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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於平版電腦及智慧型手機的風行，使用者越

來越倚賴各式行動裝置進行日常工作。然而，受限

於裝置的功能及效能，行動裝置無法完整地提供便

利的工作環境。如何以簡單、快速而且低成本的方

式來提供這樣的服務，桌面虛擬化則是一項很好的

解決方案。桌面虛擬化是一種可以將桌面電腦應用

軟體系統與硬體資源分離的一種運行方式。這門技

術可以讓使用者不需要仰賴前端桌面電腦硬體資

源，因此使用者的桌面設施可以改用精簡型電腦、

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甚至是智慧型手機來代

替。但由於桌面虛擬化需與後端伺服器緊密結合，

因此如何在各種解決方案中找到較佳的選擇，將會

是一個重要的課題。本文將從校園應用的角度，探

討虛擬桌面在此環境中的部署，分享目前東海大學

桌面雲建置的實例。並針對目前主要的虛擬桌面產

品進行效能上的比較。[1] 
 
關鍵詞：雲端計算、虛擬化、虛擬桌面、桌面雲 

 
1. 前言 

 
由於東海大學校地幅員遼闊，對於兼有行政職

務的老師來說，為了進行授課與審閱公文，常常需

要在教室及行政辦公室等不同地點間移動，難免會

有些不便。因此，如何將校務系統行動化，對於本

校就成了一項重要的課題。由於平版電腦及智慧型

手機的風行，提供了一個良好的契機，或許能夠透

過這些便利的行動裝置，讓這些公務繁忙的老師們

能更方便的處理行政事務。在這個議題上，初期的

目標是將公文、差勤、會採系統雲端化，以達到行

政系統行動簽核。 

在研擬的過程中，許多方案都曾被提出來討

論，其中 APP 化似乎是目前最熱門的趨勢。然而，

要將原本主要透過 Web 介面操作的系統轉換為

APP，必須要重新開發系統。除了投入的成本及人

力可能相當可觀外，專案開發時程及後續系統轉移

的衝擊性皆不可預期。或許最終行政系統 App 化才

是真正的解決方案，但考量到重新開發上的不確定

性，還有成本控制等等的難題。我們必須思考其他

的解決方案。 

於是，另一個思考方向被提出來，在不變動現

有的系統架構下，如何將原本只能在特定瀏覽器上

使用的 Web Application，直接在各種行動裝置上使

用，由於筆者曾針對雲端虛擬化系統 (Virtual 
Desktop Infrastructure, VDI)進行研究。因此，討論

之後認為透過桌面虛擬化應能快速達成前述目

的，又不至於在使用者體驗上帶來太大的衝擊。

[2][3] 

 

2. 背景 
 

2.1 虛擬化技術 

虛擬化，指的是從實際提供服務的實體資源

上，將資源做邏輯上的分割再提供給需求者的技

術。具體而言，虛擬化是在邏輯分割出的系統環境

上執行作業系統或系統服務的能力，並且無關乎特

定的實體電腦系統。我們都知道，實際上作業系統

或系統服務等都必須在實際的電腦系統上運行，然

而虛擬化提供了一個邏輯上的抽象層，抽象層能與

應用程式、系統服務，甚至作業系統之特定的硬體

區塊綁定。虛擬化，專注於邏輯上的運作環境，但

實體上，能讓應用、服務以及在作業系統中的實

體，易於在不同的實體系統上搬移。虛擬化後硬體

能夠執行許多作業系統下的應用程式，更有效率地

管理 IT，並且與其他電腦分配計算資源[4]。 

透過虛擬機器的監控器，虛擬化將硬體模仿為

更多的硬體，每一個虛擬機可以視為一個完整的個

體單位。作為虛擬機，其也有記憶體、CPU 等，視

為獨立且完整的硬體設備，它可以執行任何統稱為 
Guest OS 系統的作業系統，而不影響其他的虛擬

機。在一般情況下，大多數的虛擬化可以分為兩個

主要類別： 

全虛擬化（也稱為本機虛擬化）是模擬相似的

硬體；未修改的作業系統和應用程式，可在虛擬機

內運行。全虛擬化與模擬不同的是，模擬是設計為

在基礎的實體機上運行相同的架構，作業系統和應

用程式。這使得一個完整的虛擬化系統直接運行許

多指令在原始硬體上。在這種情況下，虛擬機器監

控器監控底層硬體的存取，並給每個 Guest OS 有它

自己的副本的錯覺。它不再使用軟體來模擬不同的

基礎架構。 

半虛擬化，虛擬機器監控器提供底層實體硬體

修改後的版本。其導出的虛擬機是相同的架構，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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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並不需要模擬。相反的，有針對性的修改，使

其更簡單，更快，支援多個 Guest OS。舉例來說，

Guest OS 可能會被修改，使用一種特殊的高級呼

叫，應用程式二進制界面（ABI），而不是使用某些

在常見架構中常用的指令。這意味著，通常只有微

小的變化需要在 GuestOS 修改，但任何變化，使得

它很難支援原始碼非開放的作業系統，如 Microsoft 
Windows，皆只發布二進制形式。如同全虛擬化，

應用程式運作上仍然無需進行修改。 

半虛擬化與全虛擬化等使用一個虛擬機器監

控器和虛擬機，這個詞指的是虛擬化的作業系統。

然而，不像全虛擬化，半虛擬化需要更改的虛擬作

業系統。這允許 VM 與虛擬機器監控器的協調和減

少使用特權指令，這通常是全虛擬化需要地，但也

使其效能損失。半虛擬化虛擬機它的優點是通常比

全虛擬化的虛擬機有更好的效能。然而，缺點是需

要對修改的半虛擬化虛擬機或作業系統的了解。[5] 

2.2 虛擬桌面介紹 

由於虛擬化技術的發展，除了已近成熟的伺服

器虛擬化外，桌面虛擬化也方興未艾。VDI 虛擬桌

面基礎架構 虛擬桌面基礎架構（Virtual Desktop 
Infrastructure，簡稱 VDI），是基於 RDP 協議和 Thin 
Client 逐步演變而來的，也是目前 VMware、Citrix
及 MicroSoft 等國外虛擬化廠商所主推的解決方

案。[6] 

桌面虛擬化可以統一管理使用者的電腦環

境，減少作業系統的複雜度。集中硬體資源，技術

人員僅需針對伺服器作管理及維護。不管是精簡型

電腦或是行動裝置，都不需擔心執行的效能。資料

集中控管，安全性也較佳。並可有效降低硬體總成

本，發揮最大的效益。此外，透過桌面虛擬化更可

實現單一客戶端同時運行多種不同作業系統。客戶

端電腦僅需安裝基本作業系統及少量的應用程

式。[7] 

 

3. 桌面雲建置實例 
 

3.1 建置環境 

 

為了節省成本及管理上的方便，我們僅採用了

單一伺服器。這樣還兼具了統一資源分配管理、未

來的擴充性較佳的優點。表 1 詳列了硬體的規格。 

透過 VMware 5.2，我們在這台機器上共建置了

5 台伺服器，以比較保守的方式，確保以資源獨佔

的方式提供服務，總共可以提供 60 位使用者同時

上線使用這項服務。 

表 2列出了我們在這台硬體上所建置的伺服器

清單及在這整個架構中個別所扮演的角色。 

 

 

 

 

表 1 桌面雲硬體規格 

 

表 2 伺服器清單示意圖 

 

 
圖 1 VMware View 5 環境架構 

 

圖 1 則描述了整個 VMware View 的系統架構

圖，整個系統透過 VMware 提供虛擬化的環境，所

有的伺服器與 VDI 皆於其上運行，使用者則透過

Connection Server 接入並使用 VDI 環境管理者則透

過 Composer Server 的 Web 介面進行 VDI 的各項設

定，包括 VDI 的生成及資源分配等皆由此統一管

理。 

圖 2是使用者透過各種裝置連線至行動校務系

統的狀況。使用者可以用手持行動裝置及筆電，透

過 VMware View Client 的 App 或軟體，經由各種不

同的網路來連線使用行動校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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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使用者連線 VMware 

 

3.2 建置成果 

 

透過 VMware Client 程式及 Web 介面，我們

可以很輕鬆地調配各伺服器及 VDI 的資源。圖 3 是

整個 Service 的伺服器及 VDI 的運作狀況，可以清

楚地看到 60 台 VDI 以及伺服器的運作狀況。隨時

監控各伺服器及各 VDI 的運作效能。  

 

 
圖 3 VMware vSphere 管理介面 

 

整個行動校務系統環境建置完成之後，使用者

只需要在行動裝置上下載安裝 VMware View 這個

App，即可連線並使用帳號密碼登入每個使用者專

屬的 VDI，進一步透過這個 VDI 操作行政系統。整

個的操作上幾乎跟原本的使用者體驗完全相同。使

用者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可以直接上手。如果是原

本就已經熟悉行動裝置操作的使用者，甚至不需要

電算中心的協助就可學會操作使用。圖 4, 5, 6, 及 7
是實際的操作介面。就像是直接在行動裝置上運行

Microsoft Windows XP 環境一般，所以，對於使用

者來說轉移系統的衝擊很小，與過去使用行政系統

的方式是一模一樣的。而且無論是接入 3G 行動網

路或 WiFi 網路都可以直接使用，在實際測試上，

無論是在校內透過 WiFi，或是在校外透過 3G 經由

Wan 進入，並不會有明顯的延遲狀況。 

 

 

 

 

 

 

 

 

 

 

 

 

 

 

 

 

 

 

 

 

 

 

 

 

 

 

 

 

 

 

 

 

 

 

 

 

 

 

 

 

 

 

 

 

 

 

 

 

 

 

 

圖 5 Android 使用畫面 

圖 6 iPhone 使用畫面 

圖 7 實際操作畫面 

圖 4 iPad 使用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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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測試方法與結果 
 

在先期的評估作業中，發現到使用虛擬桌面的

確能達到公文系統行動化的目標與要求。因此，開

始測試各種虛擬桌面系統的操作性與使用者介面。 

目前，VMware 推出新版本 Horizon View 5.2，
Citrix 則推出了 XenDesktop 7.0，以下在表 3 中引用

了這兩家公司的官方資料[8][9][10]，並對於這兩種

虛擬桌面產品做了一些比較： 
 

 

功能 產品 比較結果 

協定 Horizon View 5.2 Xen 
Desktop 7.0 

  

PCoIP 在頻寬上

有很大的最佳

化，最高可還到

75%，PCoIP 更適

應於在 WAN 中執

行虛擬桌面，也支

援 QoS。 

基於 UDP
協定所以在

網路延遲時

也可以保持

音訊的流暢

度，支援

RTP 與

QoS。 

兩者都針對

UDP 進行最

佳化，在相同

環境內使用

PCoIP 的

View 5.2 效

能較好些。 

Windows 
7 Aero 及

3D 加速效

果 

vSGA 共享模式

適用於 3D 應用

程式開發，vDGA 
專屬模式則適用

於 3D 應用程式

設計者。 
直接存取 GPU 因

此 CPU 負擔輕。 

以 HDX 3D 
Pro 深度壓

縮解碼器所

提供的頂尖

效能優化，

在 WAN 上

集中傳送圖

形加強式資

料，在 2Mps
的低窄頻寬

上提供有如

WAN 連線

般的互動式

使用者經

驗。 

VDI 虛擬桌

面硬體模式

最先由

VMware 
Horizon View
所支援，加上

PCoIP通訊協

定，在 WAN
端負擔縮小

許多。 

顯示品質/
頻寬 

以裝置解析度自

動調整顯示的品

質與性能。 

由以前的時

間/百分比

判斷改進成

自動判斷。 

 自動調整比

百分比好用

許多。 

個人化配

置(Profile) 
新增 Profile Mgmt
功能，在 OS 相容

高。也提高安全

性。 

Profile 
Mgmt 基本

功能。 

Horizon View 
5 Profile 對不

同 OS 不同類

型 Profile 相

容比較強。 

用戶端資

料儲存 
用戶端可儲存一

些資料，以防止相

同資料重複傳

輸，以節省頻寬。

使用 Brach 
Repete 壓縮

及緩存資

料。 

兩者方式雷

同。 

物理顯卡

直接 
 使用 PCoIP 最佳

化，GPU 虛擬化技

術。 

支援 XS 多

物理顯卡直

接穿透至多

虛擬桌面，

只能提供一

對一，不是

GPU 虛擬

化 

 View 5.2 成

本較低，

Citrix 成本較

高。 

列印管

理、優化 
使用 ThinPrint 來
避免遇到的列印

風暴。 

提供列印通

用驅動與不

傳輸重複列

印資料。 

 ThinPrint 內
建在 Veiw 
5.2 內不須另

外購買。 

4.1 測試環境 
 

在測試中我們採用了 PC Server 來進行效能的

比較。表 4 列出了我們所使用的 CPU 等級以及記憶

體的數量。並且在同樣的硬體環境下，分別建置了

VMware Horizon View 5.2 及 Citrix XenDesktop 
7.0。表 5 為兩個虛擬平台的上基礎系統組成。並在

這兩個虛擬平台上安裝 Windows7 並來進行效能測

試。表 6 詳列了兩個虛擬桌面平台上，將要用來進

行效能測試的軟體組成。圖 8 及圖 9 分別為運行的

畫面。 

 

 

硬體類型 細項 

處理器型號 Intel i7 3960x 

每個處理器核心數 6C12T 

處理器封裝 LGA 2011 

記憶體容量 32GB 

記憶體廠牌 Transcend GB DDR3 

記憶體外頻 1600 MHz 

 

 

 

系統 服務 

VMware Horizon View 5.2  
Windows Server 2008 R2 Active Directory 與 DNS 
Windows Server 2008 R2 加入網域並安裝 vCenter 5 與

View composer 
Windows Server 2008 R2 加入網域並安裝 Connection 

Server 
ESXi5 內有 Windows 7 與 Windows XP 

image 
Citrix XenDesktop 7.0  
Windows Server 2008 R2 Active Directory 與 DNS 
Windows Server 2008 R2 安裝 XenServer，內有 Windows 

7 與 Windows XP image 
Windows Server 2008 R2 安裝 XenCenter 
Windows Server 2008 R2 加入網域並安裝

XenDesktop7.0(Citrix Studio) 

 

 

 

軟體類型 細項 

文書處理 Office 2013 

文書處理 Adobe Acrobat 

影像處理 ACDSee 

影片播放 Kmplayer 

影片播放 Youtube 

 

 

 

 

 

表 3 Horizon View 與 Xen Desktop 的比較

表 6 軟體規格 

表 5 系統環境 

表 4 硬體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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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測試結果 
 

在圖 10 及圖 11 中，是我們針對了一般的文書

作業進行效能的比較結果，我們可以發現在經過網

路頻寬壓縮後，兩者的差異並不是很明顯，但是，

在網路頻寬沒有壓縮時，就有很顯著的差異了。至

於，隨著作業的負載的上升，我們更可以看出，CPU
負載上的顯著差異。 

 

 

 

  

 

 

 

 

 

 

 

 

 

 

 

 

 

 

 

 

 

 

 

 

 

 

 

 

在圖 12 及圖 13 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出，在影

音方面的測試，無論壓縮與否，兩者皆有幾近相同

的 CPU 負荷；然而，VMware 卻佔用了明顯較低的

頻寬。在跨越廣域網路的環境下，需要的頻寬資源

越低則會有相對佳的表現，尤其是在影音播放的流

暢度方面。 

 

 

 

 

 

 

 

 

 

 

 

 

 

 

 

 

 

 

 

 

 

 

 

 

 

5. 結論及未來展望 
由前面的結果來看，在相同的硬體資源及軟體

環境下進行測試，VMware 無論在文書作業或是影

音作業，都有比較良好的表現。因此，根據這樣的

測試結果，最後，我們選擇了導入 VMware 的解決

方案。 

圖 8 Citrix 系統環境 

圖 9 Citrix 測試環境 

圖 10 一般文書作業處理器與網路頻寬比較（壓縮） 

圖 11 一般文書作業處理器與網路頻寬比較 
（未壓縮） 

圖 12 影音作業處理器與網路頻寬比較 
（未壓縮） 

圖 13 影音作業處理器與網路頻寬比較 
（壓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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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12 年 9 月開始導入 VMware View，除了

公文系統外，目前已經陸續將差勤及會採系統導入

桌面雲。並將校內的 LDAP 驗證機制也一併導入，

雖然其間遇上許多相容性的困難，但最終還是順利

導入，因此使用者可以直接使用同一組帳號登入使

用行動校務系統。東海大學的行動校務系統先期以

校內一級以上主管為主要服務對象，未來，將會陸

續擴充硬體規模，將使用者層級進一步擴大。此

外，也會嘗試將電腦教室虛擬化，透過雲端化來降

低教室設備的維護成本並提高電腦硬體的使用效

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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