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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起源

◼ 传统项目开发，要开发的服务所对应
的代码由多个项目所组成，各个项目
会根据自身所提供功能的不同具有明
确的边界；

◼ 在编译时，这些项目将被打包成为
JAR包，并最终合并在一起形成一个
WAR包；

◼ 接下来，需要将该WAR包上传到
Web容器，解压WAR包，并重新启
动服务器；

◼ 在执行完这一系列操作之后，对服务
的编译与部署即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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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起源

◼ 这种将所有的代码及功能都包含在一个WAR包中的项目组织方式被称为

Monolith

◼ 在项目较小的情况下，这种代码组织方式可以接受：

➢ 更改完代码后，编译器编译代码，然后软件开发人员花费少量时间部署编译出来的

WAR包以便测试自己刚刚所做的更改。

◼ 但随着项目的逐渐变大，整个开发流程的时间也会变得很长：

➢ 即使在仅仅更改了一行代码的情况下，软件开发人员需要花费几十分钟甚至超过一个

小时的时间对所有代码进行编译，并接下来花费大量的时间重新部署刚刚生成的产品，

以验证自己的更改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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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起源

◼ 如果应用的部署非常麻烦，那么为了对自己的更改进行测试，软件开发人

员还需要在部署前进行大量的环境设置，进而使得软件开发人员的工作变

得繁杂；

◼ 在应用变大之后，软件开发人员花在编译及部署的时间明显增多，甚至超

过了对代码进行更改并测试的时间，效率低下。



6

微服务起源

◼ 在变得越来越大的同时，所使用的技术也会变得越来越多；

◼ 这些技术有些是不兼容的，比如在一个项目中大范围地混合使用C++和Java

，即较为困难；

◼ 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抛弃对某些不兼容技术的使用，而选择一种不适合的

技术来实现特定的功能；

◼ 除此之外，由于按照Monolith组织的代码将只产生一个包含了所有功能的

WAR包，因此在对服务的容量进行扩展的时候，只能选择重复地部署WAR包

以扩展服务能力，而不是仅仅扩展出现系统瓶颈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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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起源

◼ 以上这种扩展方式极大地浪费了资
源；

◼ 以上图所展示的情况为例：

➢ 在一个服务中，某个组成的负载
已经达到了90%，到了不得不对
服务能力进行扩容的时候；

➢ 而同一服务的其它三个组成的负
载还没有到其处理能力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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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起源

◼ 由于Monolith服务中的各
个组成是打包在同一个
WAR包中，因此通过添
加一个额外的服务实例，
虽然可以将需要扩容的组
成的负载降低到了45%，

◼ 但也使得其它各部分的利
用率更为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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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概念

 James Lewis

◼ Micro services - Java, the Unix Way， 2012

◼ http://2012.33degree.org/talk/show/67

➢ 微服务的代表性特征

➢ 单一服务职责

➢ 康威Law（Conway's Law）

➢ DDD

Principal Consultant at 
Thoughtworks and member 
of the Technology Advisory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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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概念

 微服务架构雏形

➢ Fred George

➢ http://oredev.org/oredev2012/2012/sessions/micro-service-

architecture.htm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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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概念

微服务架构正式诞生：

➢ https://martinfowler.com/articles/microservices.html, 2014

photo: Christopher Ferguson

Martin Fowler is an American-resident British 
software developer, author and international 
public speaker on software development, 
specialising in object-oriented analysis and 
design, UML, patterns, and agile software 
development methodologies, including extreme 
programming. ~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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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概念

 ThoughtWorks的首席科学家，马丁∙福勒（Martin Fowler）：

➢ 微服务架构是一种架构模式，它提倡将单一应用程序划分成一组小的服务
，服务之间互相协调、互相配合，为用户提供最终价值。每个服务运行在
其独立的进程中，服务与服务间采用轻量级的通信机制互相沟通（通常是
基于HTTP协议的RESTful API）。每个服务都围绕着具体业务进行构建，
并且能够被独立的部署到生产环境、类生产环境等。另外，应当尽量避免
统一的、集中式的服务管理机制，对具体的一个服务而言，应根据业务上
下文，选择合适的语言、工具对其进行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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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演化

 康威Law（Conway‘s Law），Melvin Edward Conway

➢ Organizations which design systems are constrained to produce designs 

which are copies of the communication structures of these organizations. -

Melvin Conway(1967)

➢ 设计系统的组织，其产生的设计等同于组织之内、组织之间的沟通结构

➢ 一种对于系统划分与团队构建之间关系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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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演化

◼ Communication dictates 
design（组织沟通方式会通
过系统设计表达出来）

◼ There is a homomorphism 
from the linear graph of a 
system to the linear graph of 
its design organization（线型
系统和线型组织架构间有潜
在的异质同态特性）

◼ The structures of large 
systems tend to disintegrate 
during development, 
qualitatively more so than 
with small systems（大的系
统组织总是比小系统更倾向
于分解）

◼ 分而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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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演化

 想要什么样的系统，就搭建什么
样的团队；

 如果团队分成前端团队，Java后
台开发团队，DBA团队，运维团
队，系统就会长成下面的样子：

 如果系统是按照业务边界划分的，
大家按照一个业务目标去把自己
的模块做出小系统，小产品的话，
系统就会长成下面的样子，即微
服务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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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演化

 DDD（Domain-driven Design）
领域驱动的设计

◼ Eric Evans 

◼ 《Domain-driven design –tackling 

complexity in the heart of software

》（领域驱动设计—软件核心复杂
性应对之道）

◼ 瀑布式，基于现有需求整理出一个
基本模型，再将结果传递给开发人
员

◼ 敏捷式，范围会设计到更精细的业
务模块，小步迭代，周期性交付

◼ DDD: 领域模型(Domain Model),领
域模型无关技术，具有高度的业务
抽象性，能够精确的描述领域中的
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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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演化

◼ 第一步：建立领域知识

◼ 第二步：使用通用语言(Ubiquitous Language)描述

◼ 第三步：构建模型关系图(Model-Driven Design)

◼ 第四步：确定实体(Entity) 、值对象(Value Object)、服务(Services)、模块(Moudles)、
聚合(Aggregates)、工厂(Factories)、仓库(Repository)



20

架构演化

体系架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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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演化

1. 项目不利于扩展、难以维护
2. 技术栈受限：只能使用1种开发语言
3. 系统性能扩展只能通过扩展集群节点，
成本高

1. 项目不利于扩展、难以维护
2. 技术栈受限：只能使用1种开发语言
3. 系统性能扩展只能通过扩展集群节点，成本高
4. 项目之间功能冗余、数据冗余、耦合性强。

1. 各系统之间业务不同，很难确认功能或模块是
重复的；
2. 抽取服务的粒度大；
3. 系统和服务之间耦合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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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演化

1. 服务拆分粒度更细，有利于提高开发效率；
2. 可以针对不同服务制定对应的优化方案；
3. 适用于互联网时代，产品迭代周期更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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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演化

架构演化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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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演化

◼ 将功能分散到各
个离散的服务中
然后实现对方案
的解耦；

◼ 服务更原子，自
治更小，然后高
密度部署服务

◼ 紧耦合，所有功能
均在一个进程中，
基于整个系统扩展

◼ 松耦合，功能分散
于不同微服务的进
程中，独立服务，
按需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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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H框架（Struts, Spring, Hibernate）

➢ 帮助开发人员考虑了模块化、MVC等，但并没有考虑服务

架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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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与SOA的区别

◼ 传统的面向服务架构（SOA）是集成多个较大组件（一般是应用）的一种机制，将整
体构成一个彼此协作的套件。一般来说，每个组件会从始至终执行一块完整的业务逻
辑，通常包括完成整体大action所需的各种具体任务与功能；

◼ 微服务，仍属于SOA 架构，但内涵不同。微服务并不绑定某种特殊的技术，在一个微
服务的系统中，可以有 Java 编写的服务，也可以有 Python编写的服务，一般靠
Restful架构风格统一系统。

➢ 所以微服务本身与具体技术实现无关，扩展性强。

功能 SOA 微服务

组件大小 大块业务逻辑 单独任务或小块业务逻辑

耦合 通常松耦合 总是松耦合

公司架构 任何类型 小型、专注于功能交叉团队

管理 着重中央管理 着重分散管理

目标 确保应用能够交互操作 执行新功能、快速拓展开发团队

架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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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A和微服务的区别：

➢ 微服务不再强调传统SOA架构里

面比较重的ESB企业服务总线；

➢ SOA的思想进入到单个业务系统

内部实现真正的组件化。

 SOA和微服务的共同点：

➢ 服务化

➢ 敏捷快速

架构演化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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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架构

 API网关
◼ API网关是一个服务器，是系统的唯一入口。

◼ API网关封装了系统内部架构，为每个客户端提供一个定制的API。还可以具有
其它职责，如身份验证、监控、负载均衡、缓存、请求分片与管理、静态响应
处理。

◼ API网关方式的核心要点是，所有的客户端和消费端都通过统一的网关接入微服
务，在网关层处理所有的非业务功能。

◼ 通常，网关也是提供REST/HTTP的访问API。服务端通过API网关注册和管理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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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架构

➢ 近年来，软件对弹性部署、高扩展性、快速响应需求变更等特性要求不断增加，

使微服务架构得到广泛应用

持续交付—容器部署

高扩展性—动态伸缩

高自治性—职责单一

✓ 微服务架构 = 80%的SOA服务架构思想 + 100%的组件化架构思想 + 80%的
领域建模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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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架构

一个传统单体式架构实现的购物网站

缺点：

➢ 效率低：在同一个项目中修改代码，相互等待且冲突

不断

➢ 维护难：代码功能耦合在一起难以维护

➢ 不灵活：构建时间长，任何小修改都要重构整个项目

➢ 稳定性差：小问题可能导致整个网站崩溃

➢ 扩展性差：无法满足高并发下的业务需求

使用微服务架构构建的购物网站

➢ 可快速演化和迭代，可维护性强

➢ 容错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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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架构

 在使用微服务架构模式的情况下，软件开
发人员可以通过编译并重新部署单个子服
务的方式来验证自己的更改，而不再需要
重新编译整个应用，节省大量时间；

 同时由于每个子服务是独立的，因此各个
服务内部可以自行决定最为合适的实现技
术，使得子服务的开发变得更为容易；

 如果当前系统的容量不够了，那么只需要
找到成为系统瓶颈的子服务，并扩展该子
服务的容量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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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架构优缺点

优点

◼ 每个服务足够内聚，足够小，代码容易理解、开发效率提高；

◼ 服务之间可以独立部署，微服务架构让持续部署成为可能；

◼ 每个服务可以各自进行x扩展和z扩展，而且，每个服务可以根据
自己的需要部署到合适的硬件服务器上。

◼ 容易扩大开发团队，可以针对每个服务（service）组件开发团队；

◼ 提高容错性（fault isolation），一个服务的内存泄露并不会让整
个系统瘫痪；

◼ 系统不会被长期限制在某个技术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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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架构优缺点

缺点

◼ 开发人员要处理分布式系统的复杂性

➢ 开发人员要设计服务之间的通信机制，对于需要多个后端服务的user 
case，要在没有分布式事务的情况下实现代码非常困难；

➢ 涉及多个服务直接的自动化测试也具备相当的挑战性。

◼ 服务管理的复杂性，在生产环境中要管理多个不同的服务的实例，
这意味着开发团队需要全局统筹，

➢ 现在Docker的出现适合解决这个问题

◼ 应用微服务架构的时机如何把握？

➢ 对于业务还没有理清楚、业务数据和处理能力还没有开始爆发式增长之
前的创业公司，不需要考虑微服务架构模式，这时候最重要的是快速开
发、快速部署、快速试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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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实现

Apache Dubbo

◼ 阿里巴巴公司开源的一个高性能优秀的开源分布式服务框架，使得应用可
通过高性能的 RPC 实现服务的输出和输入功能，

◼ 主要核心部件：

➢ Remoting:网络通信框架，实现了 sync-over-async 和Logo request-response 消
息机制；

➢ RPC：一个远程过程调用的抽象，支持负载均衡、容灾和集群功能；

➢ Registry：服务目录框架用于服务的注册和服务事件发布和订阅。

◼ 远程方法调用、智能容错和负载均衡，以及服务自动注册和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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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实现

HTTP动作 动作语义

Provider 暴露服务的服务提供方（服务方）

Consumer
调用远程服务的服务消费方（消费
方）

Registry
服务注册与发现的注册中心（注册
中心）

Monitor
统计服务的调用次数和调用时间的
监控中心 （监控中心）

Container 服务运行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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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实现

 Dubbo系统管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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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实现

 Spring Boot

◼ Spring Boot 是由 Pivotal 团队提供的全新框架，是所有基于 Spring 

Framework 5.0 开发的项目的起点。Spring Boot 的设计是为了尽可能快的
跑起来 Spring 应用程序并且尽可能减少配置文件；

◼ Spring Boot 定位于快速构建 Spring 应用；

◼ Spring Boot 去除了大量的 XML 配置文件，简化了复杂的依赖管理；

◼ Spring Boot 集成了大量常用的第三方库配置，Spring Boot 应用中这些第
三方库几乎可以是零配置的开箱即用（out-of-the-box），

➢ 大部分的 Spring Boot 应用都只需要非常少量的配置代码（基于 Java 的配置），
开发者能够更加专注于业务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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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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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实现

 SpringCloud

◼ Spring Cloud 是一系列框架的有序集合，利用 Spring Boot 的开发便利性简化
了分布式系统的开发，比如服务发现、服务网关、服务路由、链路追踪等；

◼ 集大成者，Spring Cloud 包含了微服务架构的各个方面；

◼ 约定优于配置，基于注解，没有配置文件；

◼ 轻量级组件，Spring Cloud 整合的组件大多比较轻量级，且都是各自领域的佼
佼者；

◼ 开发简便，Spring Cloud 对各个组件进行了大量的封装，从而简化了开发；

◼ 开发灵活，Spring Cloud 的组件均解耦，开发人员可以灵活按需选择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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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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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实现

Maven

◼ Maven作为一个构建工具，不仅能自动化构建，还能够抽象构建过程，提
供构建任务实现；跨平台，对外提供了一致的操作接口，是一种优秀的、
流行的构建工具；

◼ Maven不仅是构建工具，还是一个依赖管理工具和项目管理工具，提供了
中央仓库，能够自动下载构件；

◼ Maven项目的核心是pom.xml文件；

◼ POM（Project Object Model，项目对象模型）定义了项目的基本信息，用
于描述项目如何构建，声明项目依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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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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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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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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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实现

ZooKeeper

◼ Zookeeper 是 Apache Hadoop 的子项目，是一个树型的目录服务，支持变
更推送，适合作为 Dubbo 服务的注册中心，工业强度较高，可用于生产环
境，并推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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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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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实现

Tomcat
◼ 由 Apache 开发的Web服务器，包含Servlet 容器，实现了对 Servlet 和

JSP 的支持，并提供了作为Web服务器的特有功能，如Tomcat管理和控制
平台、安全域管理等。

◼ 由于 Tomcat 本身也内含了一个 HTTP 服务器，也可以被视作一个单独的
Web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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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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