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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学习方法将大脑的状态分为三个区： 舒适区、 学习区和恐慌区。在舒适区中你可以

基于自己熟悉的知识去做一些习以为常的事情，因为你己经具备了处理这些事情所需要的知识，

所以做这些事情一般都会恨得心应手。 大脑状态处于恐慌区时给你的体验和舒适区刚好相反，

由于你不具备处理这些事情的任何知识，或者说处理这些事情己经超出了你最大的知识范围，

所以你会对事情的结果感到不确定，甚至沮丧、焦虑、崩溃、放弃。 处于恐慌区时是不利于学

习的，因为你的大脑思维不能被顺序整理，不能被归纳总结。

学习区又叫作脱离舒适区，处于这个区间的大脑， 在做对应的事情时会感觉到挑战，井处

于亢奋状态。 让大脑进入学习区的事情都有这样的特点： 你的大脑可以利用既有知识引申总结新

的知识， 井对自身知识树的缺失部分进行补全。 所以，让大脑脱离舒适区进入非舒适区是个人

能力进步的一个根本要素。例如，你可以使用 Java 进行编程活动，熟练自如后再在这个基础上

学习 Groovy、 Scala 等编程语言：再例如，你拥有了自己的编程习惯，再在此基础上融入别人的

编程方法。 以上两个例子都是在同一知识领域体系下的大脑状态区域平移。 你也可以让你的大

脑状态在不同的知识领域下进行平移，例如做开发的朋友可以去尝试做产品团队、市场团队的一

些工作。 我的偶像，罗辑思维的罗振宇老师对此有一个非常棒的总结： 持续地做你不擅长的事。

总之，不能让自己的大脑在舒适区待得太久。在舒适区待久了的人也有一些共同表现，例

如对新生事物天生持抵制态度，听不进去别人的建议， 在职场“混资历”，甚至看不得别人取

得任何成绩。 总之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听到类似“我都工作 20 年了， 什么没见过？”“像

你这样的项目，我当年一个人带 20 个 ！ ”这样的话， 那么讲这种话的人一定是一个让自 己在

舒适区待得太久的人。 不要混资历，不要用你的战术勤奋掩盖你的战略懒惰。

银文杰

2017 年 5 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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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的代码示例采用 Java 写成，对于一些相对独立章节中的代码，笔者将其整理后

形成示例工程。例如实战章节中的日志采集工程、图片服务工程，笔者已经上传到了 CSDN

的线上资源管理中，可供读者自行下载。本书一共分为四个部分，第－部分对日常开发任务中

经常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并将这些问题分类，分解出这些问题在整个软件架构中的位置。

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和读者一起讨论软件架构中的负载层性能设计、业务层性能设计井穿插讲

解了一些存储层的设计关注点，其中将详细讨论一些具体的软件／组件应用以及它们的工作原

理。 第四部分为实践章节，这一部分将基于己经介绍过的知识点和读者一起将它们用于工程实

战，对于之前没有涉及的新知识点，也会在其中进行简要说明 。

本书大量使用操作系统、 Java 知识体系、软件设计中的基础知识，包括但不限于：操作系

统线程原理、悲观锁／乐观锁、软件设计模式等。例如本书中至少使用的设计模式包括： 命令

模式、构建者模式、观察者模式、责任链模式：本书中至少涉及的 Java 基础知识包括： 有限／

无限队列、悲观锁／乐观锁、 SPI 规则、 concuηent 工具包、状态机： 本书还关联至少如下第三

方组件：分布式文件系统、 Redis 、 关系型数据库、 Keepalived 、 ZooKeeper。因为篇幅所限，

本书并不可能用太多的文字对这些基础知识、第三方组件进行详细介绍，甚至不会专门说明某

些技术点。所以本书更适合有一定一线业务系统开发经验的软件工程师阅读，井且在工作过程

中使用过 Linux 系列操作系统（最好是 CentOS），因为本书讲解的知识点、介绍的安装运行

方法、讨论的工作原理、描述的操作过程、给出的示例代码环境全部都是基于 Linux 操作系统

的 。 如果你想从一名开发人员成长为一名软件架构师，那么本书绝对是你合适的一块“垫脚

石”：本书还适合有一定系统运维工作经验的 IT 工程师阅读，如果你想完成从传统的 IOE 系

统运维到移动互联网系统领域运维的蜕变，那么本书所介绍的知识也会给你一定的启发。

由于本书内容较丰富，文字讲解部分就占用了相当的篇幅，所以为了尽可能节约篇幅，本

书在列举代码段落时往往只保留了主要的代码片段，并以“……” 表示代码段落中有省略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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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另外，如果在代码片段中使用 Java 标准注释规范，则将占据多余的空间，所以本书大部

分使用了 Java 中的单行注释方式对代码目的进行说明。类似成体系的工程示例，如日志采集

案例、图片处理案例等，都在相关章节中注明了完整的工程示例下载地址，以便读者查看更详

尽的实现方法。最后，本书中多数图片由笔者自行绘制（90%以上），有一部分图片来源于互

联网资源，凡是后者笔者都在图片下方进行了明确的说明 。

本书成书于笔者对自己博客文章的整理，其中有 30%的内容为成书整理时新增。在这个过

程中有很多朋友给予笔者帮助，帮助笔者校正博客文章中的错误。 特此感谢以下网友 CCSDN

账号，排名不分先后） : amadis _ch en、自然的发呆、 thisisgpy 、 github_33423142 、 shadabing 、

fyc19861 0 、 zkq1989 、 sinat_25444367 、 Tony_tec 、周创、 gongfengying 、 z3133464733 、 qq_

3215908 1 、 weixin_33750642 、 fengyong7723131 、白糖、 a35946729 、 zzpapzzp 、 qq一16387501 、

LX_871225 、 littlebugu 。

笔者还要感谢家人，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在笔者写作期间默默地给予支持。笔者最后还要

特别感谢电子工业出版社博文视点编辑付睿老师和参与本书校对整理工作的各位编辑，没有他

们的勤劳忖出就不会有本书的出版发行。

轻松注册成为博文视点社区用户（www.broadview.com.cn），扫码直达本书页面。

·下载资源、：本书如提供示例代码及资源文件，均可在王皇室盘处下载。

·提交勘误：您对书中内容的修改意见可在韭主盘盖处提交，若被采纳，将获赠博文视

点社区积分（在您购买电子书时，积分可用来抵扣相应金额）。

·交流互动：在页面下方主主主主处留下您的疑问或观点，与我们和其他读者一同学习

交流。

页面入口 ： http://www.broadview.com.cn/3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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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前序

本部分将介绍在实际工作申技术人员最窑易遇到的和系统可用性、系统高性能南

关的一些问题，使读者对本书将要讨论的问题青一个概要性的理解，这悻便于各但读

者选撵性地阅读本书童节。第 1 章申将分类讨论这些问题的由来，描述的这些问题场

景刨弩越来越会对职（牛系统造成更大的伤害。第 2 章申将对绝大多数血务系统逝仔真

青其性的层灰分解，并结合第 1 童的内窑介绍每一层最可能出现的问题。



第 1 章
那些年一起踩的坑

翻开此书的读者一定是一名软件技术人员。无论职位高低、技术生熟、资历深浅， 一名软

件技术人员一定是从一个一个软件项目／产品中熬出来的：各种系统磨难造就了今天的你。 可

能你夜以继日写代码，只为了能按时完成 TIRA ( Atlassian 公司出品的项目与事务跟踪工具〉

每一次发布：可能你是一名公司的救火队员，坐着红眼航班从一个火场奔向另一个火场；可能

你是带领着一帮项目／产品团队的技术人员，一上班就坐在会议室和负责需求的同事讨论，然

后在对方下班时感叹：今天又要加班写代码了：你还可能被上级要求电话 24 小时开机， 而且

确实常常在熟睡时被叫醒一一因为接口又调不通了：这都算好的，更悲催的是由于莫名其妙的

脏数据问题，所以团队被要求每周都要手工进行一次数据比对和清理，无论是盘点订单数据、

交易数据、库存数据还是用户积分；或者你比较幸运，被公司选中设计新系统，但是却无意发

现下面的程序员经常抱怨接口故障率太高，经常为此加班…

无论你在公司扮演什么样的技术角色，以上类似的问题肯定是遭遇过的。实际上大多数情

况下单个系统独立工作都是没有问题的，或者说不会出现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一旦一个业

务需要多个系统联合工作才能完成，那么往往就会出现各种问题了 。

1.1 性能问题

读者可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线上的某系统某功能模块的 TPS/OPS （每秒请求／事务数量）

时常保持在几千上下，监控环境和系统日志所表现出的结果都是正常的。但是随着业务的成熟，

这个系统模块的 TPS 开始出现上万的情况。这时系统就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错误，要么就是大

量客户端请求超时，要么就是磁盘 1/0 尤其是写操作时特别高，要么就是数据库出现无数的表

锁。引起这些问题的原因却多种多样，有可能是 Linux 操作系统的若干参数没有优化，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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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础设施薄弱，还有可能是数据表设计阶段没有联系业务方进行聚集索引和非聚集索引的调

整。这些问题的最终结果就是导致系统无法承受较猛烈的流量洪峰。

性能问题的调优涉及多个方面：硬件层面、 网络层面、操作系统层面、应用软件层面和代

码质量层面。例如，根据笔者经验，如果使用 Sonar 进行代码审查出现圈复杂度较高的代码片

段，那么这些代码片段不仅难以维护，而且代码性能一般也不会太好。 如果使用川岛4 系列语
言（例如 Groovy）来编写高性能的代码，那么首先就应该熟练线程／线程池的定义和使用方式。

因为类似 NM 系列的语言都直接采用了操作系统层面的钱程和锁的概念来管理并发性，并在

业务集中点优先选用乐观锁解决冲突。再例如，如果你使用了 NM 承载业务服务，但是 NM

的垃圾回收器没有做调整， 例如没有使用－se凹er 模式，那么这个业务服务的性能肯定不会太好。

再举一个基础设施层面的例子，首先技术团队必须注重基础设施建设，使用磁盘阵列

RAIDl+O 方案为数据库搭建的块存储设施，在实际应用方面肯定强于单块企业级硬盘，当然

如果是使用类似阿里的云存储方案，就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因为别人己经帮你做了 。

以上提到的这些“质量门”，本书当然不可能全部进行讲解（但是笔者的个人博客对这些

问题都有分析，可参见 http ://blog.es出.net/yinwenjie）。本书将依据如下的思路来讲解性能问

题的优化方式： 既然无法减轻整个系统的性能压力，那么就在系统内部分散压力并且缓存待完

成的任务。分散压力到多个服务节点，然后从系统原理的各个层面优化每一个服务节点处理单

个请求的性能， 最终达到提升整个系统性能的目的，不能立即达到这个目的也没关系， 至少要

保持服务节点持续工作，按照自身资源的限制能力对任务进行异步处理。这就是本书的两部分

内容：负载均衡技术和消息队列技术所要达到的讲解效果。

1.2 可用性问题

技术人员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一个己经上线的业务系统突然岩机。但是又没有可接替

它继续工作的备用系统。这种情况就算单个服务节点的性能再高也没有任何意义。高可用性是

系统建设的另一个方面，不是说让性能无限制地“高下去”就可以了，而且还要注意系统的容

灾容错性。试想一下一个可以承受较高吞吐量峰值的业务系统，用着用着突然岩机且不能在短

时间恢复了怎么办。对于客户来说这样的“高性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最终也是不可用的，

所以高可用性的前提是：保证服务系统能够持续工作。

实现高可用性一般有两种手段： 一种是通过第三方软件／组件保证系统的可用性；另一种

是软件／组件自身己具备高可用的技术实现。例如我们经常使用 Keepalived 来监控和热切换两
台 LVS 节点的工作状态，保证当某台 LVS 节点岩机后（虽然实际经验中它不怎么会告机），

另一台能立刻接替它的工作。而有的分布式系统自带高可用解决方案，例如类似 HDFS 的分布

• 3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