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权注意$！员： 1、书籍版仪归若蓄和出版丰土fifi萄；

2、 :<f;;PDF仅用于个人获l!ll知识，造行也底下知识交流；

三 PDF获得富不得在亘联网以任何目的选行传播；

拥有需要 ， i青尽量购买芷版实体书！支持书籍作富！！



Bl'Oadview® 

、。“·

架构探险

轻量级微服务架构自
黄勇著

田中国工信出版集团围豆柔美£~~.！~



关于作者

黄勇

现任上海特赞科技CTO ，曾任阿里巴巴公

司系统架构师。 真奇丰富的E联网产昂架构

经验与技术管理经验，擅长敏捷开发模式，

推崇“轻量级”系统架构 。 国内开源软件推

动者， Sma「t开源框架创始人 3 图书《架构

探险：从零开始写Java Web框架》作者。

技术大会讲师、培训师、咨询师。 热爱技术

交流，乐于分享自己的成长经验。



架构探险

轻量级微服务架构自
黄勇著

穹手工苦也 A屋 祉·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位y

北京•BEI丑NG



内容简介

本书将重点关注微服务基础设施方面，其中大部分内容涉及微服务运维相关技术。 全书以实践

的角度进行编写，读者首先将学习轻量级微服务架构的全景视图，随后的各个章节将围绕微服务的

日志、监控、通信、解稿、测试、配置六大方面进行展开。读者可亲自动手，从零开始搭建轻量级

微服务架构，充分享受架构探险的乐趣。

本书适合对微服务实践感兴趣，以及想成为微服务架构师的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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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

微服务，我们如何与你相处

微服务束了，有了“服务”这两个字，这注定又是个一说就明白、一举例就糊涂、一讨论就

吵架的概念。微服务的出现有其必然的商业背景和架构哲学，如何更好地认识微服务的内涵、如

臂使指地应用微服务架构，还是有着很多挑战的，这也许就是本书被命名为“架构探险”的原因。

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架构升级

互联网经济深刻改变了我们身边的商业环境，消费者的生活方式日益数字化，人们可以在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利用线上、线下渠道体验无缝购物，运用社交媒体表达自我，企业也在运
用多种技术手段，发挥数字化潜力，改善客户联系，促进企业业务模式的转型。 Gartner 认为，

数字化就是把人、事、物和商业联系起来，建立新的商业模式。 未来的企业部将是 IT 企业， IT

将从后台走向前台，从 E盯、 CRM 等内部流程优化为主的业务，逐步转向内外兼修的模式，从

而实现商业创新。

这一变化要求 IT 架构更加灵活地与上下游企业协作，更加快速地响应客户的个性化需求，

更加弹性地应对无时不在的客户请求井提供良好的客户体验，同时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出

现也为上述改变提供了新的技术选择，我们正面临 B/S 多层架构出现后新的一次架构升级， 而

微服务架构就是在这个架构升级过程中应运而生的。

分而治之的哲学是微服务的理论基础

把大的问题分解为容易解决的小问题，找到小问题的解决办法，再来解决大问题，这就是

分而治之的哲学。正如万事万物由分子、原子组成一样， 软件也可以分解为基本单元，以这样

的基本单元进行开发、测试、维护，是解决大规模系统建设的思路。分而治之首先要解决如何

分的问题，企业软件的分法应该是以业务驱动的，而不是以技术驱动的， 也就是分解为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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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逻辑，而这样的不可再分的业务逻辑就是微服务。

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细分为微服务后，势必带来部署、测试、信息集成难度的提高，分

而治之除了“分”，还需要“治”。 传统恐龙型 ERP 是一个面向组织的软件，完备、复杂、响应

变化慢，适合业务稳定的情况，而在数字化时代，客户个性化的要求让我们从这种面向组织的

软件逐渐演变为面向个体的软件。例如，从前的 EHR 软件是为人力资源部门服务的，整体开发、

整体实施，而现在我们会从个体的角度规划软件，可以先从招聘专员开始做一个面试管理的流

程，逐步推出新的流程，完善现有的流程。这些面向个体的流程就是微应用，企业应用将由无

数个微应用组成。微服务则是一个技术概念，能更好地解决微应用的技术实现问题，是一个事

物的不同侧面，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微服务和微应用是事物的一体两面。

正因为微服务实际就是一个业务逻辑，因此做好微服务需要从微应用的维度考虑，将分解开的

逻辑形成一个整体，要从多渠道接入、客户体验、数据管理、应用交付、运维全方位的视角考

虑，这就是分而治之中实现“治”的体验，也是微服务架构需要解决的问题。

站在 SOA 的肩膀上践行微服务

微服务是一个新概念，但这绝不是一个全新架构，更不是一个包治百病的架构。由于有服

务二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面向服务架构（ SOA），其实微服务架构属于应用技术架构，和以 B/S

为代表的三层架构相对应，强调将巨石型应用拆分为由微服务组成的应用，在数据上也视情况

从集中的存储拆解为更小的存储单元。而 SOA 属于企业架构的范畴，从企业架构出发把业务分

解为不同领域的服务，不同物理系统提供不同服务，注重系统之间通过服务互联互通的规范，

对服务如何实现并不关注。因此，面向服务架构的服务应该是一个业务意义的服务，而微服务

是系统中的技术服务，更关注服务的实现，虽然提供了业务意义的服务，但是不能混为一谈。

微服务使用也不是无限度的，事实上由于数据→致性等问题的限制，不能无限度拆分微服务，

因此可以把微服务分为系统对外提供的远程服务、系统内部的远程服务和系统内部的本地服务，

显式声明、明确职责。事实上，在企业架构上使用 SOA 支撑业务，而在应用技术架构上使用微

服务架构，是一个合适的选择。

黄柳青博士是我和黄勇共同的导师，他在 2004 年所著的《软件的涅架》一书中指出：“互

联网时代的企业应用定义，正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横向的部门互动、实时的企业间互动、多

样的交互渠道、灵活的业务规则 ， 使得原有意义上的独立应用不复存在……对软件设计者来说，

能直观地分割井具有最小内部精合的软件结构是简约之美·…· ·美的软件是软件企业与软件开发

者的终极目标”，那时候他把这种全新的软件生产模式称为“面向构件”。回头看来，微服务正

是“面向构件”在数字化时代的解读，用微服务架构实现软件之美，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

一一焦烈夜，普元 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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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A 从企业级应用到互联网领域火了很多年，曾经是我招聘架构师的必考题目之一，但

SOA 在大型系统的落地从来都是高难度动作，令许多架构师欲仙欲死。如今又兴起了微服务架

构，要把 SOA 进行到底，实现彻底的服务化，从此世间再无系统切分，只有微服务小而美好。

那么到底如何实现微服务呢？黄老师这本书教我们轻松上手，一步步把理想变成现实，体现出

多年实战派的底蕴，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武功秘籍。

一一史海峰，饿了么北京研友中心总经理

近年来，微服务俨然成为行业内广受关注的热点。不论是微服务的价值，还是微服务的阻

碍，都是行业在架构技术选型中最为关心的前提。除此之外，技术的践行流程，对现有组织架

构、软件模式的影响，都是决策者不敢忽视的要素。我很庆幸看到，国内能诞生这本微服务领

域的巨著。本书从架构发展史的角度，阐述了微服务兴起的客观性与必然性；从技术的角度，

深入分析了践行微服务的种种要点：更从实践的角度，通过案例事无巨细地帮助读者去体会、

理解、掌握微服务。实属呕心沥血之作，极力推荐大家阅读。

一一 孙宏亮， DaoCloud 技术合伙人， 《Docker 源码分析》 作者

黄勇的这本书从微服务实操的角度，通过在微服务架构体系的不同关注点，选择多样而务

实的技术楠，为大家全方位地阐述了微服务架构体系的各种最佳实践，对微服务感兴趣的同学

不容错过。

王福强，征数科技 CTO ， 《 Spring Boot 揭秘》 和 《 Spring 揭秘》 作者

微服务架构，虽然诞生时间不长，却己成为软件架构领域讨论的热点。微服务的概念看似

简单，但涉及诸多方法论和实践积累，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它非常好，但就是“玩不起”。随着

微服务生态系统的日趋完善，微服务架构的讨论也从 API 接口、服务间通信、接口测试、基

础设施自动化等，逐渐扩展到了 API 网关、微服务的注册与发现、 Docker 封装与部署、持续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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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以及运维体系的优化等多方面。本书结合作者过去多年的实战经验，深入浅出地梳理了微服

务构建过程中遇到的诸多挑战，井给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如何使用 Spring Boot 构建服

务、使用 ZooKeeper 注册服务，如何结合 Docker 封装服务和发布服务等〉，是一本能帮助读

者立刻动手、落地微服务的好书。同时，作者从开发和运维两个角度入手，详细地剖析了微服

务实施过程中，如何有效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部署以及运维难题。纵览全书，条理清楚，图

文并茂，理论结合实际， 是一本非常用心， 又注重实操的好书，对企业的微服务架构实施， 具

有很大的参考意义， 相信企业的架构师、 软件开发人员、运维人员读完这本书一定会受益匪浅。

一一 王磊， DevOps 教练， 《微服务架构与实践》作者

微服务是近几年的一大热点，其模块化、跨语言和自治隔离等思想，有望大幅降低研发和

运维成本。微服务架构， 无论对传统企业，还是互联网公司 ， 都会有很大影响。黄勇老师结合

了 Spring Boot、 Jenkins 和 Docker 等热点技术，对微服务的整个生命周期做了全面介绍，通

俗易懂、 深入浅出，致力于打造微服务领域最佳实践， 不失为一本好书。

一一一吴其敏，携程框架研发部高级总监，开源分布式实时监控系统 CAT 作者

当今，微服务己经不是概念，而是势不可挡的潮流，它在大型互联网电商类企业己有丰富

的实践，效果很好。但对于其他有志于向微服务架构转型的技术爱好者，微服务如何落地还存

在很多不清楚的地方，本文从细节入手，结合具体实例，娓娓道来，为大家提供一个很好的微

服务实践参考，带领大家走进微服务之门。

王庆友，独立架构顾问， 《架构的本质》 作者

软件开发从来没有银弹，微服务也不是。我认为微服务本质上是要解决一个可伸缩性的问

题，以应对访问的增加、业务复杂度的增加和开发团队人员的增加。黄勇在这本书中详细解释
了实践微服务必须要面对的架构模式，包括服务注册与发现、 API 网关以及简单部署系统的搭

建，并辅以样例代码，对于正面临可伸缩性问题的开发人员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一一许晓斌，阿里巴巴高级技术专家，《Maven 实叫作者

近年来，软件开发领域的新思想、新方法、新工具、新实践层出不穷，简直有令人应接不

暇、目眩神迷的感觉。要想走出这团迷雾，微服务是纲，容器化、自动化运维、自动化部署、

服务监控与治理等，都是目。通过阅读本书， 纲举目张，则一切将尽在掌握！

一一庄表伟 ， 华为内源平台架构师， 《开源思索集》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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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崛起， Web 网关越来越重要，本书从 Web 网关的视角带领大家学习微服

务架构。 通过本书可以学习到如何使用 Spring Boot 与 Docker 等技术构建 Web 型微服务架构，

值得 Web 开发人员学习 。

一一张开涛，“开涛的博客”博主 ， 《亿级流量网站架构核心技术》 作者

微服务是最近几年在架构方面比较热的一个话题，本书从概念到具体的落地，比较系统地

介绍了微服务从构建到部署等环节的知识和具体方案，是想了解和学习微服务相关技能的一本

好书。

曾宪杰，美丽联合集团副总裁 ， 《 大型网站系统与 Java 中间件实践》 作者



读者评价

面对近几年火热的微服务架构，但很多人都是「只可远观，不可近玩J 的态度，大家对吨

级的概念与方法论往往都是望而生畏。他们会觉得微服务架构是复杂的、高端的、赶潮流的、

没有必要的，中小团队没有必要也没有实力去落地。本书将许多晦涩与难以理解的概念和方法

论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来描述，非常接地气，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一本微服务架构经典入门书籍。

阅读完本书，会有一种「微服务架构也没有想象中的恐怖嘛J 的感觉。勇哥手把手地带着读者

把轻量级微服务架构落地，完全是从 0 到 l，以及教给读者如何应对里面的坑。在阅读的时候，

有一种勇哥在带着我一起在微服务的世界中探险的感觉，作为我的引路人，非常有安全感。本

书的内容都是奔着落地去的，不会有飘在天上的各种方法论，诚意满满的干货，绝对物超所值。

勇哥的《架构探险》系列书籍是 Java 从业人员在职场中进阶的宝典。所以，你值得拥有。

一一一 偏头痛杨， Java 技术经理

一份轻量级微服务架构最佳实践的讲义。全书总分形式，第一章先构建了轻量级微服务架

构图，然后逐个章节图文结合，并带有清单式的讲解，行文简洁易读，深入浅出 。 从目录可以

看出，重点介绍了微服务基础设施方面的知识，是不可多得的落地实战总结，我会推荐给任何

在微服务架构道路上的技术人。

一一泥瓦匠 BYSocket，特赞开发工程师

微服务 CMSA）是目前企业级应用主流架构和落地方向，黄岛主（作者雅称）与其团队站

在微服务思想、架构的高度，澄清了微服务理念和原则，通过微服务实践形成行业领先技术战

经验，值得大家品读。黄岛主的《架构探险：轻量级微服务架构》上下册为传统 IT 企业从事微

服务实践提供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微服务方案和指导原则，是传统架构师向微服务架构师转型床

头书，是程序员的必读之物。

一一－罗中华，资深架构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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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有拜读黄勇老师的博客和书籍，非常佩服黄老师能将晦涩难懂的理论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解释清楚，让我们有豁然开朗的感觉。此次黄老师的新书，用实际的案例详解了微服务架构

中基础且重要的日志平台、监控中心、配置中心等。读完样章后，希望能立即阅读实体书，干

货满满，很多知识点都是现在正在困扰我们的。希望赶快阅读，尽早解决我们的困惑！

一一彭清正，宝付支付开发工程师

勇哥的书极富启发意义，曾经对我认识、理解架构起到很大的作用。根据本书的上册，很

容易推测出下册将对微服务的原理、实践、运维的认知进行一场洗礼。

一一李阳， Java 与 Galang 开发者

近三年，微服务架构风靡全球，很多互联网企业都在做微服务改造，黄勇老师的《架构探

险：轻量级微服务架构（下册）》这本书记载了特赞生产环境中微服务实施的具体细节，详细地

讲解了微服务实施过程中的日志、通信、消息、分布式事务、配置中心、监控等核心内容，是

业界难得的一本微服务架构精品书籍，极力推荐大家阅读。相信每一位读者读完本书必定对微

服务架构有着更深入的理解，并且能够快速掌握微服务架构开发。

一一一刘国柱，技术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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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微服务三岁了。我们一直期盼它能快速长大，希望微服务技术社区能推出更多框

架与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落地微服务，并从中获得微服务给我们带来的甜头，但实际情

况却让我们感到有些失望。我们至今还在寻找适合自身技术需求的微服务架构，甚至仍然觉得

微服务离自己有些距离。

因此我们更多的是在观望，希望看到有成功实践微服务的企业能够将自己的技术分享出来，

以供更多的企业来使用，但实际情况仍然让我们感到失望。我们不得不选择 Spring Cloud 这样

的“全家桶”式的微服务框架来实现微服务架构，此时我们就需要基于 Spring Boot 来开发微服

务， Spring Cloud 提供的大量基础设施虽然可与 Spring Boot 进行无缝整合，但这样的架构给微

服务的技术选型带来了一定的局限性。此外， Spring Cloud 包含了大量的 Spring 官方所提供的

开源项目，目前不同的版本在兼容性方面也存在一些不稳定现象。

我们认为，微服务是一个灵活的技术架构，它不能绑定在特定的技术平台上，微服务不应

该存在任何的局限性，同时还要确保有较强的兼容性。比如，虽然我们也使用 Spring Boot 开发

微服务，但也允许使用其他更适合的开发框架或编程语言来实现微服务。再比如，我们目前通

过 ZooKeeper 来实现服务注册，但也能轻松地切换为其他技术选型，对于整个应用程序而言，

这些都是无感知的。微服务所提倡的理念就是，用最合适的技术以最高效的方式来解决实际应
用中的问题。

经过两年多的实践过程，我们找到了一款能让微服务架构快速且稳定落地的解决方案， 井

将此方案的核心内容汇集成本书，希望该方案能给微服务世界带－点新的能量。

本书将重点关注微服务基础设施方面，其中大部分内容涉及微服务运维相关技术。全书以

实践的角度进行编写，读者首先将学习轻量级微服务架构的全景视图，随后的各个章节将围绕

微服务的日志、监控、通信、解稿、测试、配置六大方面进行展开。读者可亲自动手，从零开

始搭建轻量级微服务架构，充分享受架构探险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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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如何组织的？

第 1 章：轻量级的微服务。

本章将从宏观上描述轻量级微服务架构。首先我们将从架构与架构师开始讲起， 简单回顾

架构演进的过程与微服务的发展趋势。随后我们将探讨在搭建微服务架构之前需要准备的工作，

认识微服务架构的“冰山模型”，介绍切分微服务边界的方法和技巧。最后我们将从部署与运行

两个角度来观察微服务架构，并以一幅架构全景图来结束本章。

第 2 章：微服务日志。

本章将关注点放在微服务日志上。首先我们将从 Spring Boot 日志框架入手， 使应用 日志可

以输出到 Docker 容器外部， 以使我们可随时查看日志文件。随后我们将学习 Docker 日志驱动 ，

使日志信息输出到 Linux 的 Syslog 中。最后我们将 Syslog 与 ELK 技术技整合， 搭建一款微服

务的日志中心。

第 3 章：微服务监控。

本章将视角放在微服务监控方面。首先我们将学习 Spring Boot 应用程序自带的监控特性，

接着将介绍 Spring Boot Admin 开源监控系统的使用方法。随后我们将集成 lnfluxDB 、 cAdvisor、

Grafana 等开源工具， 搭建一款微服务的监控中心。最后我们将学习 Zipkin 工具的使用方法，

将其用于微服务的追踪中心。

第 4 章：微服务通信。

本章将围绕微服务之间的通信来展开。首先我们将在 Spring Boot 应用程序中实现基于

HTTP 的同步调用，同时我们也会对比 Spring RestTemplate 、 OkHtφ、 Retrofit 等工具的使用方

法。随后我们将使用 gRPC 框架实现基于 RPC 的同步调用 ， 并将 gRPC 与 Spring Boot 进行整合。

最后我们将亲自动手，搭建一款轻量级分布式 RPC 框架。

第 5 章：微服务解藕。

本章将使用消息队列的异步方式来解相微服务调用问题。首先我们将对比 ActiveMQ 与

RabbitMQ，它们是两款经典的开源消息队列。 随后我们将使用 RabbitMQ 来实现请求应答模式，

并通过 RabbitMQ 来实现 RPC 同步调用。最后我们将使用 Event-Sourcing 与 MQ 相结合， 巧妙

地解决分布式事务问题。

第 6 章：微服务测试。

本章将聚焦在微服务测试方面。首先我们将以 Spring Boot 应用程序为例， 分别针对 Service

层与 阻STAPI 进行单元测试。随后我们将使用 Postman 来充当 REST API 的测试工具， 并结合



XII I 架构探险：轻量级微服务架构（下册）

Jenkins 与 Newman 搭建一款 阻ST API 的自动化测试框架。最后我们将分别使用 Swagger 与

apiDoc 工具来自动生成 REST API 文档，并比较这两款工具的优缺点。

第 7 章：微服务配置。

本章将解决微服务的配置参数问题。首先我们将通过一些实例，快速学习 Ansible 自动化

运维工具的使用方法。随后将 Ansible 作为微服务的配置中心， 并将 Jenkins 与 Ansible 相结合，

可用于优化我们现有的微服务部署框架。 最后我们将使用 Registrator 所提供的自注册特性，实

现微服务的平滑升级目标。

如何获取本书源码？

可通过以下链接下载本书源码。

http://git.oschina.net/huangyong/msa-book-2 

如何参与线上豆动？

欢迎加入“轻量级微服务架构” QQ 群，申请加入时请注明“架构探险”。

群号： 528265294

此外，请关注“架构探险图书”微信公众号，可免费获取关于本书后续的更多内容。

致谢

田。在世l田

描f~i1i
回南面苟南

首先需要感谢的是我们的技术团队，如果没有你们所提供的实践经验，这本书也不可能问

世。我很庆幸自己能加入特赞技术团队，也很感激你们对我一如既往的支持与鼓励。在微服务

实践这条路上，你们才是专家，我只是把你们的宝贵经验整理出来，希望能让更多的人从中受

益，我想这也是我们特赞技术团队的共同理想。

自从去年 9 月上册出版以后，很多读者都在问“下册什么时候出版？气我原本以为是今年

上半年就能完成的事情，没想到计划不如变化，公司有更加重要的工作需要我去完成，因此写
书的计划也被频繁打断。直到一年后的今天，下册才能与你们见面。 在此，我先对你们说声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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歉，也感谢你们一直对我的关注与等待，希望下册能给你们带来更多的帮助。

最近这一年中，我在很多公开场合下分享过关于微服务的话题， 在此向曾经帮助我的技术

专家们致谢，和你们聊技术是一件兴奋的事情，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微服务的本质，也让我

对我们技术团队现在搭建的微服务架构更有信心了。同时也感谢你们对这本书所做的推荐，希

望我的全力以赴能够配得上你们的称赞。

如果说写完一本书全是作者的功劳，那就大错特错了。没有好的出版社， 没有优秀的编辑，

我想再好的书也会让大家失望。感谢本书编辑陈晓猛先生对本书的辛勤付出，我在晓猛身上学

会了谨慎与专注，这是我和晓猛第三次合作，每次合作都能让我感到，写书其实是一件快乐的

事情，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最后我想把感谢的话留给我的妻子和女儿，感谢你们一路陪伴着我，我们共同见证着对方

的成长。这本书能够顺利完成，绝对离不开你们努力，因为你们给了我一个幸福而美满的家庭，

让我能够将心思沉醉在写作之中。虽然最后我才感谢你们，但你们在我心中永远是最重要的人，

永远无法取代。

读者服务

黄勇

2017 年 7 月 18 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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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主主盘处下载。

提交勘误： 您对书中内容的修改意见可在主主盘盖处提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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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页面下方读者评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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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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