据交换*数据处理*挖掘和预测创建一个全面一致

的数据库%突破目前航空管制数据来源多&格式多&数据

处理复杂等问题&提高了数据处理平台的搭建和操作的有

效性%保障航空公司各个层面的数据利用&保障航空公司

的个人信息保密和信息的安全性&并使其成为航空公司的

一项宝贵资源%

另外&资源池层的设计工作根据负载均衡器的运行特

性设计%根据资源负荷方式和动态监测方式&可以利用更

多的物理主机运行业务特性&扩展资源负荷功能&并结合

民航信息管理工作对信息资源回收利用的需求&对资源池

层的信息回收功能进行明确%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充分利

用资源池层在集群部署上的技术优势&从而为主机系统的

虚拟技术进行最优的处理操作%

C

!

平台功能设计

CA?

!

民航信息服务云服务功能设计

从云计算平台设计的角度来看&将系统模块硬件资源

管理和控制方案相结合&实施民航信息资源运营系统的建

设和处理&可以大大提高和保证硬件资源与云计算平台连

接的完整性&更多的共享信息资源可以基于云计算平台的

设计特征来完善云服务功能%此外&由于其基础架构优势&

模块化计算机系统能够与云服务功能部门进行精确对接%

民航信息服务云平台集成了数据的通讯和存储两方面

的内容&平台采用了虚拟映射算法来确保数据的安全%基

于
+"DD

应用服务器&在不损害原始功能和技术标准的情况

下&通过拓展新的功能模块*服务和二次开发功能&可以

根据市场的需求&建立一个面向市场的信息化云计算服务

应用和二次发展平台%基于此&设计的民航信息基础云服

务数据通信流程&如图
'

所示%

由图
'

可知&此平台分别设计的子系统功能模块如下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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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的民航信息基础架构云平台设计
#

%)(

!!

#

图
'

!

民航信息基础云服务数据通信流程

%

"用户登录)

当使用者在云端平台上启动时&系统会自动检测证书

的状态&当使用者使用授权后&会产生一个
8?3H2

标记以

供后续验证%

单点登录 !

ZZ.

"是最流行的业务集成解决方案之一%

ZZ.

的定义方式是&多个应用程序系统中的用户只需登录

一次即可访问所有相互信任的应用程序系统%该平台利用

耶鲁大学
W9Z

项目&具有最先进的设计理念*合理的架构*

简单的配置*广泛的客户端支持和成熟的技术%

"

"开票软件)

将纳税人识别码*分机号从金税板中读出&与本地登

记册相对照&如有不符&则自动下载安装%通过与系统的

比对&验证了软件的版本号&实现了版本的控制%

$

"旅馆业治安管理)

使用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房间数量和类型进行维

护&并能实时显示当前的房间状态%在办理入住手续时&

按 /没有0键&由二代身份证阅读器和身份证扫描器向派

出所发送身份证件'

%$

(

%

'

"一键求助)

用户只需要一次紧急求助&就能根据使用者的身份&

以及最新的政策变动&找出问题的地点&如果找不到&就

直接进行远程处置&实在不行&就让技术人员去解决%

(

"服务费缴纳)

在服务费的支付界面上&会有当前用户的纳税人识别

号*酒店公安编号*公司名称*服务费到期时间*缴费金

额*发票信息等信息&在用户确认后&会生成一张自动生

成的二维码&并打印出相应的电子合同'

%'

(

%

,

"法律服务)

用户可以通过对自身业务领域中的关键词进行检索&

并通过对多年合作伙伴的法律争议数量和类型进行调查&

对其进行评估%

&

"访问权限管理)

支持具有多个用户角色和级别的多用户权限管理&并

为用户提供灵活的分区和分散管理%连接
>FFZ

公共资源管

理系统中的授权服务&进行身份验证&实现统一的用户登

录%具有修改*查看模型预订的全局参数配置功能%更改

配置信息后&无需重新启动服务器即可生效%支援节点名

称*服务地址*日志等资讯的组态%

*

"模型数据发送%

)

"在云模式数据发生改变时&需要向一个或多个用户

发送修改的模型数据$在改变云模型之后&可以实时订购

模型数据&并及时更新到用户所在的数据侧数据库$相同

的变更模型数据可以传输给多个用户%

%#

"订阅管理)

模式订购触发管理功能只在云端提供&它可以在云数

据库表格中建立触发机制&从而实时地了解云端的增量变

动数据%云订阅管理可以在云和源数据页面上查看订阅关

系&而云无法在源数据页面自定义订阅关系%

%%

"资源管理)

对于物理和虚拟资源&将显示
/==Z

资源和配置&管理

资源规格和安排&并提供在线流程和统计报告功能%

%"

"消息推送)

该系统提供了
$

种消息类型&普通*提示*告警&通过

弹出窗口方式向使用者发送信息&方便了使用者对重要信

息的及时回馈&同时也避免了二次开发者花费时间去研发

新的信息特性&而直接使用正确的信息推送函数%

CA@

!

虚拟映射算法

民航信息基础云服务在业务流程中&各业务模块之间

的协作关系决定了系统的运行效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采用了虚拟映射算法&在虚拟机上部署了不同的任务&从

而确保了民航信息基础云服务的运行效率%在这一进程中&

每个步骤都会加速数据交互'

%(%&

(

%

根据民航信息基础云服务通信需求&计算
+"DD

架构下

的平台通信性能&可表示为)

S

6

.#

%

S

1

7

O

,#

"

S

4

!

%

"

式 !

%

"中&

#

%

*

#

"

分别表示折算因子$

S

1

7

O

*

S

4

分别表示

W>R

性能和内存大小%

在此基础上&民航信息基础架构云平台映射到
+"DD

架

构镜像的映射关系可描述为四元组
&

)

&

.

/

S

6

&

I

6

&

-

6

&

\

6

" !

"

"

式 !

"

"中&

I

6

表示民航信息基础架构云平台映射到
+"DD

架

构镜像后&

+"DD

架构镜像间的通信集合$

-

6

表示
+"DD

架构

镜像上所部署的计算性能需求集合'

%)"#

(

&即
/

>

$

\

6

表示

+"DD

架构镜像上所部署的民航信息基础架构云平台各个模

块间的通信需求综合集合&即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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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

!!

#

!!

以式 !

$

"为约束条件&当其计算结果小于等于
%

时&

+"DD

架构镜像计算能力较低&该指标越低越说明映射结果

越优&也由此说明民航信息基础架构云平台各个模块间的

通信效率较高&有效保证了民航信息服务任务能够顺利

执行%

B

!

平台测试

基于
+"DD

架构的民航信息基础架构云平台在完成设计

后&为保证平台功能能够达到预期效果&需要对平台的各

个功能模块进行性能测试&避免功能异常%

利用大数据分析平台&对民航信息数据进行存储*计

算和分析&将通信*导航*监视*气象*空域信息*航线

信息*陆空通话*广播广播和电子进程单等信息&通过相

关的技术进行采集&存储在数据库中&并且在分布式文件

存储器中通过不同的数据交换部件进行存储&有效地将各

类民航信息进行集成%

BA?

!

通信功能测试

如图
(

所示&为基于
+"DD

架构的民航信息基础架构云

平台的实际运行环境%

+H2342=

和
W/Z]̀ W

安装在
L42V?\=>W

上&而
W?26T?BR246

和
J%

测试工具安装在
J42ON>W

上%此处

使用两个显示器%然而&当有多台主机时&可以使用显示切

换器来共享显示屏&从而节省空间和成本并便于操作%

图
(

!

通信功能测试环境

对于平台通信功能的测试&如表
%

所示%

表
%

!

平台通信功能测试

测试序号 客户端证书 后台证书 测试结果

% ZZJ!1T6 ZZJ!

7

YN

客户端使用正确证书&后

台使用正确证书&证书解

密正确

" G6NN!1T6 G6NN!

7

YN

客户端使用正确证书&后

台使用错误证书&证书解

密失败

$ 6̂!1T6 6̂!

7

YN

客户端使用错误证书&后

台使用正确证书&证书解

密失败

' =HT[BH6!1T6 =HT[BH6!

7

YN

客户端使用错误证书&后

台使用错误证书&证书解

密失败

由表
%

可知&只有在客户端使用正确证书&后台使用

正确证书&证书才能得到有效解密%在有效解密的情况

下&输入数据和返回数据能够精准传输到平台中&说明基

于
+"DD

架构的民航信息基础架构云平台具有良好通信功

能%这是因为本文平台采用磁盘阵列的方式进行数据存

储&利用防火墙技术&将
%#;

和
L9E

相结合&利用遥感

数据*软件*计算机*网络等技术&实现遥感技术的远程

应用%

BA@

!

数据交互测试

为了验证基于
+"DD

架构的民航信息基础架构云平台设

计合理性&实验平台选用
P98J9A

软件&

W>R

为
%,W?TH

$

PHU?T

X

为
%"*;A

$

-4=3

为
$8AAF2V\4V6G

为
%###P<

+

=

%

运行
a_P

虚拟机&配置)

W>R

为
"1?TH

$

PHU?T

X

为
';A

$

-4=3

为
(#;A

$

AF2V\4V6G

为
%###P<

+

=

%在
P98J9A

平

台搭建云平台实验环境&具体如
,

所示%

图
,

!

实验环境拓扑图

由图
,

可知&

PF1G42H%

是防火墙后的文件服务器&可

提供文件传输服务*安全服务*远程服务$

PF1G42H"

是提

供文件传输服务和远程服务的内部数据库服务器$防火墙

允许用户访问两台服务器的相应服务&并阻止其他服务%

本文从吞吐量和排列角度分析民航信息基础数据交互情况&

并将该平台与文献 '

%

(提出的调控云平台
/FFZ

层技术架构

设计和关键技术*文献 '

"

(提出的基于云平台的
Z4̀ .Z

仿

真软件进行对比分析%

':":%

!

吞吐量测试

将
$

种方法数据吞吐量进行对比分析&如图
&

所示%

由图
&

可知&使用文献 '

%

(平台最大吞吐量为
,:#;<46

+

=

&最小吞吐量为
%:*;<46

+

=

&与理想值相差较大$使用文献

'

"

(平台最大吞吐量为
(:,;<46

+

=

&最小吞吐量为
%:$;<46

+

=

&

与理想值不一致$使用本文平台最大吞吐量为
':';<46

+

=

&最

小吞吐量为
":,;<46

+

=

&与理想值一致%

通过上述分析结果可知&使用本文平台能够控制数据

吞吐量&说明使用该平台民航信息基础数据吞吐量具有良

好控制效果%这是因为本文方法搭建基于
+"DD

架构的民航

信息基础架构云服务平台&采用虚拟映射算法来确保数据

的安全&并加速数据交互%

':":"

!

民航信息基础数据排列测试

理想情况下的基础数据排列应该是规整的&如果混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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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的民航信息基础架构云平台设计
#

%)&

!!

#

图
&

!

$

种方法数据吞吐量对比分析

则将影响数据交互效果%基于此&令用户登录数据为
c%

*

开票软件数据为
c"

*旅馆业治安管理为
c$

*一键求助为

c'

*服务费缴纳为
c(

*法律服务为
c,

&将
$

种方法民航

信息基础数据排列进行对比分析&如图
*

所示%

图
*

!

$

种方法民航信息基础数据排列对比分析

由图
*

可知&使用文献 '

%

(平台基础数据排列杂乱&

通过该方案交互的数据容易出现数据重复*丢失情况$使

用文献 '

"

(平台小部分基础数据排列规整&大部分基础数

据排列杂乱&通过该方案交互的数据也容易出现数据重复*

丢失情况$使用本文平台基础数据排列规整&通过该方案

交互的数据能够获取一个全面且不重复的交互结果%

':":$

!

航行数据平均误差测试

依据上述内容&将该平台与文献 '

%

(方法*文献 '

"

(

提方法进行对比分析%对
$

种方法航行数据平均误差进行

对比分析&如图
)

所示%

使用该平台的导航数据的平均误差在允许范围内&并

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误差逐渐减小&直至很小的值&相比

图
)

!

航行数据平均误差对比

两种文献平台&本文平台的航行数据平均误差较小&说明

设计的基于
+"DD

架构的民航信息基础架构云平台确保了民

航信息基础云服务的运行精度%这是因为本文方法搭建基

于
+"DD

架构的民航信息基础架构云服务平台&采用虚拟映

射算法来确保数据的安全&并加速数据交互%

BAC

!

平台硬件负载率测试

基于
+"DD

架构的民航信息基础架构云平台设计中&引

入常规信息基础架构云平台&即文献 '

%

(方法*文献 '

"

(

方法&设计多项对比实验&实验中从民航信息数据库中随

机生成任务集&针对常规信息基础架构云平台中的管理任

务调度效率差的问题&选择平台硬件负载率作为实验指标%

在生成任务集之后&定义平台硬件负载率&其计算公式为)

3

%

.

&

%

#

%

J

$

%

J

(

%

/

J

O

J

)

!

'

"

式中&

3

%

表示平台硬件负载率&

)

表示任务集合中第一个任

务到最后一个任务的时间&

(

表示任务数&

#

%

表示每个任务

占用信息&

/

表示任务到达间隔&

O

表示任务大小&

$

%

表示目

标任务%对于基于
+"DD

架构的民航信息基础架构云平台&

其平台硬件负载率越平稳&说明平台工作效率越高&反之&

工作效率越低%实验前&每次测试程序运行时&都会随机

产生
%###

个任务&将各组任务实验结果的平均值作为实验

结果&对比分析各个平台的实际应用性能&平台硬件负载

率实验结果如图
%#

所示%

图
%#

!

硬件负载率实验结果

图
%#

中显示常规的两种平台&达到顶峰的时间较长&

负载率最高达到
(#b

&在达到顶峰后&负载率下降趋势缓

慢&下降不明显$提出的基于
+"DD

架构的民航信息基础架

构云平台负载率在
$#b

以下&在达到顶峰后&负载率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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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

!!

#

快速且稳定&说明其自我调整能力更好%综上所述&设计

的基于
+"DD

架构的民航信息基础架构云平台自我调节能力

强&工作效率高%

E

!

结束语

设计的基于
+"DD

架构的民航信息基础架构云平台&对

其进行了需求分析&得到了该平台的整体框架%在对民航

信息基础架构云平台进行整体设计的基础上&对各功能模

块进行了划分%通过平台测试&证实了该平台基本功能良

好&且数据吞吐效果和排列结果都与理想情况一致&说明

使用该方法具有数据传输和交互效果%该平台可以实现平

台的功能&可以直接在客户端上运行%但是由于此次研究

时间有限&并且提出的民航信息基础架构云平台尚未在实

际中得到大量操作和应用&在某些方面可能存在一些不足

之处&今后会对该课题展开深层次探究&同时为了满足更

多的用户和应用程序&需要对平台进行进一步地扩充&比

如增加内存&为民航信息基础架构云平台提供有力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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