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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防云计算切片架构概述

1. 国防云计算切片架构是一种创新技术，通过将物理资源池抽象为按需分配的虚拟

切片，实现国防信息系统弹性、可扩展和安全的多租户服务。

2. 国防云计算切片架构采用虚拟化、网络切片、资源管理和安全技术，提供满足不

同国防任务需求的隔离、定制和保障能力。

3. 国防云计算切片架构有助于国防信息化建设提质增效，提升国防信息系统的灵活

性、响应力和安全性。

§ 国防云计算切片架构技术

1. 虚拟化技术： 虚拟化技术将物理资源虚拟化为可动态分配的虚拟机、存储和网

络，使国防云计算切片架构能够灵活配置和管理资源。

2. 网络切片技术： 网络切片技术为每个国防任务创建独立的虚拟网络，实现流量

隔离、带宽保障和QoS优先级。

3. 资源管理技术： 资源管理技术根据国防任务的优先级和需求，动态分配和优化

资源，确保国防信息系统的稳定性和性能。

§ 国防云计算切片架构概述



 国防云计算切片架构概述

§ 国防云计算切片架构安全

1. 隔离性： 国防云计算切片架构通过虚拟化和网络切片技术，将不同国防任务的资源隔离，

防止安全威胁跨越。

2. 可信计算： 国防云计算切片架构利用可信计算技术，建立可信执行环境，保护敏感信息和

操作的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

3. 多层次安全： 国防云计算切片架构采用多层次安全措施，包括物理安全、网络安全和应用

安全，全面保障国防信息系统的安全性。

§ 国防云计算切片架构应用

1. 实时指挥控制系统： 国防云计算切片架构为实时指挥控制系统提供弹性、可扩展和安全的

资源，确保在复杂战场环境下的高效决策和作战指挥。

2. 态势感知分析系统： 国防云计算切片架构支持大规模态势感知分析，通过对海量异构数据

的快速处理和分析，提升战场态势感知能力。

3. 智能化后勤保障系统： 国防云计算切片架构优化后勤保障流程，通过资源动态分配和智能

决策，提高保障效率和响应速度。



 国防云计算切片架构概述

国防云计算切片架构趋势

1. 多云切片： 国防云计算切片架构走向多云环境，通过跨多个云平台的资源整合，实现更加灵活

和成本优化的资源调度。

2. 边缘切片： 国防云计算切片架构扩展到边缘计算场景，通过在边缘节点部署切片，缩短网络延

迟，提升前线作战系统的响应能力。

3. AI赋能切片： 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国防云计算切片架构，自动化资源管理、网络优化和安全防御，

提升切片架构的智能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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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片技术原理及实现方式

1. 切片技术是一种将物理或虚拟网络资源划分为多个虚拟切片的技术，每个切片具

备独立的配置和隔离，可以满足不同用户的特定需求。

2. 切片技术建立在网络功能虚拟化（NFV）和软件定义网络（SDN）之上，通过软

件定义技术将网络资源抽象化和虚拟化，从而实现灵活的切片配置和管理。

3. 切片技术采用资源隔离和QoS保障机制，确保不同切片之间的资源独占和服务质

量，满足不同应用的性能和安全需求。

§ 主题名称：切片实现方式

1. 基于Hypervisor的切片：利用Hypervisor技术在物理服务器上创建多个虚拟机，

每个虚拟机运行一个切片的网络功能，实现切片的隔离和独立配置。

2. 基于容器的切片：采用容器技术在单一操作系统内核上运行多个隔离的进程，每

个进程运行一个切片的网络功能，相比于Hypervisor，具有更轻量化的资源消耗。

§ 主题名称：切片技术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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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防云切片架构设计原则

§ 资源隔离

1. 物理隔离与逻辑隔离相结合：通过划分专用物理资源（例如

服务器、网络设备）和配置虚拟网络隔离机制，实现不同安全

域之间的物理和逻辑隔离。

2. 微分段和访问控制：利用微分段技术将网络细分为更小的安

全域，并通过访问控制策略限制不同安全域之间的互访，增强

网络的安全性。

3. 虚拟化和容器化：采用虚拟化和容器化技术，将不同的业务

负载隔离在独立的虚拟机或容器中，防止相互干扰和安全威胁

的传播。

§ 安全防护

1. 多层安全防护体系：建立由安全边界、入侵检测/防御系统、

身份认证/授权、数据加密等多种安全措施组成的多层安全防

护体系，抵御各类安全威胁。

2. 零信任安全模型：采用零信任安全模型，将所有用户、设备

和网络流量视为潜在威胁，通过持续的身份验证和访问控制来

确保访问权限。

3. 持续安全监控和响应：建立持续的安全监控和响应机制，实

时检测和响应安全事件，及时采取补救措施，降低安全风险。



 国防云切片架构设计原则

§ 弹性与容错

1. 冗余和高可用性：通过冗余的服务器、网络设备和数据存储，

确保关键业务服务的持续可用性，防止单点故障造成服务中断。

2. 分布式架构和弹性扩展：采用分布式架构和弹性扩展机制，

将业务负载分散到多个节点，并根据需求自动扩展或收缩资源，

提高系统的弹性和可扩展性。

3. 容错和灾难恢复：设计容错机制，确保系统在发生组件故障

或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时能够继续运行；建立完备的灾难恢复

计划，保证业务数据和服务的快速恢复。

§ 可扩展性和灵活性

1. 模块化和可重用设计：采用模块化和可重用设计，将云切片

架构分解为易于管理和扩展的模块，满足不同业务场景和需求

的变化。

2. 开放的接口和协议：提供开放的接口和协议，允许不同厂商

和解决方案无缝集成，提高系统的互操作性。

3. 基于策略的配置和管理：通过基于策略的配置和管理机制，

允许管理员根据不同的安全和业务需求灵活地配置和管理云切

片，提高系统的管理效率。



 国防云切片架构设计原则

性能保障

1. 资源分配和SLA保障：通过资源分配机制和服务等级协议

（SLA），保证不同云切片对计算、存储、网络等资源的隔离

和性能需求。

2. 网络优化和QoS控制：采用网络优化技术，如流量整形、优

先级调度、路径优化等，保证关键业务流量的优先级和低延迟

传输。

3. 性能监控和故障诊断：建立性能监控和故障诊断机制，实时

监控系统性能指标，及时发现和处理性能瓶颈和故障问题，确

保系统的稳定运行。

成本优化

1. 资源动态分配和利用率优化：通过动态资源分配和利用率优

化算法，合理分配和利用计算、存储、网络等资源，降低资源

浪费。

2. 弹性扩展和容量规划：采用弹性扩展机制和容量规划，根据

业务需求的变化自动扩展或收缩资源，避免资源不足或过度分

配的情况。

3. 基于使用量和性能的计费：实施基于使用量和性能的计费机

制，根据实际资源消耗和服务质量来收费，实现成本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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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片资源管理与隔离机制

1. 将物理资源划分为逻辑切片，每个切片提供隔离和定制的资源环境。

2. 采用虚拟化或容器化技术，在物理资源上动态创建和管理切片。

3. 通过软件定义网络（SDN）和软件定义存储（SDS）实现切片之间的资源隔离和

分配。

§ 资源隔离机制

1. 利用虚拟机隔离、容器隔离和网络隔离等技术，防止不同切片之间的资源争用和

干扰。

2. 通过资源配额、访问控制和安全组等机制，限制切片对资源的访问和使用。

3. 采用加密技术和密钥管理机制，保障切片的机密性和完整性。

§ 云计算资源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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