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传统银行到互联网金融

- Oracle数据库架构设计与性能优化实践



 盖国强 云和恩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始人
 国内第一个Oracle ACE及ACE总监；

 致力于技术分享与传播

o 技术论坛ITPUB的主要倡导者之一; 

o 已经出版了12本技术书籍；

o 和张乐奕共创 Oracle用户组 - ACOUG,

开展持续的公益活动；

 云和恩墨国内综合数据服务领导者
 汇聚 Oracle ACE 总监(6/10)，Oracle ACE，SQL大赛冠军，

以及数十位OCM专家，同时具备MySQL和DB2专家；

 为包括电信、金融、保险、电商、能源等行业300多家客户提供服务和解
决方案；

Who am I



企业的经历：
• 数据累积 性能衰减
• 拆分数据表
• 分割数据库
• 分布式数据库
• 异构与迁移
• 业务驱动的数据库分拆

企业的目标：
• 提升性能
• 提高稳定性
• 保障数据安全
• 降低TCO

企业数据架构的痛点-合久必分 分久必合



现实与挑战

• 客户在IT 建设中累积了大量的数据系统，分散割裂的部署导致
了成本提升、运维复杂；

• 迫切希望通过数据整合和集中，降低软硬件成本，节省Oracle
数据库License；

• 改善IT运维，降低运维复杂度；

• 随着硬件能力的逐步提升，使得分散系统的整合归并成为可能；

企业数据架构的痛点-烟囱式建设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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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性能管理-用量化的数据指导决策

依赖数据库的详细统计数据建模
– 进行容量规划和预测

– 以量化数据指导整合迁移的资源配置

Oracle 12.1.0.2 Stat 1178 Event 1650

Oracle 11.2.0.4 Stat 679 Event 1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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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金融业核心数据整合

金融行业率先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整合集中

– 从设备分散到集中 –降低运行维护成本；

– 数据从分散到集中 –提高整合能力、节约软硬件成本；

– 应用进行集中重构和服务化 –支持业务创新与运营；

– 是企业业务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驱动；

物理集中 数据集中 应用集中



邮储银行 - 开放式系统集群技术应用新突破

邮储银行逻辑大集中

行长吕家进说，将以
本次储蓄逻辑集中系
统全面上线为契机，
全面实施新一轮 IT
规划，致力于科技创
新与业务革新的深度
融合。



分析诊断：整合高并发的海量系统优化

高配置

高并发

高等待



64C 1T

DATA DISKGROUP

Failgroup1 Failgroup2

VOTING DISKGROUP

Failgroup1 Failgroup2 Failgroup3

64C 1T

STORAGE1 STORAGE2 STORAGE3

高可用设计：主机存储与容灾架构

服务器RAC集群

磁盘组ASM冗余

多独立存储冗余



高可用设计：容灾架构与性能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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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复制

异步复制

• 2 颗CPU绑定到LGWR进程
• Cache LUN技术将REDO映射到存储内存



分析诊断：数据库的瓶颈来自于何处

高并发的事务处理
– Redo Size ： 2，006，801.5 Bytes/s

– Transactions:  1，349.4 Trans/s



性能数据 - 建立数据库负载的基线

数据库的容量规划
– 支付类业务最高每小时约3000万事务（全球）

– 金融业务最高每小时约100万事务（全国）

– 证券类业务最高每小时约50万事务（单省）



由表及里 – 透过表征看本质



由前至后 - 数据库的瓶颈来自于何处

深入分析 -从前台到后台



 提高存储响应降低Log File Parallel Write等待时间；
 业务端合并短小事务，降低每秒处理的事务数量；
 初始化参数COMMIT_WAIT=nowait；
 增加实例，分担单个实例每秒处理事务数量；
 数据库级切分，增加新的数据库来分担每秒处理事务数量。
 数据库版本升级到12c

解决方案：从基础知识出发



解决方案：性能验证和结论

同时段的对比报告



解决方案：性能验证和结论

从后台看前台



12c – adaptive scalable LGWR 

从串行到并行



解决方案
• 通过全面的数据采样与分析，进行数据整合规划，容量评估，

安全和高可用评估；

• 结合业务现状、数据库现状、软硬件资源现状，为用户制定数
据整合方案；

• 指导用户实施数据整合和集中；

成果
• 通过整合模型，进行科学的容量规划和性能推演，制定了科学

的整合方案；

• 将客户现有的数十套数据库，整合为1、2、3套数据库环境；

• 降低了70% ~ 80%的总体成本，大大改善了用户的运维管理；

数据整合与集中-从村落走向集约化管理



GL OE AP

GL-2GL-1 AP-1 AP-2 PO-1

PO

• PDBs 可以从远程 CDBs
进行克隆

• PDBs 可以在 CDBs 内部
进行快速的克隆

• 通过 snapshot 进行秒级
快速克隆

• PDBs 可以从 non-CDBs
进行克隆

CREATE PLUGGABLE DATABASE 
newpdb FROM salespdb

12c 多租户 – 快速的数据库分分合合



• 自动化巡检 –让DBA去完成那20%最有价值的工作

性能管理：持续的性能数据自动化运维



互联网金融爆发性业务增长案例

– 背景

• 一年业务增长超过100倍

• 预计在今后一年内，业务量仍然会有数十倍增长

架构
– Exadata 1/8配一体机

– 已采购Exadata X5满配一体机

– 困惑

• 当前数据库架构所能支撑的业务极限



扩展性

1/8配单节点可
承载45倍业务

满配单节点可
承载90倍业务

可通过多节点
扩展CPU资源

SQL优化前提下
CPU不存在瓶颈

现有环境CPU资源

1/8配Exadata 2节点18CPU36核 满配Exadata 8节点36CPU72核

CPU资源主要消费

逻辑读 硬解析 闩锁 排序

互联网金融爆发性业务增长案例



扩展性

1/8配可承载
10倍业务

满配可承载
100倍业务

可配置FLASH提
高IO性能

配置FLASH存储
IO不存在瓶颈

现有环境IO能力

1/8配Exadata IOPS 1866 满配Exadata IOPS 24487

IO资源主要消费

物理读 数据文件写 日志文件写 备份

互联网金融爆发性业务增长案例



扩展性

可承载7000倍业务
多节点承载业务心跳

压力会成倍增长
心跳网络不存在瓶颈

现有环境网络带宽

Exadata Infiband 40G网络带宽

心跳网络资源主要消费

节点间心跳 GC数据传输 数据库后台进程通信

互联网金融爆发性业务增长案例



扩展性

单节点可承载15
倍业务

升级到满配不带
来扩展性提升

可通过部署FLASH
提升性能

可通过多节点业
务进行扩展

当前配置下资源消耗

LGWR进程目前使用率6%

LGWR时间消耗

log file parallel write CPU调度 远程节点通信

互联网金融爆发性业务增长案例



1/8配

• IO为主要瓶颈

• 可承载业务压力10倍

• 通过配置FLASH可提高IO处理能力

满配

• LGWR单进程为主要瓶颈

• 可承载业务压力15倍

• 通过配置FLASH可提高LGWR处理效率

多节点

• 单个数据库的锁、热点等内部机制为主要瓶颈

• 可承载业务50到100倍

• 需要对现有业务模块改造，避免多个实例间的争用和冲突

Sharding

• 可承载业务压力超过100倍，具备良好的扩展性

• 需要对现有业务架构进行彻底重构

互联网金融爆发性业务增长案例



…

合久必分 – Oracle的分布式特性改进

Automating sharding for custom-designed OLTP applications

Linear Scalability Fault Tolerant

…

水平扩展最高达到1，000个数
据分片，每个分片包含一个数
据子集；

可以通过在线增加Shards扩
展数据库的吞吐能力；

分布式软硬件隔离故障
的影响度；

用户可以基于性能、灾备等原
因自定义数据的摆放；

支持数据分片的在线 Split
和 rebalance；

不同的Shards可以运行
不同的Oracle数据库版本；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合久必分 - 由分区而Sharding

CREATE SHARDED TABLE Customers

( CustId    VARCHAR2(60) NOT NULL, 

FirstName VARCHAR2(60), 

LastName  VARCHAR2(60),

…

PRIMARY KEY(CustId),

)

PARTITION BY CONSISTENT HASH (CustId) 

• Sharding 技术基于分区技术演进而来；

• Sharded Table 关键字指定分片数据表；

• 建表语句创建执行后会自动将数据按照
分片方式分布；

• 支持多重数据分片方式:

• System managed - consistent hash

• Composite - range-hash, list-hash

• User defined - range, list (12.2.0.2)

• 连接池通过 Shard Key 来分发查询请求，
支持跨Shard的查询；

• 常规参考表自动在Shard之间复制同步；

BA

DC

FE

HG

JI

LK

Table Partitions

Shard DB #1

BA

DC

FE

HG

Shard DB #2 Shard DB
#3

JI

LK

One 
Giant 
DB to 
Many 
Small 
DBs



分布式 – 弹性分布式存储解决方案

大数据整合与集中面临的平台压力
• 去“IE”架构通过Virtual SAN替代FC SAN

• 同样的成本获得 20倍+ 的IO性能

• 动态扩展、高性能的存储解决方案

Enmo Light Storage

Solutions and Services

Integrated to Work Together



数据为王 - 数据库性能数据决断未来

明确业务增长预期并转换为数据库指标

深入分析发现当前系统瓶颈

综合考虑可用性、性能和扩展性

根据业务预期和瓶颈进行容量预测



关注『Oracle』公众号 关注『Eygle』个人信息

关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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