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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鲤航 联合创始人&C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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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需要DevOps？



关于IT价值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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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Ops整体体系框架

• DevOps是一连串
的工程实践的有机
组合，其中包括敏
捷管理、持续交付
、IT服务管理等等
。

• DevOps是关注整
个业务/应用/服务
生命周期的管理，
把业务和IT的战略
进行了对齐。

• DevOps以精益思
想为基础，强调自
动化、拉动式、“
拒绝浪费、创造价
值”等

TDD 领域驱动设计 看板

极限编程结对编程重构

持续集成 持续迭代 集体代码所有
权

持续集成 持续测试

持续部署持续发布

持续反馈

ITIL
性能管理
,NPM/AP

M

架构管理
与优化

多云管理

监控管理 数据管理

过程
Process

实践
Practice

工程与方法
Engineering

理念
Philosophy

工具
Tools

EasyOps、BMC Remedy、云管平台、日志分析
、ITOA、云、云原生应用等等

EasyOps、Jenkins、sonar、Junit、salt、
ansible、selenium、robot FrameWork等等Jenkins、Worktile、Jira、Redmine、confluence、以及相关看板工具等等

IT运营管理
IT Operation Management



6
企业实现DevOps的总结原则

1、理念与价值先行

2、顶层设计与全局规划

3、Start Small，从小做起

4、构建IT元数据平台，驱动IT平台间整合

5、痛苦的事情优先解决

6、工具也是一种文化

7、组织二元性，加强落地力

8、价值拉动，而非事务驱动

9、平台+插件化=服务能力产品化，和组织一致

10、自动化别人，先自动化自己

11、持续交付是DevOps落地的最佳实践

12、 IT运营管理驱动Ops能力建设

13、构建面向应用的最强管理驱动力

14、构建指标，驱动DevOps落地

注：老王有一个专题分享专
门讨论了这14个实践原则。



7
从产品的生产过程来看DevOps

注：刘劲辉有一个专题讨论了
基于DevOps的产品研发实践。



国内互联网运维的DevOps之路



运维能力建设的最佳实践



DevOps之标准化实现



运维标准化的价值--IT运营管理的重要支点

标准化
能力

自动化
能力

质量
管理

效率
管理

成本
管理

安全
管理



DevOps之运维标准体系

网络资源层

设备资源层

系统资源层

接入层

业务层

逻辑层 数据层

• 机型
• 命名
• 运营状态
• 重要级别
• 监控
• 资源池

• 机房
• 机柜
• 网段规划
• 容灾
• 波分
• 监控
• ……

• OS/内核
• 初始化
• 用户/密码管理
• 基础agent

• 组件选型
• 监控
• 容量
• 包管理
• 配置管理
• 测试工具

• 架构
• 分布
• 容灾
• 监控



标准化体系建设的方法论

V.S.

标准化
不是
文档

标准化
不是
规章制度

标准化
是

团队文化

标准化
是

生产过程

标准化
是

变更工具

标准化
是

CMDB

标准化
不是
口号



标准化体系建设的成功要素

让标准化建设融入生产过程，成为无法感知和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

标准
化

CMDB 流程
自动
化

CMDB：承载和检验标准化的结果
流程 ：让标准化融入管理过程
自动化：让标准化融入生产过程



面向应用层的CMDB—90%的同类项目都失败了?



轻量级的New	ITSM vs传统的ITSM

✤强调过程标准规范
✤分阶段持续完善
✤重质量，轻效率
✤重建设，轻运营

持续改善

传统的ITSM New	ITSM

✤重视运营大于建设

✤实现运营自动化，
提高运行效率

✤加强持续改善，缩
短周期

评估 实施 审核

检查和持续改进
自动化运营

ITSM
体系建设

整合各大系统信息作统一呈现

流程与实际变更动作的深度结合

开放的RESTful风格的丰富接口

从角色维度思考效率与规范并存



CMDB与ITSM流程之间的融合模式

ITIL流程 自动化流程 ITIL流程 自动化流程 ITIL流程 自动化流程

CMDB接口

作业任务

作业任务

配置查询 CMDB接口

作业任务

作业任务

CMDB接口

作业任务

作业任务



DevOps之服务化实现



DevOps服务化的价值----实现能力升级和知识沉淀

知识库 工具库
沉淀

• 管理目的驱动
• 知识的收集和整理
• 转化过程中有失真
• 取决于使用的个人

• 业务场景驱动
• 知识的积累和沉淀
• 转化过程中无失真
• 摆脱对人的依赖

能力升级

手工服务阶段 自动化服务阶段



DevOps服务化的价值---一些重要的场景

发布
管理

01

变更
管理

02

配置
管理

03

数据库
维护

06

数据
备份

07

域名
维护

08

故障
处理

04

影响
分析

05

日志
查询

09



服务化体系建设的方法论---先上线再优化

快速尝试

• 没有完美的方案，只有
可用和不可用的方案

• 先用起来再慢慢优化
• 让服务的最终用户来投
票

实现闭环

• 能够面向完整的应用场
景

• 通过关联服务的协同，
来实现能力闭环

从0到1
再从1到N

• 运维场景很复杂，需要
分而治之

• 每个服务尽量简单和独
立

• 一定要提供服务接口
（输入和输出）



Ø 基于事件的任务管理，
通过服务能力来快速
响应和应答事件。

Ø 集中化的定时任务管
理，统一维护，统一
调度调度引擎

IaaS层变更 外部资源管理与变更 OS防火墙管理 MySQI变更

系统管理 配置管理 文件分发 系统巡检

故障定位

服务之间的协同和调度管理机制

各
种
运
维
场
景

定时任务事件管理



平台能力层 流水线

CMDB
IT资源管理 应用配置

测试交付 运维交付研发交付

服务能力层

调用

1 2 2

服务能力的体系架构设计

业务配置 系统配置 硬件配置 机房配置

统一API网关

注册

查询
&更新

变更服务 监控服务 数据服务



DevOps之平台化实现



打造面向应用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应用管理 生命周期管理



从运维管理向运营管理转换



面向业务，提升IT的交付能力

资源的
交付

A

角色：各类运维角色，网络、存储、服务器等等

场景：运维各类自动化、配置、变更等

能力：

面向资源层的自动化能力，包括IaaS和PaaS层自动化

产品：云管理平台CMP

应用的
交付

B

角色：Dev、Test、Ops

场景：持续部署、配置管理、灰度发布、端

到端交付

能力：面向应用的自动化能力，包括持续交

付的自动化和运营维护过程自动化

产品：DevOps平台



存量资
源池

私有云

vCenter Portal

集中资源管理平台

私有云
N

公有云 Any 
Infrastruct

ure

构建资源的持续交付能力

资源交付流水线

• 通过资源的快速生产、分配能力来加快设备生命
周期的循环。

• 通过快速循环来淘汰过时和非标准的资源类型
• 资源快速交付意味着更低的成本



29构建应用的持续交付能力

Feature Branch

Master Branch

6. Build

1. Build

4. Code Review

5. Merge To
Master

2. UT 3. Sonar

8. Build
Docker Image

7. UT 9. Deploy To
Test Env

10. Smoke Test

11. System Test

12. Deploy To
Product Env
10%

13. Deploy To
Product Env
100%



构建业务的持续反馈能力

发现

分析
定位

解决

预防

端到端的数据采集能力 智能的数据分析处理闭环



IT运营管理平台的整体架构



EASYOPS及企业实践



EASYOPS的主要客户



物流客户的EASYOPS建设方案

✤ 快递业务部署接入EasyOps后：
一键自动并行部署ECS系统37个组件，批量上传只需2分钟以内，部署仅需 3	分钟；单个系统部
署过程不超过15分钟。所有的核心系统都完成标准化，且测试和生产完成了接入AOPS！

✤ 接入前：

需要手工准备环境，组件需要逐个部署，需要数小时
组件上传需要3-5分钟
每次环境准备与部署需要数小时，现有所有系统部署一次甚至需要一周



标准化 服务化 平台化

项目建设分为三个阶段

一个月：
• CMDB模型规划
• 配置信息导入
• 自动发现能力分析
• 应用程序解耦分析
• 程序包构建
• 运维场景分析
• 日志格式标准化
• 流程接口标准化
• 监控平台接口标准化
• 统一登陆协议确定

二个月：
• 应用程序改造
• 运维工具开发
• 运维流水线开发
• CMDB插件开发
• 监控及恢复插件开发
• 已有运维平台接口改造
• 已有监控平台接口改造
• 已有流程平台的改造

二个月：
• 平台正式上线
• 统一认证平台对接
• BMC监控平台对接
• OA流程平台对接
• ELK大数据平台对接
• 配置管理流程上线
• 资源交付流水线上线
• 应用交付流水线上线



项目实施时所面临的挑战和机会

• 无标准化积累
• 系统有JENKINS+少量脚本工具+BMC监控
• 内网环境管控严格
• 日志无统一格式
• 人工CMDB
• 无IT流程支持
• 员工离职率高
• 发布需要停机
• 56个业务需要进行接入
• 1000台以上的机器要纳管

• 快递业务要上线
• 领导非常重视，高级架构师作为项目
经理参与建设

• 项目完整：咨询服务+产品+培训+个
性化开发

• 优维：4名高级工程师驻场
• 甲方：从各个业务维护团队中抽调人
员成立项目组（脱产）

挑战： 机会：



交付两个平台：测试平台+生产平台

• 功能验证
• 稳定性验证
• 新版升级方案验证
• 程序包测试
• 业务接入前的测试

• 资源管理 10%
• 应用管理 5%
• 应用交付 70%
• 应用监控和告警 15%

测试环境 生产环境



集中还是离散？

程序 备份

程序‘

程序 备份

业务服务器

业务服务器

备份服务器

备份 备份

程序

程序‘

程序

制品库

备份1
备份2

业务服务器

业务服务器



双制品仓库同步解决网路隔离问题

研发网 生产网

服

务
器

服

务
器

服

务
器

服

务
器

服

务
器

服

务
器

服

务
器

服

务
器

服

务
器

EASYOPS

制品库 制品库

数据同步

发布
制品

通过两个制品库的提前同步来提高
发布时文件传输的效率问题。



根据业务需求设计合理的资源模型

一级视图



资源模型分解



设计配置项的管理和维护过程



流程系统对接--让已经填过的信息自动录入



配置发现工具的开发--把配置维护的话让工具去干



承载多少信息不重要，重要的是信息要流动起来



测试完了，但真得做够了吗？

测试目标：
• 功能
• 性能（部分缺失）
• 可靠性（部分缺失）
• 安全性（缺失）
• 可运行性（缺失）
• 可维护性（缺失）

单元测试 功能测试 预发布测试 生产灰度

研发 测试 运维 研发、测试、运维

生产全量

运维

函数接口
功能实现
需求匹配

功能完备
可运行性

性能
可靠性

可靠性
安全性
可维护性

程
序

配
置

程
序

配
置‘

程
序

配
置‘‘

程
序

配
置‘‘

程
序

配
置‘‘

交付
制品

测试
过程



真灰度还是假灰度--蓝绿部署

A A A A

B B B B

请求

A应用
集群

B应用
集群

A功能依赖B功力，
A和B要一起发布

A A A A

B B B B

请求

A应用
集群

B应用
集群

请求

蓝绿部署



真灰度还是假灰度--灰度能力

A A A A

B B B B

请求

A应用
集群

B应用
集群

A功能依赖B功力，
A和需要一起发布

A’ A A A

B’ B B B

请求

A应用
集群

B应用
集群

请求

调度网关



从文件交付到程序包交付

Scritp

git

1.文件同步

2.脚本同步

Scritp
3.脚本运行

CLI

4.环境配置

Jenkins

1.文件上传

2.生成应用包

4.应用包启动

3.应用包下发

git Jenkins

Ø 实现简单

Ø 调整灵活

优点：

Ø 质量不可控

Ø 效率较低

Ø 环境变化时的管理成本高

Ø 设备迁移时成本很高

缺点：

Ø 一健发布

Ø 快速部署及快速迁移

Ø 应用环境实现标准化

Ø 简化应用的维护

优点：

Ø 应用需要接入容量管理平台

缺点：



程序打包规范

统一目录结构
统一的应用目录结构设
计，主程序、配置、依
赖库、文档、脚本等内
容需要有明确统一的子
目录

含程序及配置
保存全量的二进制主程
序和对应的配置文件。

程序和配置分版本管理
。

启动停止脚本
标准化的启动和停止脚本
。通过传入参数来支持不
同的服务环境。

记录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管理，记录应
用所依赖的各种环境配
置。

应用属性描述
记录包启动后的应用状
态描述信息。信息用于
支持后续自动化处理。

包括：进程、端口、服
务、接口等

定义维护方法
支持定义包的变更前后置
任务来支持差异化的变更
过程。

支持定义包的各种管理手
段来支持后续维护的自动
化。如：进程监控，日志
清理，状态分析等



日志标准化及应用的质量监控

应用的进程在运行，但工作的怎么样？

应用1 应用2

应用3

接口1

接口2

接口1

接口2

接口1

接口2

应用质量的关键因素：
• 接口请求的成功率
• 接口请求的延时



分布式链路追踪---跟踪请求过程，直接发现问题点



JENKINS对接实现从源码库到生产的全过程交付



告警能力对接--不要告警，要不告警！

• BMC平台触发告警事件
• EASYOPS收到事件
• 查询CMDB进行影响分析
和收敛

• 驱动恢复机制执行
• 结果反馈给BMC的消息通
道

• 用户从BMC收到恢复通知



工具和平台都是为人服务的

优秀的人总是把各种不可能变为可能！

运维操作 运维研发 运营支持



讲讲智能化运维

DEEP BLUE

数据比算法更重要！

国际象棋 围棋



IT运维统一服务门户（建设中...）

Ø 运维的统一服务入口

我的流程

我的工具

我的信息

我的任务



全⾯面的应⽤用资源管理理模型

Ø 资源对象关系自定义

Ø 资源对象自定义

对象自定义管理

对象属性自定义管理

对象关系管理



应用的运维和交付管理能力

Ø 可定制的流水线

多级的交付流水线

根据需求自行定义

流程自动衔接

Ø 分场景的运维平台

分场景组织维护能力

权限严格把控



应用的端到端监控分析能力

Ø 自定义数据看板

分模块数据采集

数据集中处理和汇聚

按场景组织视图报表



WHO WE ARE

优维科技专注于为企业转型升级实现”互联网+”能力提

供IT动能，我们强调在安全、稳定的前提下，实现企

业的IT精益管理能力及持续价值，以助力企业的持续

商业创新。优维人将带着“DevOps管理专家”的使命，

提供全栈的互联网化运维能力！

关于优维



OUR TEAM

关于团队

优维的核心团队是由腾讯、阿里、网易的运维专家组成，具有10年的
海量运维和服务运维经验，丰富的运维开发经验。

Ø 优维科技CTO黎明，中国最大的运维管理平台织云设计者

Ø 优维科技CEO，中国开放运维联盟发起人，”精益运维”理论
提出者，中国第一批DevOps Master授权讲师，持续交付专
家

Ø 公司85%是研发，坚持技术与产品驱动，最佳实践落地

我们坚持IT管理过程ERP产品化，提升所有企业的IT效
能，驱动业务创新；坚持DevOps理念，带着“重新定义
运维”的使命，做中国最好的IT运维服务厂商。



THANKS
释放DevOps的无限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