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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绍-1

测试40%在等

待（环境、数据）

开发规范有

10+种

1次上线要提交

33+类文档

种

从价值创造的角度，软件研发活动可以分为几类：

 创造价值的活动：写代码

 不创造价值但是价值实现必须的活动：代码编译、部署

 不创造价值也不是价值实现必须的活动：写BUG、等待

过程的有效性
创造价值活动所花费的时间

整个过程所花费的时间
=



背景介绍-2

改一行代码的上线

要花费5人天工

作

上线当晚重启加

验证 > 5个小

时

故障恢复时间
（MTTR）> 

20分钟

过剩 等待 库存 缺陷
任务
切换

移动
额外
处理

上线前手工提交的
物件超过

10+种

七大浪费

软件开发的“最后一公里”，是指软件满足了功能需求之后，尚未投入实际运行并创造业务价值的阶段。软

件开发者──尤其是面对交付压力的软件开发者──常常对“最后一公里”视而不见。但它确实正在成为业务

软件交付中最大的压力点。



背景介绍-3

单系统工程代码

700W
+行

编译时间> 

30分钟

工程代码庞大、结构复杂，难以快速集成和发布。

生产发布> 

2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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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捷转型—需要组织的自上而下的推动

成立ETC（企业敏捷转型社区）,建立ETC团队协议、活动章程，总体负责敏捷转型的落实推动。采用迭代改进的方

式，不断克服障碍逐步推动整个开发团队的敏捷转型。

业界实践 公司目前现有实践

敏捷实践集

辅导定义

敏捷Scrum知识体系



敏捷转型-评测流程标准

敏捷转型前得分为1.55分，当前得分3.5分.

基于测试
驱动敏捷运营

每月4号测试 ETC测试

深入查证问题原因
内部推动问题解决

将问题反馈相关单位

完
成
敏
捷
方
法
自
查
和
提
升

Framework
成熟度测试

 敏捷实施成熟度测试

0.00
1.00
2.00
3.00
4.00
5.00

拥抱变

化

团队协

作

价值驱

动

管理实

践

工程实

践

初始值 当前值

•从 拥 抱 变 化 、 团
队协作、价值驱动、
管理实践、工程实
践五大方面对敏捷
实施成熟度进行全
方位评分。

建立敏捷实施成熟度标准，以测试作为运营手段，定期评测在需求、开发、测试、交付、运维各环节的执行质量，

通过ETC组织驱动敏捷方法持续执行。

系统的敏捷实施质量测试



团队转型



开发测试团队测试团队开发团队

开发测试融合

个人业务 个人业务

政企业务 政企业务

帐务管理 帐务管理

开发管理 测试管理

个人业务

开发测试管理

政企业务

帐务业务

团队
融合

工作
方式
转变

上线时间
T

代码提交
T-4

需求定稿
T-8

需求设计
设计评审

功能测试
问题修复

设计
文档开发 测试

用
户
故
事

功能开发

测试案例编写

功
能
验
收

产品经理需求澄清开发和测试共同参与理解需求。
开发根据用户故事要求，进行代码编写；测试根据
用户故事验收条件，进行测试案例编写。



团队实践-自下而上的团队工作执行



团队实践

Sprint2 Sprint3

Sprint2 排
版

Sprint2开始：
上午：需求澄清
下午：Sprint计划会
议，准备任务板。

Sprint的每天：
召开每日例会，回顾昨天的工作、规划今天的工作，发现问题。
更新Sprint看板和燃尽图。如果燃尽图2天没有下降，预警。

• 4个会议：
• Sprint计划会议
• 每日例会
• Sprint评审会议
• Sprint回顾会议

• 1个活动：
• 需求澄清会

T2
T’－

4

上个迭代回顾，上
线评审，上线

1T’

Sprint1

Sprint1结
束，准发
布，回归测
试

上个迭代回顾，上
线评审，上线

Sprint2 结束，
准发布，回归
测试

T－4

Sprint3排版

21

在Sprint开始第一天上午召开需求澄清会议，为下个Sprint做准备。（大约占0.5天），Sprint中开展
Show Case实践，开发成员完成某个功能（自测完毕）向PO演示所完成的功能。

T-4到下个迭代的第一天PO要将已经排版的需求梳理和细节确认完毕（需求管理员＋系分及PO＋团队
PO助理）

SCRUM的4+1活动



工作方式变更

UI/UE

业务领域PO

业务领域PO

产品BACKLOG

产品BACKLOG

产品BACKLOG业务领域PO

产品负责人PO：作为产品的owner，代表客户决定产品需求以及优先级，是Team对于需求的唯一诉求人，帮助团队屏蔽传统

的需求纠纷干扰。

业务领域PO：负责具体功能的用户故事、验收标准编写，把握故事的优先级，保证团队瞄准正确的目标。每个团队都有属于自

己的

Scrum Master：确保scrum被理解和遵循；确保scrum运用的有效性；确保team内外不受干扰，使团队专注在开发生产中。

开发团队：是一个自组织、跨职能的团队，一般规模控制在5-9个人。



目录

I

II

III

IV

背景介绍

敏捷转型-管理实践

DevOps实践-工程效率提升

小结

目录



项目重构

代码重构，拆解原CRM单体700W+行代码为12个业务中心。

 厚平台，轻应用，组

件标准化：标准的技术组件

和业务组件；

 开放的服务化架构：

服务原子化解耦和高性能云

化服务调度框架，服务能力

可对外开放；

 高可靠和高容错：任何

节点和链路故障能够自动检

测和优化，确保高可靠性；

 DEVOPS：快速迭代，

持续交付；

 数据化运营：对服务运

行全面监控，监控数据积累

可视化；

 应用级线性扩展：随着

资源加入，能进行微服务级

线性容量和性能的扩展。



DevOps-Framework

基于敏捷DevOps方法，结合已有的开发实践，建立DevOps Framework方法框架。该框架从全局上贯通了产品

研发的整个流程，从细节上定义了流程中的角色、物件、流程、规范、指标等5个方面落地标准规范化。

角色 物件 流程 指标规范

•角色：明确9种角色在各个阶段的职责。
•物件：明确研发过程中的4类输入物、5类输出物的规范。
•流程：明确研发过程中需要经过的4个环境20+个步骤，并要求实现工具自动化。
•规范：明确和质量相关的11个规范，并要求实现工具化落地。
•指标：明确3级指标体系，1级是成熟度指标、2级是效率和成功率指标 ,3级是具体质量指标。

5
个
方
面

规
范
化



ADCloud（Agile Delivery Cloud）平台建设

需求 构建 测试 发布

迭
代
计
划

开
发
任
务

任
务
分
解

需
求
分
析

源
码
管
理

需
求
关
联

规
范
检
查

测
试
关
联

功
能
测
试

性
能
测
试

回
归
测
试

灰
度
测
试

版
本
管
控

集
群
部
署

快
速
回
退

监
控
反
馈

图表指标展示

需求对接 源码/CI 测试对接 依赖包/二进制制品

需求管理平台

GIT/SVN

测试管理平台 DCOS平台 资源池管理 Apm BOMC ELK

Jenkins Gradle Sonar Nexus JaCoCo Findbugs

界面

展示

功能

管理

流程

驱动

业务

平台

开源

工具

建立敏捷交付(ADCloud)平台，打通从需求、代码构建、系统测试、上线发布全流程，精益管理软件开发过程。实

现持续交付流程的全自动化。整合Sonar、Findbugs等质量分析管理工具，进一步提升代码质量。通过平台展示

软件开发完整过程。
流程全贯通，打通从需求到运维的流程，建

立需求、开发测试、部署上线的闭环流程。

全面自动化，通过持续集成平台完成代码自

动编译、静态代码检查、单元测试、覆盖率

统计、编译发布、集成部署等内容。提升开

发测试流转速度，实现集成测试环境按天部

署，代码提交和编译包、单元测试联动。

过程可视化，通过持续集成平台，集成代码

扫描结果、编译结果、单元测试等报告，提

供展示功能。打通集成测试平台测试报告和

持续集成平台接口，使得从代码提交到集成

部署报告的全界面统一展现。实现全流程、

全过程可视化。

指标固化，平台上固化源代码、代码质量、

单元测试、版本发布等11个质量相关规

范。



持续集成

通过Jenkins持续集成平台，实现代码自动化编译，单元测试自动化，集成代码扫描工具，自动打包发布，打通

自动化功能测试平台。

主要工具：

代码仓库：Git/SVN进行管理；静态检查：Sonar集成。

单元测试：Junit；单测覆盖率： JaCoCo插件；编译打包：Gradle。

集成部署：shell脚本/服务接口；

自动化测试：Ruby，自动化测试平台；CI报告：Sonar，自动化测试平台。

Git/SVN

代码

提交

Jenkins

代码自动检
测

代码静态检
查

编译打包

单元测试

持续集成报
告

自动化测试
平台

测试人员

开发人员

发布Docker
环境



分支管理

master release dev

Tag:v20160601

Tag:v20160701

Tag:v20160801

Tag:v20160802

Tag:v20160901

1、7月份上线分支建立

2、提交7月份测试 3、8月份feature

4、合并开发4、7月份分支合并
发布到主干

5、8月份提交测试5、8月份提交测试

Bug修复

6、8月份发布
合并主干

6、8月份发布
合并开发

生产紧急bug修复

9月份的测试发布过程

7、9月份feature

8、9月份提交测试



应用配置分离

源代码

Jenkins

开发环境

测试环境

准发布环境
环境配
置和应
用配置

DCOS平台

基于Docker的部署模式

Docker镜像库

应用配置

应用代码

配置包

应用包

Docker镜像
静态
打包

动态
运行



依赖分离

建立项目依赖包管理服务，统一管理依赖包

项目组Nexus服务器

依赖包需要从Nexus下载

CI构建

依赖包

Docker镜像

仅包含代码编译包

依赖包

包更新

包更新

项目 – 依赖包 关
系配置管理

提醒更新

ADCloud平台



持续部署

节
点

节
点

节
点

节
点

MESOS

MARATHON

Etcd Etcd Etcd

zooke
eper

物理机或
虚拟机

资源调度

服务引流
服务注册

应用容器化
(Docker封装)

应用
（Docker）

应用
（Docker

）

HAp
roxy

HAp
roxy

HAp
roxy

基于DCOS（数据中心操作系统）的持续部署



分布式编译

docker docker docker …….

调度控制

Git/SVN代码提交
通过对编译环境docker化来，

实现代码分布式编译，解决多项

目编译资源争用的问题。

制品库

不同项目级

同项目构建

同次构建



测试前置

传统企业执行自动化测试困扰：

1.大量的自动化用例覆盖在前端UI界面发起的业务，而前面界面变化快，执行失败率高，维护量大；

2.接口服务为后端服务，覆盖量不大，而实际上接口自动化实现效率高，稳定性也高，适当高密度覆盖；

3.单元测试几乎未覆盖，原因所耗费开发工作量大 。

越早发现代价越小

传统

敏捷

1

2 越少变动代价越小

两条精益原则



DevOps成熟度模型

明晰方向，找准位置，清楚差距，确定发展思路。

总体来说处于可持续级，需
要往量化级和优化级发展！



演进路线

阶段一：持续集成 阶段二：持续交付
阶段三：

DevOps PaaS云

持续构建

持续检查

持续单元测试

持续自动化测试

持续部署

交付流水线

仪表盘

自动化监控

配置管理

部署环境管理

制品管理

全景报表

部署即服务

监控即服务

日志即服务

开发测试服务水平管理

弹性扩容变更

流水线即服务

团队级DevOps

实现对包括部分新业
务和CRM试点敏捷项
目的持续集成能力支撑

部门级DevOps

实现对信息技术部各
个域采用持续交付支撑

实现需求、开发测
试、运营的一体化平台
管理

公司级DevOps

可以对各个部门应用开
放开发测试服务

完成DevOps PaaS云平
台的支撑落地实施

阶段划分

关键能力

敏捷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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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感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