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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开场
Part  One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1988年诞生于深圳蛇口，

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企业，至今已发展成为融保险、银行、投资

三大主营业务为一体、核心金融与互联网金融业务并行发展的个人金

融生活服务集团之一。公司为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两地上市公司，股票代码分别为2318和601318。

中国平安是国内金融牌照 齐全、业务范围 广泛、控股关系 紧密

的个人金融生活服务集团。平安集团旗下子公司包括平安寿险、平安

产险、平安养老险、平安健康险、平安银行、平安信托、平安证券、

平安大华基金，涵盖金融业各个领域，已发展成为中国少数能为客户

同时提供保险、银行及投资等全方位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金融企业之一。

开场-公司简介



杜灵强 秦豪 王勇 肖伟

周家武 钟伟导

开场-团队介绍

黄超

平安科技-数据库平台部-数据集成平台分组

1、数据集成新技术及新产品引入

2、数据集成需求评审和方案支持

3、数据集成自动化管理平台建设

4、OGG需求开发和版本管理

5、ETL平台管理及技术支持



开场-GoldenGate介绍

Oracle � GoldenGate（简称OGG）是一款实时数据集成和复制产品，可跨异构系统提供实时数据集成、事务数据

复制和数据比较。支持实时商务智能，能够改善业务洞察；提供查询分流，可显著提升OLTP性能；具有零停机

时间数据迁移、灾难恢复和双活数据库同步功能，可确保持续可用性。



02使用场景
Part  Two



使用场景-概况



使用场景-实时数据整合

应用于关系型数据库（Oracle、MySQL）的数据实时整合到ODS、DW、BigData等数据集中平台

业务A

业务B

业务C

数据集中平台

OGG

OGG

OGG



使用场景-实时数据交换

应用于业务系统间功能驱动的实时数据交换管道

业务A 业务BOGG



使用场景-数据库升级迁移回退方案

应用于系统迁移、数据升级类项目中，提供零停机的数据迁移和升级方案



使用场景-数据库升级迁移回退方案

应用于系统迁移、数据升级类项目中的回退方案，提供新旧数据库间的数据同步



03架构演进
Part  Three



架构演进-概述

引进初期，蛮荒时代

2010-2011

规范梳理，建立自动化开发平台

2011-2012

优化监控体系，建立自动部署平台

2013-2014

扩展应用场景，持续建设

2015-2016



架构演进-蛮荒时代

O
G
G
应
用
层

Oracle OracleOGG OGG

O
G
G
监
控
层

Oracle � GoldenGate � Director

规
范
&
流
程

1

2

3

时间跨度：2010-2011

成果

挑战

ü 引入OGG工具，提供实时数据集成方案

ü 在多个ODS、数据集市项目投产

ü 初步建立用户群和使用规则

p 使用场景混乱，踏坑无数，异常频出

p 开发和部署全手工操作，风险极大

p 使用产品自带监控方案，效果差，成本高



架构演进-规范梳理，建立自动化开发平台

应
用
层

Oracle OracleOGG OGG

监
控
层

Oracle � GoldenGate � Director

开
发
管
理

数据库配置管理 链路配置管理 同步关系配置管理

版本管理 参数管理

规
范
&
流
程

1

2

3

时间跨度：2011-2012

成果

挑战

ü 梳理应用场景，建立完善规范

ü 建立元数据驱动的开发管理平台

ü 应用规模逐步扩展

p 部署全手工操作，步骤繁琐，风险极大

p 使用产品自带监控方案，效果差，成本高



架构演进-规范梳理，建立自动化开发平台



架构演进-优化监控体系，建立自动部署平台

应
用
层

Oracle OracleOGG OGG

监
控
层

集中监控平台

开
发
管
理

数据库配置管理 链路配置管理 同步关系配置管理

版本管理 参数管理

规
范
&
流
程

Monitor库

部
署

OGG自动部署平台

1

2

3

时间跨度：2013-2014

成果

挑战

ü 建立自动部署平台

ü 自开发监控平台替代厂商方案

ü 完成OGG版本统一升级

p 应用局限在Oracle，不能适应公司发展

p 只有异常报警监控，缺少容量管理



架构演进-优化监控体系，建立自动部署平台



架构演进-优化监控体系，建立自动部署平台



架构演进-扩展应用场景，持续建设

应
用
层

Oracle RDBMSOGG OGG

监
控
层

集中监控平台

开
发
管
理

数据库配置管理 链路配置管理 同步关系配置管理

版本管理 参数管理

规
范
&
流
程

Monitor库

部
署

OGG自动部署平台

MySQL BigDataOGG OGG

自助查询 自助部署

1

2

3

时间跨度：2015-2016

成果

未来

ü 扩展到MySQL、PG、BigData平台

ü 完善自动化平台，提供部分自助服务

ü 应用规模进一步扩展

p 管理自助化

p 监控智能化

p 服务精细化



架构演进-扩展应用场景，持续建设



04经验分享
Part  Four



经验分享-坑

问题 问题现象 分析过程 解决方案

MySQL � Data � Pump进程丢失数据

以MySQL为源的OGG同步引

入初期，存在一些Pump数据

到目标端的阶段丢失数据的情

况

a、由于数据丢失阶段的日志重读时又不会丢失，所以前期未能得到Oracle厂商的有效支

持

b、进一步测试发现不对OGG日志文件的版本降级的情况下不会丢失数据

c、请求研发介入并分析，确定是一个bug

a、Oracle研发发布OGG新版本解决BUG

b、取消对logtrail的降级，减少一些同步场景

MySQL � Extract进程抽取缓慢

某APP库在一项业务推广期间，

发现数据同步缓慢， 高延迟

达到20多小时。

延迟发生时，由于未收集之前的抽取速度，无法判断是否因为抽取速度下降导致延迟

a、测试不同OGG版本排除版本升级影响因素

b、采用TESTMAPPINGSPEED测试E进程抽取日志效率，排除磁盘IO影响因素

c、对比该库的抽取速度和其他未延迟的库的抽取速度发现存在明显差异，由于该库采用分

库分表策略，一张业务表拆分成16(个库)*64(张表)=1024张表，总共同步了9张业务表

（实际同步表数量约1万张表）

d、按不同数据级表数量测试Extract进程抽取速度，验证发现抽取同等DML量情况下，抽

取速度与表数量呈反比

e、进一步验证发现抽取过程中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元数据查询语句上

a、联合Oracle产品研发逐步调优元数据查询语句，OGG发

布Patch优化抽取MySQL日志抽取性能

b、将16个MySQL分库拆分成多个Server，将日志解析过程

并行（之前由于分库后并未将数据库分布到多个MySQL � 

Server上，Extract进程还是抽取同一份binlog，所以无法采

用拆分Extract进程方式优化）

PostgreSQL � replicat进程丢失数据

某APP业务推广期间发现目标

端数据不准确，经过对比源端

和目标端，发现数据存在部分

丢失现象，但是丢失的数据并

没有规律

a、丢失的数据是随机的，分布在不同的表，不同的时间段，PG目标库也没有其他用户有

删除权限，缺少重现问题的TestCase，Oracle研发也无法支持

b、提取一段存在数据丢失行为的logtrail日志，分别在Oracle端的OGG和PG端的OGG应

用，发现在Oracle端的OGG应用正常，PG端的OGG应用就会丢失数据

c、分析Oracle端的OGG存在discard数据行为，而PG端stats统计结果没有显示异常，但

是PG端丢失的数据与discard数据并没有直接关系

d、仔细分析logtrail日志中两条数据的时间戳，发现丢失的数据发生在discard行为之前

e、构造了一个事务中存在一个ops异常的情况下的testcase，测试发现在PG端该事务异常

ops前的所有同步操作都丢失了，打开PG数据库语句级别跟踪，可以发现在执行该ops时

发生了rollback操作，该事务之前的操作都被rollback

a、将TestCase反馈给Oracle研发，研发确认是bug，并在

新版本中修复

b、workaround是在odbc.ini配置文件中添加

TransactionErrorBehavior=2，添加该参数后，每一个ops

都会设置一个回滚点，如果该ops执行异常，只会影响该

OPS，不会扩大到整个事务回退，测试发现该参数降低OGG

进程APPLY效率约20%。



经验分享-术

流程化到自动化，需要根据自身应用特点设计和演进

对元数据的有效治理，是数据集成类应用的核心驱动力

GoldenGate应用需要有完整的规范和管控，否则无法保证可用性



展望

对内：持续改善用户体验，
加强平台化建设

对外：在平安金融云推出流式数据集成产品，
服务平安客户和外部金融行业客户



谢谢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