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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格網系統中資源是分散的，這些資源透過網路

和資源管理器(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 RMS)相

互連接，每一個資源可以提供計算服務的能力。但是

當他們有計算服務的需求時，也可以向RMS請求計算

的服務。RMS會將一個計算服務需求分割成多個子需

求，分配給能夠提供計算服務的資源去執行計算，然

而RMS會為了提高計算服務的可靠度以及防止資源

在執行計算服務的時候產生錯誤，所以RMS會將一個

子需求任務分配給多個資源去執行計算，但是當RMS

本身發生錯誤的時候，則這個格網系統將無法提供分

配計算需求的服務。本文提出一個格網資源管理系統

的容錯架構新設計，並且提出分析數據結果。結果亦

顯示分層式RMS架構的合理性。 

1. 介紹 

格網[1][2]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分散式計算系統也

是資源分享的系統，它在網際網路和多種平台介面上

運作。為了有效的提昇格網支援服務能力，所以資源

管理系統(RMS)被提出，它主要功能是在提供容錯能

力及計算服務穩定性。RMS 主要是管理所有可利用的

資源的處理行程、網路頻寬及資料儲存等。 

在 Chung 等學者[4] 所提出的文章中提到，在格

網系統架構中他們建議使用星型結構(圖一)來建置，

這個設計是將 RMS 透過單一通道直接的連接到每一

個資源，但這樣似乎不夠準確，即使它簡化了分析和

計算。 

在 Dai 等學者[5]所提出的文章中提到，他們提出

一套更適合虛擬架構的樹狀結構。在這個樹狀結構

中，樹根代表是 RMS，葉子則是代表資源，而樹技代

表通訊通道，它將樹根和葉子連結在一起，這一些通

道是被很多資源共同使用的。雖然這是相當適合格網

系統架構的模型，但是當 RMS 不能正常運作的時候，

即無法提供分配計算的服務。另一個考慮是當一個不

是很龐大計算需求服務向 RMS 提出的時候，可能它

只需要一個小型區域格網系統就可以完成這個服務。 

 
圖 1. 格網系統 RMS 的星狀結構.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提出一套二層式格網資源管

理系統架構，由一個中央 RMS 和一些區域 RMS 組

成。這個格網系統有一些區域型格網系統，在每一個

區域格網系統中擁有一個區域 RMS，在多個區域格網

系統之中會有一個中央 RMS。依照服務的計算任務大

小分別交由區域 RMS 及中央 RMS 處理。 

在第二章節我們描述是如何設計二層式資源管

理系統的架構。在第三章節提出數據結果。在第四章

節則是結論。 

2. 系統架構 

在這章節中，為了格網計算服務我們提出一套二

層式 RMS 的結構。在一個小型區域網路內會放置一

台資源管理器，這台機器我們稱之為區域 RMS，結合

多個小型網路所形成的一個大型網路中會再放置一台

資源管理器，這台機器我們稱之為遠端 RMS。一套二

層式 RMS 結構在圖二。在每一個小型區域網路中包

含數個可利用資源及一台小型的資源管理系統(區域 

RMS)，在多個小型區域網路透過網路與遠端一台大型

中央資源管理系統(遠端 RMS)連結在一起。例子 1：

在圖二裡，當 1 號區域 RMS 發生故障無法提供服務



的時候，此時遠端 RMS 就會取代 1 號區域 RMS 的工

作來提供分配計算服務。例子 2：當 R5 向 2 號區域

RMS 請求計算服務時，區域 RMS 在收到請求之後會

先判斷這個計算請求任務的複雜度和計算量有沒有超

過此區域內所有可利用資源能提供的服務能力，如果

沒有超過的時候，區域 RMS 就會直接將任務分割成

多個子任務，分配給多個區域內的資源去執行計算。

假如計算任務超過區域內的服務能力，此時區域 RMS

會向遠端的遠端 RMS 請求計算服務的協助，並將計

算任務傅送到遠端 RMS，遠端 RMS 則會將此計算任

務分割成多個子任務，再分配給所有的區域 RMS 去

執行二次分配，區域 RMS 接收到分配任務之後會再

將任務分配給區域內的資源去執行計算服務。當資源

們完成服務之後會回傳結果給區域 RMS/遠端 RMS，

區域 RMS/遠端 RMS 整合所有回傳的結果時會將整個

任務結果傳回。 

3. 數據分析 

在這個章節，我們提出二層式資源管理模型的數

據分析(服務時間)，接下來我們介紹數據分析所使用

到的名稱： 

:C  整個任務複雜度 (MO—Mega Operations) 

:cj  子任務複雜度 (MO) 

:Rp  資源處理速度 (MO/s) 

:D  資源到區域資源管理器的資料量(Kb) 

:B  區域頻寬 (Kbps) – 資源在區域內的頻寬 

:'D  從遠端 RMS 到區域 RMS 的資料傳輸量 (Kb) 

:'B  從遠端 RMS 到區域 RMS 的頻寬 (Kbps)  

:pt  資源處理任務所耗費的時間 (s) 

:lt  區域內資料傳輸時間(s) 

:rt  遠端資料傳輸時間(s) 

:RMSCt −  需求傳送至遠端 RMS 花費時間 (s) 

:_ localcT  區域任務完成時間(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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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二層式格網資源管理系統架構 



:_ remotecT  遠端任務完成時間(s) 

:_ localsΓ  區域服務時間(s) 

:_ remotesΓ  遠端服務時間(s) 

:M  區域格網系統數量 

:m  區域中可利用資源數 

:λ  資料率. 

在我們二層式 RMS 格網系統中，我們考慮兩種

區域及遠端所有資源服務管理的情況，第一種情況是

假設將一個計算任務交給區域格網系統執行，區域的

RMS 將任務分配給區域內可利用的資源執行需要的

時間。第二種情況是假設有一個計算任務超過區域格

網所能提供的服務能力，區域 RMS 將這個任務轉送

到遠端的 RMS，由遠端 RMS 來分配整個任務到所有

可利用的資源執行。 

在第二種情況，假如有一個計算任務超過區域

格網系統所能提供服務能力時，區域 RMS 會將這個

任務轉送到遠端 RMS，遠端 RMS 會重新將整個任務

分配給所有的區域格網系統去執行，不過這樣將任務

從區域 RMS 轉送到遠端 RMS，會增加資料在傳輸上

花費的時間。 

我們針對二層式 RMS 系統，考慮二個分析的例

子，分別在區域 RMS 以及在遠端 RMS 執行之後的數

據結果。這個系統有三個區域型格網系統，分別是區

域格網系統 I，II，和 III，每一個區域格網系統擁有一

個區域 RMS，在這三個區域格網系統中包含一個遠端

RMS。整個資源服務系統架構圖、資源處理能力及各

個通訊通道頻寬數值在圖二。在第一個例子中，整個

任務計算複雜度是 C=300,000 MO(mega operations)。

簡化例子，我們假設子任務資料傳輸量與計算複雜度

是成比例成長，所以資料率λ =0.00005。這個例子每

一個資源完成子任務時間在圖三。 

在第二個例子整個任務計算複雜度是 C=1,000 

MO(mega operations)，資料率λ =0.0005。這個例子每

一個資源完成子任務時間在圖四。 

 

    Resource cj Rp(MO) tp 
D 

(Kb) 

B 

(Kbps)
tl 

D' 

(Kb) 

B' 

(Kbps)
tr tC-RMS 

Completion

Time 
Θmax

區域  R1 75,000.00 15 5,000.00 3,750.00 10 375.00   NULL     5,375.00 

C 300,000  R2 75,000.00 35 2,142.86 3,750.00 6 625.00   NULL     2,767.86 

M=1 1  R3 75,000.00 32 2,343.75 3,750.00 7 535.71   NULL     2,879.46 

m=4 4  R4 75,000.00 30 2,500.00 3,750.00 5 750.00   NULL     3,250.00 

cj= 75,000                          

λ= 0.00005                         

5,375.00 

      

 

 

         

遠端   R1 25,000.00 15 1,666.67 1,250.00 10 125.00 2,291.67

C 300,000  R2 25,000.00 35 714.29 1,250.00 6 208.33 1,422.62 

   R3 25,000.00 32 781.25 1,250.00 7 178.57 1,459.82 

M= 3  R4 25,000.00 30 833.33 1,250.00 5 250.00 

5,000.00 40 125.00 

1,583.33 

m= 4  R5 25,000.00 29 862.07 1,250.00 12 104.17 1,466.24 

cj= 25,000  R6 25,000.00 27 925.93 1,250.00 8 156.25 1,582.18 

   R7 25,000.00 26 961.54 1,250.00 18 69.44 1,530.98 

   R8 25,000.00 25 1,000.00 1,250.00 15 83.33 

5,000.00 48 104.17 

1,583.33 

λ= 0.00005 R9 25,000.00 50 500.00 1,250.00 2 625.00 1,625.00 

   R10 25,000.00 45 555.56 1,250.00 4 312.50 1,368.06 

   R11 25,000.00 35 714.29 1,250.00 11 113.64 1,327.92 

    R12 25,000.00 30 833.33 1,250.00 9 138.89 

5,000.00 42 119.05 

375  

1,472.22 

2,291.67

C=整個任務計算複雜度, cj=子任務計算複雜度, λ=資料率, M=區域格網數目,m=區域格網內資源數目,Θ=任務完成時間  
 

表格 I 
 
 
 
 



    Resource cj Rp(MO) tp 
D 

(Kb) 

B 

(Kbps) 
tl 

D' 

(Kb) 

B' 

(Kbps)
tr tC-RMS 

Completion

Time 
Θmax

區域  R1 250.00 15 16.67 125.00 10 12.50   NULL     29.17

C 1,000  R2 250.00 35 7.14 125.00 6 20.83   NULL     27.98 

M= 1  R3 250.00 32 7.81 125.00 7 17.86   NULL     25.67 

m= 4  R4 250.00 30 8.33 125.00 5 25.00   NULL     33.33 

cj= 250                          

λ= 0.0005                         

33.33 

               

遠端   R1 83.33 15 5.56 41.67 10 4.17 26.39

C 1,000  R2 83.33 35 2.38 41.67 6 6.94 25.99 

   R3 83.33 32 2.60 41.67 7 5.95 25.22 

M=3 3  R4 83.33 30 2.78 41.67 5 8.33 

166.67 40 4.17 

27.78 

m=4 4  R5 83.33 29 2.87 41.67 12 3.47 23.01 

cj= 83  R6 83.33 27 3.09 41.67 8 5.21 24.96 

   R7 83.33 26 3.21 41.67 18 2.31 22.19 

   R8 83.33 25 3.33 41.67 15 2.78 

166.67 48 3.47 

22.78 

λ= 0.0005 R9 83.33 50 1.67 41.67 2 20.83 39.17 

   R10 83.33 45 1.85 41.67 4 10.42 28.94 

   R11 83.33 35 2.38 41.67 11 3.79 22.84 

    R12 83.33 30 2.78 41.67 9 4.63 

166.67 42 3.97 

13  

24.07 

39.17 

C=整個任務計算複雜度, cj=子任務計算複雜度, λ=資料率, M=區域格網數目,m=區域格網內資源數目,Θ=任務完成時間  
 

表格 II 
 

 
圖 3.第一個例子在區域 RMS 執行及在遠端 RMS 執行結果比較圖 

 

 
圖 4.第二個例子在區域 RMS 執行及在遠端 RMS 執行結果比較圖 

 



4. 結論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主要設計出一套二層式資源

管理系統，針對不同計算複雜度的服務任務，將任務

分配到不同服務能力的格網系統中和提供RMS容錯

的能力。當區域RMS獲得一個使用者計算服務的時

候，分配給區域內可利用的資源去執行計算服務。假

如這個計算服務太龐大，超過區域格網系統所能提供

計算能力的時候，此時區域RMS會將這個計算服務轉

送到遠端RMS去，遠端RMS收到這個計算服務要求之

後，會將任務分配給所有可利用的資源執行計算。未

來我們將進一步測試尋找出計算任務複雜度的臨界

值，用來判斷區域RMS是否要將計算任務轉送到遠端

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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