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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 

•  演讲 � 
– 介绍业务快速发展的高效运维经验 � 
– 给负责快速发展的和中大规模的业务运维团队

做参考 � 
– 业务和技术背景 � 

 � 



高效运维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 

•  大量的变更 � 
•  复杂的环境 � 
•  多样的架构 � 
•  突发的故障 � 
•  路由关系维护 � 



开始之前 � 

 �   �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 ? � 
 � 

 �   � 对一件具体的事情是对的，但对于一个复杂的问题，则
不然。比如如果你是一个大型仓库的管理员，应该先建造
什么工具？显然应该先规划好仓库里货架的摆放位置、走
道设置、物品归类等的基础上，再按需添置工具。 � 

 �   � 运维--我们就是大型软件仓库的管理员+快递员+售后
+… � 

 �   � 所以,我们的做法是先想办法让自己有个清爽的环境,再
在此基础上建设各类效率工具,分工协作. � 

 � 



Agenda � 

•  减少运维对象 � 
•  规范技术架构 � 
•  分层专业维护 � 
 � 



所有程序统一打包 � 

start stop restart monitor

A Server’s Package

install

运维看到的所有服务，都是标准的
package“包”具备标准操作接口 � 

diskclear uninstall checksum



一个web服务器的小故事 � 



纷繁复杂的服务器模型 � 

单进程 � 多进程 � 单线程 � 多线
程 � 锁 � io复用 � 临时创建 � 提前
创建等技术繁多，且可以组
合混合使用，运维如何应对？ � 



推广通用Socket � Server � 

Proxy � 
1-n个端口 �  �  �  �  �  �  �  �  � 

Worker1_1 � 

Worker1_2 � 

Worker1_n � 

Worker2_1 � 

Worker2_2 � 

Worker2_n � 

Controller � 
监控 � 统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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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模型选择 � 

访
问
量 � 

存储量 � 小 �  大 � 

大 � 

Cbitmap � 
位图 � 

CDB � 
关系sql � 

CSSD � 
SSD � K-V � 

CMEM � 
内存 � K-V � 

CKV � 



减少运维对象 � 

•  所有服务按标准打包,操作和调用完全一致 � 
•  统一接入服务器类型 � 
•  Tcp/udp � 服务采用统一server框架，框架

so分离管理 � 
•  存储模型变为位图、cmem/cssd(介质差异

的同类服务)、cdb � 3类 � 
 � 



Agenda � 

•  减少运维对象 � 
•  规范技术架构 � 
•  分层专业维护 � 



L5路由及容错系统 � 

DNS 
Server

L5 
Agent

CGI

CGI

CGI

L5 External API
Api 

获取服务器
IP:Port

Api 
路由响应结果上报

服务器 � 

L5: � level � 5 � 原意是公司第5级响应的最低优先级设备. � 



L5路由及容错系统 � 

WEB WEB WEB 

LB

SERVER B SERVER A 

WEB WEB WEB 

SERVER B SERVER A 

L5 AGENT 

CRASH CRASH 

容错、负载均衡

CRASH 



L5路由及容错系统 � 



利用l5做集群化去单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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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有状态的容错 � 
L5 � 

access � 

1G 1G 1G 1G 1G 1G 1G 1G 1G 1G 1G 1GServer � 
 � A � 

空闲内存 � 

业务1 � 

业务2 � 

A � B主备完全镜像 � 

Server � 
 � B � 

acc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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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标准架构 � 

LVS/TGW � 

WEB �  WEB �  WEB �  WEB � 

L5 � 

S++ �  S++ �  S++ �  S++ � 

L5 � 

access � 

CDB �  CSSD/CMEM �  Cbitmp � 

90%机器 � 
Vs �  � 
30%人 �  � 

access � 



规范技术架构 � 

•  各层使用标准组件开发 � 
•  统一路由和容错方案 � 
•  管理“管理”节点 �  � 



Agenda � 

•  减少运维对象 � 
•  规范技术架构 � 
•  分层专业维护 � 



业务和层的横纵管理 � 

 
 
 
 
 
 
 
 
 

运维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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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oms

组件oms

业
务
 oms 

业
务
 oms 

业
务
 oms 



按组件视角管理 � 



按业务视角管理 � 



运维管理模式 � 

资源 � 
系统 � 

发布 � 
通道 � 

配置 � 
中心 � 

业务和
组件
OMS � 

唯一性 � 



脱离日常发布 � 

开发机 �  测试机 �  预发布机 � 

运营机 � 

运营机 � 

运营机 � 

运营机 � 

编译机 � 

开发环境 �  测试环境 �  运营环境 � 

自动化
测试机 � 



变更体检报告 � 



变更体检报告 � 

配置变更 � 

程序发布 � 

扩容 � 

批量重起 � 

触发变 � 
更检测 � 

通过网管数 � 
据据,基础监 � 
控告警,业务 � 
告警对比分 � 

析 � 

超过阀值 � 
或出现告警 � 

发出报告 � 

原理图例 � 

按规则和重要性,邮件分 � 
需关注/须处理 � 

基础监控 � 
测速/返回码系统 � 

自动化测试 � 
模块间调用 � 
Coredump � 

组件监控 � 
…… � 



分层专业维护 � 

•  按业务，组件横纵建设OMS � 
•  尽量做到谁发起，谁变更,工作闭环不依赖 � 
•  变更检测系统＋监控系统及时发现异常 � 



总结 � 
l  � 尽可能少的管理对象(方案)是效率的最大保障 � 
l  � 不要一味去适应环境的变化,也应改造和规范环境

—和研发的互动非常重要,运维要能影响开发 � 
l  � 形成分工维护的变更闭环,否则沟通协调成本大幅

增加 � 
l  � 可控的自助化变更可大幅提高效率,也增加客户满

意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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