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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oop云平台的一种新的任务调度和监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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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云平台任务监控与资源调度机制是云平台的核心功能之一。Hadoop云平台中任务监控和资源管理的任务 

是由JobTracker负责处理，并通过 slave节点向其发送心跳消息来实现。这种方式导致 JobTracker的负载过重，降低 

了Hadoop云平台的工作效率，限制了Hadoop云平台的规模 。提 出了一种新的任务监控方案，该方案将 JobTracker 

的任务监控和资源管理功能分离，任务监控功能仍由 JobTracker节点完成，资源管理功能由新增的资源管理节点完 

成，JobTracker通过增量更新的算法将任务调度所需的对象信息动态同步到资源管理节点上，资源管理节点根据心跳 

消息进行任务分配，并将分配结果返回给 JobTracker节点。实验结果表明，本方案不仅通过监控节点实现了任务的 

监控，增加了监控的灵活性和鲁棒性，而且降低了Jobtracker节点的负担，可有效提高Hadoop云平台的工作效率和规 

模。 

关键词 云计算，Hadoop，任务监控，任务调度，资源管理，增量更新算法 

中图法分类号 TP309 文献标识码 A 

New M echanism of Monitoring on Hadoop Cloud Platform 

XU Cheng LIU Hong TAN Liang ’。 

(College of Co mputer，Sichuan Norma1 University，Chengdu 610068，China) 

(Institute of Computing Techn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90，China) 

Abstract Job monitoring and resource managing mechanism in cloud computing platform are the core functions．The 

tasks of job monitoring and resource managing in Hadoop are assigned to JobTracker which is implemented on receiving 

heartbeat message sending by slave node，so JobTracker is the bottleneck of Hadoop．A new mechanism of job monito— 

ring and resource managing scheme was presented．In this scheme，job monitoring and resource managing are separated 

from original JobTracker，but job monitoring function is still assigned to JobTracker node，and the resource managing 

function is accomplish by newly added resource monitoring node．JobTraeker sends the necessary information of Objects 

to resource managing node by using a new method of delta updates algorithm．Resource managing node schedules tasks 

with heartbeat message，and returns the result to JobTracker node．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scheme imple— 

ments monitoring node monitor job completely，makes JobTracker node more flexible and robust，reduces the loading of 

JobTracker node，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Hadoop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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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量的急速增加，信息处理速度的需求也与 日俱 

增。信息处理能力的增长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云计 

算”是一种新兴的商业计算模型，通过这种方式，用户可以在 

不需要了解“云”内部构造的情况下，向终端用户提供海量的 

计算能力。在众多提供云平台的软件中，Hadoop[1]是一款重 

量级的基础平台。它是 Google提出的 MapReduce编程模型 

的开源实现，其思想来源于函数式编程语言，非常适用于大规 

模数据(大于 1TB)的处理。在处理TB和 PB级数据方面， 

MapReduce已经成为使用最为广泛的并行编程模型之一 j。 

许多著名的IT企业都将 Hadoop作为自己的业务平台，包括 

Yahoo!、facebook、IBM和 Twitter等l3]。在中科院计算所主 

办的第四届“Hadoop in china 2010中国云计算大会”[4 上，中 

科院计算所常务副所长孙凝晖指出“Hadoop功能所限制的架 

构比商业软件好，受到大家的追捧，国内很多大的互联网去哪 

个公司，他们的 IT系统还有上面的应用基本上是以 Hadoop 

为基础架构的”。 

JobTracker是 Hadoop的核心部件，主要完成云平台任 

务监控与资源调度功能。当Hadoop接收到来自客户端的任 

务时，JobTracker通过映射的方式，把需要处理的任务分布到 

各节点上并行运算 ，再通过化简的方式，对各节点返回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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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处理。为保证任务的可靠性，Hadoop平台引入了任务监 

控机制。具体办法是：每隔一段时间，slave节点就会向Job— 

tracker节点发送心跳消息，Jobtracker接受心跳消息并对整 

个框架负责任务的调度和监控，以及重新执行已经失败的任 

务。显然，JobTracker兼具资源管理和任务监控这两个核心 

任务，而在一个 Hadoop集群中，只存在一个 JobTracker节 

点，因此 JobTracker的负载会常常过重嘲，使得JobTracker 

工作效率下降，影响了集群的整体的效率，限制了Hadoop集 

群的规模。 

为降低JobTracker节点负担，减少对 Hadoop集群规模 

的限制，提高 Hadoop集群的工作效率，在 Hadoop云平台中 

需要改进任务监控机与资源管理机制，在保证任务可靠性的 

前提下 ，降低 JobTracker的工作负担。基于此，本文提出了 

一 种新的任务监控与资源管理机制，该机制将 Hadoop的两 

个核心功能：任务监控与资源管理分开 ，任务监控由去掉资源 

管理功能的JobTracker节点承担，本文称它为 Monitor Node 

节点。新增一个资源管理节点承担资源管理任务，slave节点 

定期 向 Monitor Node节 点和 资 源管 理节 点 (ResManage 

Node)发送心跳消 if,，Monitor Node在处理完心跳消息后 ，通 

过一种增量更新的算法将资源管理所需的信息动态同步到资 

源管理节点上，资源管理节点根据收集到的心跳消息进行任 

务分配，并将分配结果返回给 Monitor Node节点。 

2 相关工作 

Hadoop的任务调度与资源管理问题一直是 Hadoop云 

计算框架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由于 Hadoop中的各个节点 

的能力与任务需求的差异，如何为任务分配最合适的资源并 

使得资源管理最优化，一直是该领域的重点研究对象。 

2009年，北加州大学对 Hadoop任务调度模型中默认的 

FIFO调度方法进行了分析_6]，指出了其中的不足，提出一种 

基于作业最后完成期限的调度方式。这种方式的调度不依赖 

于集群中运行的作业的数量，而是将用户对任务的截止完成 

时间作为输入的一部分，并以此决定执行基于作业成本模型 

的调度。同年，HP实验室提出了一种在 Hadoop云计算框架 

下收集集群中共享资源和计算 的系统_7]，该系统采用用户为 

作业分配服务等级、系统动态调整资源收集模式和动态估算 

与侦测集群系统瓶颈的策略来提高 Hadoop中作业的调度效 

率。实验表明，采用该种方式作业的完成时间与不同种类作 

业的优化效率有了较大的提高。同年，伯克利大学经研究发 

现_8]，由于数据本地化和map／reduce任务间的依赖性问题， 

致使传统的调度算法在MapReduce作业的调度上表现欠佳。 

为解决该问题，研究人员提出了延迟调度和拷贝计算的方式， 

使 FAIR调度器达到了独立、低延迟响应和和高吞吐的目标。 

2010年，巴塞罗那超算中心与 IBM沃森研究中心提出了一种 

新的 Hadoop云计算框架下的任务调度机制lg]，在该机制中 

提出了一种基于MapReduce任务性能驱动模型的新型调度 

器。新型的任务调度器通过对获取提交的任务和尚未完成的 

任务以及已经完成的任务所花的时间进行监控，将这些信息 

用于预测作业的完成时间，对 Hadoop运行中的应用进行实 

时调度。后来该文的作者又对 Hadoop资源感知与调度调度 

机制中的slot资源表示机制进行了改进l1 ，并提出了一种新 

型以工作需求为驱动的资源表示模型与调度机制。实验表 

明，在这种机制下，Hadoop的资源的最大化利用率得到了显 

著提高，更加符合现实任务对Hadoop资源的需求。 

虽然这些改进对提高 Hadoop云计算框架的资源管理与 

任务调度都取得 了一定的成果 ，但是 JobTracker始终还是 同 

时肩负资源管理与任务调度的职责，自身负载过大，特别是随 

着 Hadoop集群规范的增大，JobTracker成了整个 Hadoop云 

计算框架的性能瓶颈。2010年，为了优化JobTracker的性 

能，IBM Watson和 Almaden研究中心研究了 Hadoop中的 

HFS调度策略[1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更为灵活的调度 

器。这种调度器既可以作为 HFS的替代品，也可以与 HFS 

调度器协同进行工作。与 HFS相 比，这种调度器不仅具有 

HFS调度器为作业保证最小资源和公平的特点，还可以选取 

并优化多种测量参数，但优化效果不够理想。2011，在 Yahoo 

开发的下一代Hadoop计划[1 中，提出对 JobTracker的任务 

监控和资源管理功能进行改进，为每个应用创建 Applieatiow 

Master，ApplicationMaster用于任务的监控和调度，而 Re 

sourceManager用来管理资源的分配。 

3 Hadoop云平台的一种新的任务调度与监控机制 

3．1 Hadoop云平台现有任务监控和调度模型介绍 

目前，Hadoop云平台的体系结构模型如图1所示。 

图 1 Hadoop云平台的体系结构模型 

一 个 Hadoop云平台中有唯一的一个 JobTracker节点， 

负责集群的资源管理和任务的监控与调度。有多个 slave 

(TaskTracker)节点，负责执行具体的 MapReduce任务，当有 

用户提交新的作业时，用户会先和 NameNode节点联系，Na— 

meNode会将用户需要处理的数据分配在云平台中的存储位 

置并告知用户 ，接着用户会把需要处理的数据上传到云平台 

中，保存在 Slave节点上。Slave节点在启动后，会向Job— 

Tracker发送心跳消息，JobTraeker接受到心跳消息后根据待 

处理数据的分配情况 ，向具体的 Slave节点分配 Map／Reduce 

Task。Slave启动后，会定期 向JobTracker发送心跳消息(默 

认5s)，JobTracker根据 Slave发来的心跳消息和集群中资源 

的当前情况，向 Slave节点分发任务。 

Hadoop云平台中现有任务监控和调度模型如图 1所示。 

JobTracker接到 TaskTracker的 heartbeat调用后，首先会检 

查上一个心跳响应是否完成、本条心跳消息是否来 自于允许 

的 TaskTracker，如果一切正常，就会调用 processHeartbeat 

方法 处理 这 条心 跳 消息。processHeartbeat首 先会 更新 

TaskTracker的状态和集群中slot数量等信息，然后根据心 

跳消息确定 TaskTracker是丢失或者是新加入到集群中，然 

后分别调用不同的函数进行处理。接下来，将调用 updateTa— 

skStatuses方法更新 TaskTracker上执行的任务的状态，并根 

据任务报告的状态：如失败、完成、普通等不同状态进行处理， 

对于异常的状态报告：如失败，将调用 failedTask方法进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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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以保证 任务 的正确执行。如果任务报告状态及 Task— 

Tracker状态一切正常，并且请求新的 Task，JobTracker将调 

用TaskScheduler的assignTasks方法分配新的Task，并将分 

配的结果通过心跳消息返回给 TaskTracker。TaskTracker 

从心跳消息中解析出自己需要执行的任务，完成一次心跳消 

息的交互。 

通过JobI、racker中任务监控和资源管理的过程的分析， 

发现 Hadoop的资源管理功能就是根据一定 的调度策略，将 

新任务分配到合适的TaskTraeker上执行，以Hadoop平台 

默认的调度器为例，JobTracker在执行资源管理的时候，通过 

调用实现 TaskScheduler接 口的 JobQueueTaskScheduler类 

型实例的assignTasks方法进行任务调度。由图分析可知，如 

果存在一种方法可将调度所需的信息同步到其他节点上，让这 

个节点对 Hadoop的资源进行管理，就可 以降低 JobTracker 

的负担，使JobTracker任务的执行效率更高。 

3．2 Hado叩 云平台的一种新的任务调度和监控机制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只要将调度所需的信息提取出 

来，就可以将资源管理功能从 JobTracker中分离，有效降低 

JobTracker的负担。因此，本文提出 Hadoop云平台中一种 

新的任务监控与资源管理功能的机制，即将 JobTracker的功 

能分担到两个节点上完成。新机制中的 MonitorNode节点实 

现任务监控部分的功能，而资源管理功能由ResManageNode 

节点实现。TaskTracker的心跳消息首先发送 MonitorNode 

节点，MonitorNode节点对心跳消息进行处理 ，更新 Task 

Tracker的状态和 TaskTracker上 Tasks的状态。状态更新 

完成后，通过增量更新的方式，传给ResManageNode节点， 

ResManageNode节点 根据 增量更 新后 的 TaskTracker和 

Tasks的状态信息，正确调度新的任务到TaskTracker节点 

上。由于 Task失败和 TaskTracker失效相对 Task正确执行 

来说，出现的可能性小很多，因此增量更新的方式只会增加 

MonitorNode节点少量的负担，远小于调度 Task所需的计算 

量。所以，MonitorNode节点和 ResManageNode节点的负担 

都将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 

3．2．1 MonitorNode主要功 能 

如图 2右上方所示，MonitorNode节点主要实现原 Job— 

Tracker节点中的任务监控功能，接受来 自TaskTracker的心 

跳消息 ，并更新 TaskTracker和该 TaskTracker上 Tasks的 

状态。Tasks的状态更新将 引起部分对 象的改变，为保证 

ResManageNode节点正确执行 Task调度 的任务 ，Monitor— 

Node节点将对象更新后的最终值(简单数据类型变量)或对 

象的最终状态(对象类型的变量)所需的最少操作构造成一个 

Object[]类型的数组传给 ResManageNode节点。Monitor 

Node节点在创建JoblnProgress类(用于监控和管理作业的 

执行)和TaskInProgress对象(用于监控和管理的任务执行) 

的时候，构造出一棵双向映射的树，数的每个节点由4部分组 

成，第一部分是父对象的引用，第二部分是对象本身的引用， 

第三部分是对象是子对象的引用数组，第四部分是对象相对 

于父对象节点的偏移地址，构造完成后，ResManageNode解 

析这个数组，执行最必要的操作步骤，同步更新 TaskTracker 

的状态和 Tasks的状态 。以 TaskInProgress．updateStatus 

(TaskStatus status)方法为例，MonitorNode节点在调用该方 

法更新 Task状态的同时，在 Object[]类型的数组中构造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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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对象和变量的最少步骤，对于简单数据类型的变量，只需 

要将数据更新后的值和所属对象的引用编号放人 0bject口类 

型的数组巾并指明长度 ，即可完成更新。对于对象类型的变 

量，将对象的引用编号和执行操作的编号放人ObjectE]类型 

的数组中，传给ResManageNode节点。 

图 2 Hadoop现有任务监控与资源管理机制 

3．2．2 ResManageNode主要 功能 

ResManageNode节点主要完成原 JobTracker节点 的资 

源管理功能，它在初始化时也需要构造一棵与 MonitorNode 

节点编号相同的双向映射 的树，用于正确解析 MonitorNode 

节点发来的消息，更新相关对象的状态，并进行任务调度。由 

于调度本身也会引起部分对象状态的变化，同时调度的结果 

Tasklnprogress本身也是一个对象类型的变量 ，因此调度 的 

结果 TaskInProgress对象的引用编号和相关对象 的编号采 

用和 MonitorNode节点相同的方法，传给 MonitorNode节点。 

3．2．3 增量更新动态同步机制 

由于在网络中传输数据，只能传输简单类型的数据 ，因此 

不能直接采用对象序列化的技术，因为可以序列化的对象必 

须实现 Writeble接口，而包含资源管理的信息的对象很多足 

Java已封装好的对象 ，并没有实现 Writeble接 口。其次，直 

接序列化只能采用浅表拷贝的方式，而监控任务和作业执行 

的对象(，raskInprogress和 JoblnProgress对象)自身又包含 

对其它对象的引用，直接采用对戏拷贝的方式会使工作量过 

大。因此，本文提出一种增量更瓶同步算法，即将对象本身的 

引用和对象所包含的子对象引用构造成一棵树，树中每个节 

点的结构图 3所示，每个节点包含对象本身的引用、对象的所 

有子对象的引用数组、父节点的引用和对象在父对象子对象 

引用数组中的相对位置，当对象的状态发生变化时，将构造一 

个 String[-]类型的数组，用于对 ResManage节点上相同的对 

象进 行 更 新。例 如 当 JoblnProgress的第 一 个 Taskln 

Progress对象的部分简单类型的属性发生变化时，将 Taskln 

Progress映射成编号 l1，将TaskInProgress对象所关联的简 

单类型的属性(如 nummaps)构造成一个静态内部类，并将这 

些属性的最新值赋给这个静态类中的成员，然后发送给 Res— 

Manage节点，ResManage节点根据接收到的信息，直接对 

ResManage节点上的第一个Tasklnprogress对象的相关属性 

进行 赋值。当 completedTask方法被 调用 时，会执行 ac— 

tiveTasks．remove(taskId)操作，此时将 taskld映射成的编码 

长度、编码、操作码发送给 ResManage节点。由于 ResMa 

nage节点与 MonitorNode节点具有相同的对象编码，因此根 



据这个编码可以快速获得在 ResManage节点上相同的 taskId 

对象的引用 ，ResManage节点只需要根据对发送的数据进行 

解析，就可以完成对象状态的更新，不需要再重复执行 Moni— 

tor Node其他的计算过程，有效减少了接收方的计算量和发 

送方序列化对象 的工作量。在 Monitor Node和 ResManage 

节点同步的过程中，作业监控对象(例如 JoblnProgress)及 

Monitor Node(原JobTracker)本身在初始化的时候即可在树 

中建立，对于特定的任务对象(例如TasklnProgress)，可能存 

在多个任务对象管理同一个 Task的情形，对象生成后可以 

再添加到树中，以减少建树操作对系统资源的开销。每次心 

跳消息返回后，Monitor Node都会更新 TaskTracker和 Task 

的状态，对于普通的状态更新，只需要传送封装好的简单变量 

即可。特定状态 (如 任务失败)则需要在 Monitor Node和 

ResManage节点两端实时同步相关对象和变量的信息，包括 

简单变量的值更新、对象的操作和在树中的映射关系的改变。 

图 3 Hadoop新任务监控与资源管理机制 

图4为增量更新动态同步机制节点结构；图5为增量更 

新动态同步机制示例 ；图 6为对象编码构造算法。 

Object Child Obiect Parent 
Object ID R

eferice Refences 
Referice 

图 4 增量更新动态同步机制节点结构 

图5 增量更新动态同步机制示例 

算法 1 动态增量更新算法Delta updating algorithm be— 

tween Monitor Node and ResManage Node(Object instance or 

vat type data) 

输入 ：Object instance or var type data 

输出：String type array 

1．Do While Object's name一一”JobTracker” 

2． Counter=Co unter十1 

3． Contact strOfObject[-1]with the Object．1D 

4． Get parent node of this node 

5．EndⅥ ile 

6．StrOfObject[2]=Counter 

图6 对象编码构造算法 

4 实验结果与分析 

实验在单机上通过 cloudsim进行模拟验证 ，cloudsim平 

台是由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开发的云计算仿真软件，该软件 

基于爱丁堡大学的 SimJava离散事件模拟包开发，扩展 了 

SimJava包的功能并且解决了在单机上 由于模拟大规模集群 

引起的模拟效率下降问题，提供了一个高效、灵活的云计算仿 

真框架。实验的硬件平台为：AMD AthlonX4 645@3．1GHZ 

处理器，4GB DDR3内存，软件平 台为 windowsXP 32bit、 

JDK1．6和 cloudsim 2．0。 

为了评估新的资源管理与任务监控方案对降低负载的作 

用，试验中采用 j-3组不同的数据进行对比试验。由于本次 

实验的重点在于评估采用新方案后 JobTracker节点负载高 

低，因此假定实验中Slave节点的细节(如传输数据的延迟、 

网络延迟等)不是本实验考虑的重点。实验中假定每个 Slave 

节点的配置一样，每次运行的Job由Map Task构成。每个节 

点配有 1个 Map Slot。对于 Master节点而言，采用 Hadoop 

默认 FIFO调度策略。实验 中假定没有 Slave节点失效的问 

题 ，同时不考虑 Hadoop的推测执行功能。实验数据分为 3 

组，分别代表不同特征的集群和作业 。通过扩展 CloudSim平 

台的 DataCenter、DataCenterBroker和 Host类 ，模拟 Slave节 

点和Master节点的行为。每隔 5个时钟周期，DataCenter集 

中调 用 Host类 的 updateVmsProcessing(double current— 

Time)类，把每个 Host上任务的执行信息和状态信息通过模 

拟封装的心跳消息发送给 DataCenterBroker。DataCenter— 

Broker调用 heatbeat方法处理,tT~Jt消息并分配任务给每个 

Host，同时记录 DataCenterBroker节点每个时刻执行的任务 

指令长度，放人 HashMap(Double，Long)workLoadStatieMap 

中，当模拟完成后，输出结果并进行分析。Task失败的概率 

假定是 1 

第一 组 实 验 假 定 每 个 Slave节 点 的 处 理 能 力 为 

1000MIPS，集群中有 30个节点。作业的每个Task需要的基 

础指令长度为 5000MIPS，并且加入一个随机扰动因子增加 

或减少每个 Task 3000MIPS的指令长度，作业共包含200个 

Task。实验数据如图 7所示。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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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第一组实验数据 

第二组 实验假 定 每个 Slave节点 的处理 能力 为 

IO00MIPS，集群中有8O个节点。作业的每个 Task需要的基 

础指令长度为 8000MIPS，并且加入一个随机扰动因子最大 

增加或减少每个 Task 2000MIPS的指令长度，作业共包含 



500个Task。实验数据如图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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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第二组实验数据 

第三 组 实 验 假 定 每 个 Slave节 点 的 处 理 能 力 为 

1000MIPS，集群中有 100个节点。作业的每个 Task需要的 

基础指令长度为 20000MIPS，并且加人一个随机扰动因子最 

大增加或减少每个 Task 4000MIPS的指令长度，作业共包含 

120个 Task。实验数据如图 9所示。 

’  一  

∞  

分 离后曲 
JoBracker盘载 

分离前的 
Bracker负载 

图 9 第三组实验数据 

对比每组实验数据可以发现，在不进行资源调度的时候， 

新方案和现有方案中 Monito Node的负载变化明显，新方案 

的负载还会略高，这是由于新方案中进行了信息同步操作。 

但是当 Master(新方案 中的 Monitor Node，现有 方案中的 

JobTracker)节点对收集的心跳消息进行任务调度时，两种方 

案有着显著的差异。当调度算法在Master节点上执行时，负 

载较高，特别是当大量 TaskTracker同时向 JobTracker请求 

新任务时，原方案因为要执行调度算法，负载明显高于新方案 

中Master节点的负载。在新的方案下，Master节点的负载 

主要是由资源同步操作导致的，由于新方案中的同步信息采 

用 String类型字符串的编码方式，且编码的操作和树的深度 

呈正比关系，因此编码操作的花销低于调度算法的资源花销。 

通过对象序列化写入和套接字传输，把需要同步的信息和 

Slave节点的请求传送到ResManage节点进行处理，ResMan— 

age节点根据 Master节点发送来的指令同步信息，完成调度 

后将调度的结果返回给 Master节点并同步 Master节点上新 

Task的状态。 

5 评价与比较分析 

目前 ，与本方案总体思路上最为接近的工作是 hadoop 

0．23中的 YARN方案，该方案最基本的设计思想是将 Job 

Tracker的两个主要功能，即资源管理和作业调度／监控分成 

两个独立的进程 1̈ ]，如图 10所示。 

在该解决方案中包含两个组件：全局的Resource Manager 

(RM)和与每个应用相关的ApplicationMaster(AM)。这里 

的“Application”既可以代表一个传统的MapReduce作业，也 

可以是 DAG作业。RM的功能和当前的 Hadoop架构中的 

JobTracker组件的功能相似，扮演资源管理与分配的功能，但 

是任务监控与调度的功能将交给AM组件执行。同时，当前 

Hadoop平台中的TaskTracker概念在 YARN架构中不复存 

在，取而代之的是 NodeManager(NM)组件。NM 是在集群 

· ]】6 · 

中的每台机器上运行的一个代理，负责载入Application所需 

的container，container的概念与当前 Hadoop平台中的 slot概 

念相似，代表集群中的资源，但是它不区分 Map Slot和 Reduce 

Slot的概念，同时container代表的资源数据具有更强的扩展 

性，既可以指可用内存的大小，还可以将网络、计算能力等信息 

加入其中，监控资源(内存、CPU、磁盘、网络等)的使用情况并 

将之汇报给调度器负责管理的AM组件，ApplicationsMaster 

(ASM)主要负责接收作业，并管理 AM 的生命周期。 

图 10 Hadoop YARN架构图[ 

本方案与 YAR N架构最大的不同包含以下几方面： 

1．JobTracker功能的分离方式不同。在 YAR N方案一 

JobTracker的功能被分成 RM 和 AM 2个独立的进程，使 

RM专注于资源管理，降低了当前 Hadoop版本中Job~I、racker 

的复杂度，减轻 T JobTracker的负担，使得 JobTracker不再 

成为制约集群的性能瓶颈，而任务监控 与调度的功能组件 

AM被分配到每个 Node上执行，并通过 ASM 进行管理。对 

于每个应用，都创建一个 AM 用于监控和调度。而本方案 

中，JobTracker被分 成 Monitor Node和 ResManage节点， 

Monitor Node执行原 JobTracker中的任务监控与调度的功 

能，而新加入的ResManage节点则负责资源管理的功能，降 

低原 JobTracker节点的工作负担，并且集群中所有的Task 

的监控与调度功能都交给 Monitor Node管理 ，而不是为每个 

不同的 Job都创建一个 Monitor Node。由于每个 AM 在 

slave节点上运行，而 slave节点的可靠程度明显低于Master 

节点 ，因此本方案中的Monitor Node和 ResManage节点更加 

稳定可靠。YAR N的分离方案变化更大，需要用户参与的操 

作也更多。例如 AM 的创建需要用户指定请求的内存资源， 

和现有方案相比，用户在使用 JobConf进行配置时，考虑个因 

素更少。 

2．资源表示的方法不同。在 YARN方案中，资源不再区 

分Map资源和Reduce资源，统一采用Container的概念进行 

表示 ，与 Slot表示资源的方式相比，YARN的资源表示方案 

更加合理，更容易实现精确的调度。而本方案依然延续当前 

Hadoop的资源表示方式。YARN方案的管理方式显然比当 

前 Hadoop的资源表示方式更加合理。 

结束语 云平台的任务监控与资源管理机制是云平 台 

的核心功能之一。当前 Hadoop云平台中的任务监控与资源 

管理机制由于过于集中，导致 JobTracker的负载过大，使得 

Job~I、racker成为 Hadoop云平台中的性能瓶颈。本文通过一 

㈣ ㈣ 姗 _蕈 m 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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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新式的增量更新算法，在 Monitor Node节点和 ResManage 

Node节点之 间动态 同步 资源 管理所需 的数据，将原 Job— 

Tracker节点的资源管理功能分配到ResManage Node节点 

上执行，使得JobTracker节点的负载有效降低。实验分析表 

明，在典型的 Hadoop系统 中，当 JobTracker执行调度操作 

时，本文提出的方案可降低 l8 ～26 的负载，提高了Ha— 

doop云平台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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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这对于网络负载较轻的WMBAN来说是极为有利的。图 

6为ASCEMAC和 DQBAN MAC与 FL MAC在时延方面的 

仿真对比。 

曾 

下 点／个 

图6 时延比较 

由图6可知，FLMAC仅在网络负载较轻的情况下(5< 

n<16)才具有明显的优势，当发送队列中的节点数m与网络 

总节点数”相差较小( <4)或较大( >16)时，实时性反而降 

低，这是因为FL-MAC算法引入了额外的保证时隙GTS，增 

加了节点的时延 。 

结束语 本文分析了已有的 MAC协议在节能方面的贡 

献，并指出了它们在无线医疗体域网应用中的局限性，以此提 

出了一种基于模糊控制理论的全新 MAC协议。该协议通过 

模糊逻辑算法对节点所采集的生理信息进行了选择性的处 

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节点射频装置的工作次数，有效降低 

了节点的能量耗费和网络的时延，提高了整个网络的服务质 

量。理论分析和仿真实验表明，相比于传统的基于TDMA的 

模糊逻辑 MAC协议，FL-MAC在能耗和实时性方面都具有 

很大的优势，特别适用于网络负载较轻的无线医疗体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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