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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国人看手机的时间平均超过2小时
2016年，全球平均每个用户

花在移动互联网上的时间为3.1小时



云计算拉开”互联网＋”架构变革序幕
OpenStack is not the end , it is the beginning or a journey towards ”Internet＋” Architecture

移动互联
（Mobile）

微服务和分布式架构
（ Micro-service）

软件定义网络
（ SDN）

虚拟化
（ virtualization）

大数据
（Information）

IT基础设施
（硬件和操作系统）

软件定义存储
（ SDS）

社交
（Social）

云计算平台
（ Cloud & OpenStack ）

互联网＋
（”Internet＋” Architecture）



单体架构 VS 微服务架构
https://www.martinfowler.com/bliki/MicroservicePremium.html

伴随业务的快速成长，当你的应用面
临以下瓶颈：

业务复杂度日益增高

团队规模日益庞大

原有单体应用的维护、升级和部署难度变大

应用的迭代效率越来越慢

应对高并发业务存在性能瓶颈

缺乏足够的容错性

是时候考虑微服务架构了！



单体架构 VS 微服务架构
https://www.martinfowler.com/articles/microservices.html

微服务架构是随着云计算的发展应运而生的一种软
件设计风格，与之对立的是传统的单体架构

技术视角

• 采用一组服务的方式来构建一个应用系统

• 微服务具备自包含性，可作为独立的进程存在

• 不同微服务之间通过一些轻量级交互机制来通信，

通常是HTTP型的API

业务视角

• 单一职责原则 (Single Responsibility Principle)

• 按照业务(而非技术)的边界来确定服务的边界



提升迭代效率

• 与传统单体架构应用不

同，每个微服务是一个

能独立发布的应用服

务，可作为独立组件进

行编译、部署

•升级代价小，大大提

升效率，需求变更响应

速度快

弹性扩展 容错能力 丰富的技术栈 提高组织效率

• 单体架构紧耦合，而微

服务强调模块化的结构，

微服务之间是松耦合

的

• 在应用扩展时，仅需扩

展有瓶颈的微服务，有

利于应用的模块化扩

展

• 单体架构应用所有功能

在同一进程内实现，一

个功能bug可能导致整

体崩溃，而微服务可实

现进程级别隔离

• 每个微服务是自治的，

单个服务的异常通常不

会导致整个系统的故障

• 根据业务的需求，不同

的服务可以根据业务特

性实现灵活的技术选型

• 不同的微服务可以依赖

不同的编程语言、开发

框架以及数据存储技术。

针对不同的微服务，可

以选择最合适的技术栈

• 每个微服务可以由独立

的Team开发和维护，依

赖方按照统一的接口规

范定义好输入和输出即

可，沟通成本低、效率

高

• “2 pizza”原则，团队

小而精，释放生产力

1 2 3 4 5



2017，基于云环境的创新模式 设计者和开发者的比例直线上升



Step 1

• 微服务拆分：领域驱动设计

(DDD)

架构设计与实现

• 微服务开发框架：Spring Cloud / Dubbo / …

• 支撑平台：

 容器（Kubernetes / Docker / …）

 IaaS平台（OpenStack / 公有云 / … ）

 PaaS平台（OpenShift / CloudFoundry / …）

• 持续集成: Jenkins / …

• 代码管理: GitLab / GitHub / …

• 自动部署：Ansible / Puppet / …

业务域&技术域 技术域 组织结构域&技术域

DevOps

Step 2 Step 3

服务建模





 Kubernetes

• 设计理念源于Google过去15年在生产环境中运行容器的管理经

验（前身为Google数据中心资源管理系统Borg）

• 2014年开源，目前已经迭代到V1.5版本

• 为管理容器而生，核心是面向应用

• 集合了社区中先进的理念和实战技术

• 由CNCF(Cloud Native Computing Foundation) 管理

 主要功能

• 完备的应用生命周期管理

• 弹性伸缩

• 负载均衡

• 服务编排

• 服务发现

• 资源调度

• 服务自愈机制



服务发现
• Kube-DNS

• Service

配置中心 负载均衡 容错性弹性伸缩
• ConfigMap

• Secret

• Kube-Proxy

• Service

• Self-Healing

• Health Check

• Auto-Scaling

服务编排

• Deployment

• Helm

任务管理 日志管理 监控升级

• Job

• CronJob

• EFK • Prometheus

• Heapster

• Rolling-Update



kubedns dnsmasq

exechealthz

Kube-DNS 

Pod

K8s
livenessProbe

K8s
Service

Lookup

upstream

nslookup
nslookup

Health API

Service ClusterIP

Lookup with

ServiceName.Namespace

K8s Service

resources

List/watch API

Kubernetes通过集群内部的DNS服务(Kube-DNS)，配合Service，实现服务发现

实现原理： Kubernetes将Service的名称当做域名注册到Kube-DNS中，通过DNS服务完成Service名称到Service的ClusterIP的解析，
因此通过Service的名称就可以访问其提供的服务

基于云平台构建的微服务架构的应用，由于频繁的扩缩容和更新升级，微服务的网络标识经常会动态变化，因此需要引入服务发现机制

服务发现的实现方式：云平台内置的服务发现组件、自建服务发现系统（如Etcd、ZooKeeper、Consul）、微服务框架（如SpringCloud
Eureka）



企业级应用的配置管理复杂：

 配置信息的种类繁多

 多套环境并存：开发、测试、预发布、生产…

 采用微服务设计，服务数量增加导致配置管理复杂度增加

ConfigMap

Service A-1

Service B-1

Service A-2

Service B-2

配置更新繁琐：

 更新配置经常需要重新构建、部署应用

构建微服务架构的统一配置中心：Kubernetes ConfigMap

 配置与容器应用分离

 集中管理应用配置

 批量动态更新应用配置

Secret：处理敏感信息



Service ClusterIP : 
Port

NodeNode

Pod Pod Pod Pod PodPod

Kube-Proxy
(Iptables)

外部
Client

PodKubernetes Service到后端一组Pod实例的负载均衡和请求转发，

由Kubernetes组件Kube-Proxy实现

Kube-Proxy借助Iptables工具，设置转发规则，将Service的流

量进行重定向

默认采用轮询方式（Round Robin）进行分配，支持会话保持

外部负载均衡实现：

 自建软件/硬件负载均衡器(HAProxy/Nginx/F5）

 Kubernetes Ingress

 使用IaaS平台的负载均衡器



应对高并发高流量业务场景

• 秒杀活动

• 促销活动

• 定时抢票

• …

定时性/周期性

• 突发应急性事件

• 热点事件

• …

突发性

提前规划，
手动实施弹
性伸缩

基于监控指
标，设置自
动弹性伸缩

典型应用行业

金融

电商

运营商

公共服务

应急管理

调整RC/RS
控制的Pod
实例副本数
量

设置HPA，
根据Pod负
载动态调整
实例数量



故障自愈（Self-Healing）：

 容器异常时，自动重启

 Node节点宕机时，重新调度并启动容器

应用健康检查（Health-Check）：

 Liveness探针：检查容器是否处于运行状态，如检测到容器运行状态不正常，则Kubelet会

杀掉容器，并根据设置的Restart Policy进行相应操作（如本地重启）

 Readness探针：判断容器内服务是否已正常工作，如未启动完成或工作异常，则将该服务

所在Pod的IP从Service的Endpoint中移除，不接受请求

 三种类型的检测：

• TCP检查：通过容器的IP和端口号进行TCP检查

• HTTP检查：通过容器的IP、端口号及路径，进行HTTP检查

• 在容器内部执行一条命令，以判断容器健康状态



Deployment
编排文件示例

副本数量

Pod定义模板

Deployment

 对Pod和Replica Set的定义和描述模板，目的

是更好的解决容器应用的编排问题

 典型应用场景：

• 通过创建Deployment对象来生成Pod和RS

• Deployment更新/回滚（均采用灰度方式）

• 检查Deployment状态来查看部署进度

Helm项目



灰度升级：采用Kubernetes原生的灰度升级方式，保证业务系统在升级过程中不中断，升级过程中新/旧版本并存

快速回滚：Docker镜像版本管理机制，在升级发生问题时，保障镜像版本可随时进行回滚操作

降低微服务升级的风险





状态问题：有状态（集群）服务并
不完全适合部署在容器上，如何处理？

管理问题：容器需要与虚拟机、
物理机协同工作，如何管理和编排？

安全问题：容器化微服务应用，
应用之间如何实现安全隔离？

网络问题：异构支撑平台的
SDN网络解决方案，如何选择？

存储问题：异构支撑平台的软件
定义存储解决方案，如何选择？

新的
问题

通过Kubernetes与OpenStack的融合，构建一体化支撑平台



OpenStack
• 专注于云数据中心基础设

施的编排、管理和调度

Kubernetes
• 以应用为中心，专注于创新

型云原生应用的交付和管理

融合架构愿景
• 1+1 > 2

• 二者优势互补，打通云数据中心

新一代应用交付的最后一公里

• 加速应用交付，助力业务创新



一体化
运维管理

统一管理视图 统一编排 统一应用中心

虚拟机

容器

容器集群

统一网络

企业级容器云平台

镜像管理 应用管理 容器集群管理

企业级OpenStack平台

VM

DevOps

VM VM 物理机

容器

容器集群

Neutron 统一存储

计算资源管理 网络资源管理 存储资源管理

LBaaS / FWaaS / VPNaaS / … Cinder / Manila
Ceph

分布式存储
集中式商业存储

物理机虚拟机

VM

VM

VM

VM

监控告警

日志管理

租户管理

安全认证

计量计费

自动部署

Kubernetes Kubernetes



接入API层

App

App

App

WEB

API

Socket

Rest

API

Socket

Rest

API

Socket

Rest

API

Socket

Rest

负载均衡器

Zookeeper集群
（服务注册和发现）

Zookeeper集群
（服务注册和发现）

Zookeeper集群
（服务注册和发现）

Zookeeper集群
（服务注册和发现）

Zookeeper集群
（服务注册和发现）

负载均衡器
负载均衡器

登录服务

登录服务

登录服务

抢单服务

抢单服务

抢单服务

撮合系统

撮合系统

撮合系统

优惠券

优惠券

下单服务

下单服务

监控指挥

监控指挥

广告操控

广告操控

广告操控

统计分析

统计分析

支付

支付

清算

清算

路径分析

路径分析

路径分析

Redis集群
（缓存服务器）

Redis集群
（缓存服务器）

Redis集群
（缓存服务器）

MongoDB集群
（文档型数据库）

MongoDB集群
（文档型数据库）

MongoDB集群
（文档型数据库）

MariaDBMariaDBMariaDB集群
（关系型数据库）

微服务应用层

RPC

状态数据，
撮合数据，
订单数据……

位置数据

订单数据

请求服务

App

App

App

WEB

WEB WEB

API

Socket

Rest

API

Socket

Rest

API

Socket

Rest

API

Socket

Rest



统
一
云
计
算
管
理
平
台

裸机
部署区

容器
部署区

虚机
部署区

登录
服务

抢单
服务

撮合
系统

优惠券
下单
服务

登录
服务

抢单
服务

撮合
系统

优惠券
下单
服务

支付 清算

支付 清算

VM

API
服务

VM

API
服务

VM

Zooke
eper

VM

Zooke
eper

VM

Redis

VM

Redis

监控
指挥

统计
分析

广告
操控

路径
分析

VM

API
服务

VM

Zooke
eper

VM

Redis

VM

Zooke
eper

VM

Zooke
eper



基础资源

应用架构

 提升应用系统架构设计和
开发的灵活度和敏捷度

开发者

运维者

 降低异构的私有云基础设
施的运维管理复杂度

 统一的云平台运维管理

IT组织架构视角企业IT系统视角

 纷繁复杂的企业级应用架构：
传统应用、云原生应用

 无缝支撑全类型的应用

 异构的私有云基础资源并存：
容器、虚拟机、物理机

 统一的编排、调度和管理



• 3年完成3轮融资，总融资额数亿人民币

• OpenStack核心代码贡献全球前十

• Ceph核心代码贡献全球前十

• Kubernetes核心代码贡献全球前十

• 在全球5个国家和地区有分支机构

• 在全国16个城市有分公司或者办事处

• 200+位员工，专注于开源基础软件

公司成立于2014年2月
中国最大的开源云计算中立厂商

EasyStack——中国开源云计算的领导者

愿景：做以开源技术为核心的下一代基础软件世界级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