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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互联网资源共享的虚拟计算环境是网络计算技术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资源虚拟化是计算机技术的

经典概念,旨在将纷繁复杂的底层实体抽象化,为上层提供相对简化的统一视图.进入网络计算时代,网络资源

的战略价值日益突显,人们自然希望将资源虚拟化概念拓展到网络资源的管理和利用中,从而实现互联网资源

的共享和综合利用.自 20世纪 80年代初“网络就是计算机”的概念提出以来,围绕网络资源虚拟化的探索就一直

没有停歇.经过 20 多年的研究与实践,虽然取得重大进展,但仍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人们认识到,互联网环境与

传统计算机环境存在本质差别,对无序成长、高度自治和复杂多样的网络资源,难以沿用传统的资源虚拟化概

念和全局集中控制的资源管理模式,必须在虚拟计算环境的概念、方法和机理上寻求新的突破.近年来,围绕网

络资源虚拟化的研究工作十分活跃,Web 服务、网格(Grid)计算、对等(P2P)计算等新技术在网络资源虚拟化和

虚拟计算环境构造方面均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取得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 
为了汇聚我国科技工作者在网络资源虚拟化和虚拟计算环境方面所取得的 新研究成果,特别是我国的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在该领域

所取得的研究进展,进一步促进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和应用实践,我们特通过《软件学报》组织了面向互联网

资源共享的虚拟计算环境专刊. 
专刊得到了国内同行的广泛支持与参与,共收到稿件 106 篇.编辑部邀请了 10 余名国内外同行专家,历时 4

个月,严格按照《软件学报》审稿流程和评审要求对稿件进行了认真评审, 后经《软件学报》编委会终审,确
定录用 16 篇论文,录用率为 15%. 

在录用的 16 篇论文中,有 3 篇论文涉及互联网资源聚合的模型、方法和机制,有 4 篇论文研究互联网资源

的发现和组合技术,有 5 篇论文探讨互联网资源共享和综合利用的质量及可信模型和技术,有 3 篇论文围绕虚

拟计算环境的体系结构和开发平台技术,还有 1 篇论文与虚拟计算环境的应用技术相关.应该说,每一篇论文都

有独到的学术贡献,希望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并有助于推动相关领域研究的深入进行. 
在互联网资源聚合的模型、方法和机制方面,论文“一种基于聚类的虚拟计算环境资源聚合方法”针对内存

共享问题提出一种基于聚类的虚拟计算环境资源聚合方法,借鉴物理学的力场和势能理论,提出了实现资源聚

合的力场-势能模型以及相应的分布式算法,有效降低了资源聚合的问题规模.论文“一种基于业务生成图的

Web 服务工作流构造方法”提出了一种面向用户需求的服务工作流构造模型,用于聚合功能相同或相似的 Web
服务以及依据工作流的业务逻辑关系形成业务生成图,并结合遗传算法设计了基于混合粒子群的 QoS 调度方

法,以确保在可选服务不断增长时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论文“用户驱动的服务聚合方法及其支撑框架”提出

一种用户驱动的服务聚合技术,将服务池作为用户发现和订阅的唯一实体,从用户角度将大量服务聚合成相对

稳定和统一的资源视图,屏蔽资源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多变性,支持自动 QoS 协商,可以有效地提高用户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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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利用率. 
在互联网资源的发现和组合方面,论文“基于回溯树的 Web 服务自动组合”针对 Web 服务这一特殊的互联

网资源,提出了基于回溯树的 Web 服务自动组合方法.该方法可以极大地减小搜索空间,避免循环搜索,能够满

足单目标和多目标的用户请求.论文“使用倒排索引优化面向组合的语义服务发现”提出了为 Web 服务库中所

有注册服务的输出建立倒排索引的方法,设计了面向服务组合的服务发现算法.该方法可以极大地减小服务发

现的搜索空间,提高了服务发现的查全率.论文“一种双层 P2P 结构的语义服务发现模型”提出了一种双层 P2P
语义服务发现模型和一个二阶段三步骤的服务发现算法,支持跨社区的服务发现,能够在查全率和服务发现响

应时间二者之间进行折衷,可在不降低服务查全率的情况下降低注册服务节点的平均负载.论文“虚拟计算环境

中的可扩展分布式资源信息服务”针对虚拟计算环境的资源聚合需求,提出构建可扩展的分布式资源信息服务

SDIRIS,包括自适应 DHT 的底层架构、高效的多属性区间搜索算法.理论分析和模拟结果表明,SDIRIS 能够高

效地实现资源信息的发布与查询功能. 
在互联网资源共享和综合利用的质量以及可信模型和技术方面,论文“虚拟计算环境中服务行为与质量的

一致性”利用 Petri 网对 Web 服务行为和服务质量进行统一建模,提出服务行为和服务质量的一致性规则,增加

了服务选择和替换时的多种可能性和灵活性 ,可以有效地支持网格资源的“虚拟化”.所开发的中间件系统

SOBECA 初步验证了工作的合理性.论文“一种基于信任度的自组安全互操作方法”针对自治域的安全互操作

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信任度的自组安全互操作方法.该方法引入信任度描述自治域和用户正确参与协作的概

率,根据用户的恶意历史行为不断调整其信任度,通过用户的评价与直接经验的偏差更新反馈自治域对其他域

的信任度.自治域的恶意评价将影响其推荐信息的可信程度.该方法可以有效地抵御欺骗和恶意行为.论文“自
组织虚拟计算环境中的组信誉机制”提出一种基于组结构的信誉机制.通过将组信誉评价和信誉驱动的组演化

机制相结合,该机制和信誉模型具有更好的自主元素行为刻画能力和收敛特征,能够为实现自主元素基于信誉

的差异化服务奠定基础,实现激励其积极参与和可靠服务的目的.论文“R-Net 监测系统侵扰的自主控制机制、

算法与策略”针对如何降低监测行为对被测系统带来的侵扰问题,介绍了虚拟计算环境 R-Net 中所提出的主机

传感器侵扰的自主控制机制及主要思想,实现了多种控制策略和自适应算法,可有效降低侵扰.论文“细粒度的

基于信任度的可控委托授权模型”提出了一种适用于开放式环境的细粒度可控委托授权模型 FCDAM,基于信

任度实现了对角色中具有不同敏感度权限的传播控制,提出了为本地策略中的权限分配信任度阈值的方法,可
以有效地支持虚拟计算环境的授权管理. 

在虚拟计算环境的体系结构和开发平台方面 ,论文“基于虚拟机的虚拟计算环境研究与设计”介绍了

CROWN 虚拟计算平台 CIVIC 的关键技术.CIVIC 集成了多种虚拟机技术,可以为用户提供独立、隔离的虚拟

计算环境,为管理人员提供硬件资源和软件资源的集中管理功能,支持对应用程序的透明性、屏蔽底层硬件资

源的动态性、分布性和异构性.论文“虚拟计算环境中的多机群协同调度算法”提出了由自主调度单元、域调度

共同体、元调度执行体为核心的多机群协同系统框架,设计了 4 种启发式资源选择策略,以支持多组织、多管

理域的多机群共享与协同工作,实验验证了模型和算法在任务集完成时间与系统平均利用率等测度上的有效

性.论文“普适环境下基于软件代理虚拟化的应用迁移”利用软件代理技术实现了计算网络空间及其资源的虚

拟化,开发了支持移动管理、情境感知、资源匹配和推理机制等方面的原型系统,可有效支持应用迁移. 
在虚拟计算环境的应用方面,论文“医学图像网格基于语义的信息集成方法”提出了一种基于语义的医学

图像网格信息集成方法,结合代理和中间件技术开发了 HL7 Grid 中间件,支持对异构数据源的 Grid Service 进

行封装与统一访问,实现了在统一的语义层进行模式匹配和知识共享,使得网格环境下跨系统／医院的信息集

成更加有效. 
衷心感谢参与专刊论文审稿的各位专家,他们对每篇论文提出了详实的评审意见,并就如何进一步提高论

文质量提出了许多中肯的修改建议.衷心感谢《软件学报》编辑部的编辑,她们在专刊的整个出版过程中做了

大量细致而有效的工作.衷心感谢王戟教授和毛新军教授,没有他们负责完成论文的评审和出版过程中大量、

具体的专业性工作,专刊就不可能如此顺利地与读者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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