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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介绍

曾负责蒲公英知识商城项目研发；

负责基础架构团队的管理建设；

负责DevOps平台的架构设计与开发；

负责监控告警分析体系与值班、演练制度的建设；

负责集群分布式压测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负责配置中心、Kubernetes、Istio等云原生规划建设；

负责老项目集群化改造的统筹规划；

负责效能平台的架构设计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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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原生
  云原生（Cloud Native）是未

来架构的演化方向，包含了一组

应用的模式，用于帮助企业快速，

持续，可靠，规模化地交付业务

软件。云原生计算基金会（Cloud 

Native Computing Foundation，

简称CNCF）是致力于云原生的开

源软件基金会。

  云原生由微服务架构，DevOps 

和以容器为代表的敏捷基础架构

组成。它是一种文化一种理念，

也是一种生态，既包括技术（微

服务、敏捷基础设施k8s），也包

括管理（devops、持续交付），

包括的范围极其广泛，总得来讲

是一种围绕云计算时代的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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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原生的历史变革 



微课架构的演进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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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化越早做越好



上古时期

缺点：

1. 项目越来越复杂，耦合度高；

2. 人员要求高，新人不易快速上手；

3. 不易扩展新功能；

4. 局部BUG影响整体；

5. 重复造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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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

1. 业务起步快；

2. 部署维护简单；



整体式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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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

缺点：

1. 业务项目多、产品迭代快；

2. 团队人员变更频繁，组织松散；

3. 多个技术栈；

4. 部署方式五花八门；

5. 代码前期遗留问题；

6. 服务关系不明确；

7. 配置和代码混合；

8. 重复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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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

1. 松耦合，新人易上手；

2. 具备一定的监控能力；

3. 具备一定的日志收集能力；

4. 具备一定的错误收集能力；

5. 具备一定的告警能力；

6. 具备一定的分析定位能力；

7. 具备一定的资源扩缩能力；

即有一定的兜底能力，但没有容器化，没有统一起部署方式
可以看到拆分后带来的第一个麻烦是对服务的部署、监控、管理有更高要求

要不要拆，怎么拆的问题
拆分后又会面临哪些问题



拆分整体式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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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驱动设计与微服务

专 注 大 众 知 识 分 享 的 平 台 领域驱动设计（Domain-Driven Design，等称
DDD）是一种由域模型（来驱动着系统设计的思
想，不是通过数据库等数据源来驱动系统设计
（Model-Driven Design，简称MDD）。领域模
型是对业务模型的抽象，DDD是把业务模型翻译
成系统架构设计的一种方式。



拆分后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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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服务变多难以部署、难以管理；

2. 资源规划复杂，特别是微服务期望分表分库后有专用数据库；

3. 分布式事务；



中期-改革进入了深水期

缺点：

1. 需要基础架构的视野，而不仅仅是软件架构；

2. 需要更多的跨部门沟通；

3. 改造带来的风险；

4. 新知识学习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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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

1. 统一配置中心，分离代码和配置；

2. 统一开发测试流程；

3. 统一持续集成持续部署方式；

4. 容器化、集群化改造；

5. 更为全面的监控告警能力；



微服务和云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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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入K8S以解决服务管理、资源管理问题，并进入云原生生态；

2.引入DevOps解决自动化流程问题，包括自动测试、代码质量评估、构建、部署等；

3.引入Istio解决网关和服务治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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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原生应用与传统应用
云原生应用 传统应用

可预测。 云原生应用符合旨在通过可预测行为最大限
度提高弹性的框架或“合同”。

不可预测。 通常构建时间更长，大批量发布，只能逐
渐扩展，并且会发生更多的单点故障。

操作系统抽象化。 依赖操作系统。

资源调度有弹性。 资源冗余较多，缺乏扩展能力。

团队借助DevOps更容易达成协作。 部门墙导致团队彼此孤立。

敏捷开发。 瀑布式开发。

微服务各自独立，高内聚，低耦合。 单体服务耦合严重。

自动化运维能力。 手动运维。

快速恢复。 恢复缓慢。



整体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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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架构

新架构



上线之路



分布式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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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事务，是相对本地事务而言，而数据库本地事务有ACID四大特性；

A：原子性 C：一致性 I：隔离性 D：持久性

分布式又会面临CAP定理，即布鲁尔定理：

C：一致性 A：可用性 P：分区容错性

BASE 是 Basically Available(基本可用)、Soft state(软状态)和 Eventually 

consistent (最终一致性)三个短语的缩写，是对 CAP 中 AP 的一个扩展。

CAP 中理论没有网络延迟，在 BASE 中用软状态和最终一致，保证了延迟后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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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事务处理手段
基础原理 实现 优势 必要前提

2PC 分布式数据库 简单 关系数据库

2PC TCC 不依赖关系数据库 实现TCC接口

2PC 事务消息 高性能 MQ，实现事务检查接口

最终一致性 本地消息表
定时轮询或Binlog触发

去中心化 侵入业务，接口需要幂等
性，建议MQ通讯



后期-网格化

专 注 大 众 知 识 分 享 的 平 台

服务网格化，是为了提高

服务治理能力得到加强；



案例-流量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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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行驶一边换轮胎，完成新旧项目更替。



未来-持续演进，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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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celess

业务中台、基础中台、数据中台

AIOps/NoOps

技术方案、理念千千万，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架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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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的方向始终是围绕这几点

来的。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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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微服务的第一条规则是，不要构建微服务，即不要为了微服务而微服务；

2. 不要在没有DevOps或云服务的情况下进行微服务；

3. 不要通过使它们变得太小来制造太多的微服务；

4. 不要将微服务转变为SOA；

5. 不要尝试成为Netflix：不需要什么都从头开始；



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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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性能测试（如网络耗时）；

2. 压力测试；

3. 定期演练；

4. 团队、用户满意程度；



稳定性整体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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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事故频发期

q 应对策略

成立应急小组

落实值班SOP

告警规则、一键分析等

排查单点风险、监控黑洞

 

q 误报频发期

q 应对策略

调整告警策略

接口曲线分析

上线前压测、自动测试

各种手段提高代码质量

 

q 第三方事故频发期

q 应对策略

5分钟内定位到并反馈

15分钟内恢复核心功能

施压对方改进，复盘

自身做好灾备方案

降级控制影响范围

 

q 平稳增长期

q 应对策略

定期排查

扩容增配

迁移优化

容灾备份

重点保障

 

注：该告警数不代表事故数，只反映关键接口耗时波动



Thanks！
欢迎相互交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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