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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D3介绍

　　RAID 3采用的是一种较为简单的校验实现方式，使用一个专门的磁盘存放所有的
校验数据，而在剩余的磁盘中创建带区集分散数据的读写操作。例如，在一个由4块硬
盘构成的RAID 3系统中，3块硬盘将被用来保存数据，第四块硬盘则专门用于校验。
这种配置方式可以用3+1的形式表示，具体如图：

　　　

　　在上图中，我们用相同的颜色表示使用同一个校验块的所有数据块，斜线标出的

部分为校验块。校验块和所有对应的数据块一起构成一个带区。

　　第四块硬盘中的每一个校验块所包含的都是其它3块硬盘中对应数据块的校验信息
。RAID 3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不仅可以象RAID 1那样提供容错功能，而且整体开销从R
AID 1的50%下降为25%（RAID 3+1）。随着所使用磁盘数量的增多，成本开销会越
来越小。举例来说，如果我们使用7块硬盘，那么总开销就会将到12.5%（1/7）。
　　在不同情况下，RAID 3读写操作的复杂程度不同。最简单的情况就是从一个完好
的RAID 3系统中读取数据。这时，只需要在数据存储盘中找到相应的数据块进行读取
操作即可，不会增加任何额外的系统开销。

　　当向RAID 3写入数据时，情况会变得复杂一些。即使我们只是向一个磁盘写入一
个数据块，也必须计算与该数据块同处一个带区的所有数据块的校验值，并将新值重

新写入到校验块中。例如，当我们向上图中的绿色数据块写入数据时，必须重新计算

所有3个绿色数据块的校验值，然后重写位于第四块硬盘的绿色校验块。由此我们可以
看出，一个写入操作事实上包含了数据读取（读取带区中的关联数据块），校验值计

算，数据块写入和校验块写入四个过程。系统开销大大增加。

　　我们可以通过适当设置带区的大小使RAID系统得到简化。如果某个写入操作的长
度恰好等于一个完整带区的大小（全带区写入），那么我们就不必再读取带区中的关

联数据块计算校验值。我们只需要计算整个带区的校验值，然后直接把数据和校验信

息写入数据盘和校验盘即可。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探讨的都是正常运行状况下的数据读写。下面，我们再来看

一下当硬盘出现故障时，RAID系统在降级模式下的运行情况。
　　RAID 3虽然具有容错能力，但是系统会受到影响。当一块磁盘失效时，该磁盘上
的所有数据块必须使用校验信息重新建立。如果我们是从好盘中读取数据块，不会有

任何变化。但是如果我们所要读取的数据块正好位于已经损坏的磁盘，则必须同时读

取同一带区中的所有其它数据块，并根据校验值重建丢失的数据。

　　当我们更换了损坏的磁盘之后，系统必须一个数据块一个数据块的重建坏盘中的

数据。整个过程包括读取带区，计算丢失的数据块和向新盘写入新的数据块，都是在

后台自动进行。重建活动最好是在RAID系统空闲的时候进行，否则整个系统的性能会
受到严重的影响。

　　RAID 3的性能问题
　　除了我们在上文讨论过的有关数据写入和降级模式的问题之外，在使用RAID 3的
过程中还有其他一些性能上的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RAID 3所存在的最大一个不
足同时也是导致RAID 3很少被人们采用的原因就是校验盘很容易成为整个系统的瓶颈
。

　　我们已经知道RAID 3会把数据的写入操作分散到多个磁盘上进行，然而不管是向
哪一个数据盘写入数据，都需要同时重写校验盘中的相关信息。因此，对于那些经常

需要执行大量写入操作的应用来说，校验盘的负载将会很大，无法满足程序的运行速

度，从而导致整个RAID系统性能的下降。鉴于这种原因，RAID 3更加适合应用于那些
写入操作较少，读取操作较多的应用环境，例如数据库和WEB服务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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