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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年云及云原生行业经验
• 国内最早云原生引领者与实践者
• 在通信、制造、零售、金融、政府、传媒、互联网等行业有丰富的云

原生落地架构规划经验。
• 2016年主导并规划国内第一家百台以上规模k8s云原生生产环境落

地实战，后续主导规划苏宁云商、万华化学、海信、中移在线等万台
规模，全量云原生升级改造，沉淀了丰富的云原生技术能力及落地最
佳实战经验



云原生Landscape



云原生核心理念01



云原生没有定义，只有愿景
能够最大程度利用云计算降本增效、保“平安”、释放最大业务价值的一系列的技术、工具、软件。

理解云原生

• 容器
• Kubernetes(k8s)
• 微服务
• 监控、可观测
• Devops
• Serverless
• -------

12- Factor？ 容器 + 微服务？



云原生容器

敏捷

10 X 研发效率提升

弹性

标准

开放、标准、一致性认证

降低 50% 计算成本

资源利
用率

超高的资源利用率



云原生K8s

• 既可以调度核心应用独
占服务器资源

• 也可以混合共享服务器
资源

• 可以指定服务器运行
• 当应用出现自身故障或
服务器故障时，还可以
调度自愈，

k8s让每一个应用以最优雅的方式运行确保应用以最好的方式运行



云原生Mesh

SideCar

Service A

Host/POD 1

SideCar

Service B

Host/POD 2

SideCar

Service C

Host/POD 3

Service Mesh技术的核心思想——将更多的能力下沉到基础设施，为应用的轻量化、上云提供可能



云原生Serverless

买私家⻋车 汽⻋车租赁 打⽹网约⻋车

资源占有和维护成本⾼高

承载容量量固定

平时⼤大量量闲置

灵活租赁使⽤用时⻓长

扩容相对麻烦

闲置相对较少

完全按需使⽤用

根据负载⾃自动弹性伸缩

没有闲置成本

Serverless
弹性伸缩，省事省心

聚焦业务，降低Ops

按需付费，成本节省

物理理机 虚拟机

从物理机到 Serverless，就像从买车到打网约车：



2021年一

阿里云云原生化

2006年一2010年

应用架构互联网化

2011年一2018年

核心系统云原生化

实现规模化混合部署、

统一调度，支撑百万级

规模电商交易

2017

最后一台小型机下线，

去IOE完成

异地多活、全链路压测

上线

飞天操作系统开始支撑

集团业务

2013

T4项目启动，容器调度

技术开始支撑集团在线

业务，云原生时代开启

2011

三大中间件核心系统上

线

阿里云成立，自研飞天

操作系统

双11元年

2009

云原生技术全面商业化

，容器、中间件技术产

品化输出

中台技术战略

2015

自主研发分布式互联网

中间件

2006

阿里巴巴核心系统

100%上云，云上百万

容器支撑双11

2019

阿里云云产品容器化和

Serverless化

阿里云全面进入云原生

时代

2021

成立云原生技术委员会

，云原生升级为技术新

战略

阿里巴巴完成应用云原

生化

2020

2019年一2020年

阿里集团全面上云

阿里巴巴十五年云原生实践



Presto 基金会

P3C

主动开源贡献社区 开源项目服务案例回馈全球顶级基金会

超百万
GitHub Star

30000+ 
Contributor

2700+
GitHub 开源项目

最全面的云原生开源贡献



浙江省科技进步
二等奖

2020.01 2020.03 2020.09 2020.11 2021.03 2021.05

面向互联网应用的

高性能分布式中间

件关键技术及平台

2019

国家技术发明
二等奖

容器调度、混部等

面向突变型峰值的

关键技术

容器服务入选
Gartner

连续两年国内唯一

入选Gartner报告，

容器产品最完善

Forrester报告
最高分

阿里云在容器服务、

Serverless、微服务测

评中均获得满分

Serverless用户
规模第一

《云原生用户调查报告

2020》：阿里云

Serverless产品在国内

用户规模占比达66%。

阿里云入选Forrester 
FaaS 领导者象限

阿里云凭借函数计算产品能力

全球第一的优势脱颖而出，在

八个评测维度中拿到最高分，

是国内首个进入全球FaaS领导

者象限的科技公司

阿里云入选Gartner 
APM 魔力象限

阿里云成为国内唯一入

选 Gartner APM魔力象

限云厂商，产品能力和

战略愿景获得 Gartner 

分析师高度认可

最高等级云原生测评



专有云 公有云 混合云

容器服务ACK 

计算（神龙裸金属） 存储(OSS/NAS/EBS/CPFS) 网络（SAG/ALB/NAT网关/VPC/CEN/SLB/GA/EC）

aPaaS&微服务架构

微服务引擎
MSE

应用实时监控服务 ARMS函数计算 FC消息队列RocketMQ版

Serverless 产品家族

应用高可用服务 AHAS

Prometheus 监控服务
消息队列Kafka版

消息队列RabbitMQ版微消息队列MQTT版

消息服务MNS 事件总线 EventBridge Serverless应用引擎 SAE

云原生数据库
PolarDB/PolarDB-X 大数据计算服务MaxCompute

机器学习平台 PAI

实时计算 Flink云原生数据仓库 ADB/
AnalyticDB PostgreSQL 

安全

互联网架构

服务网格ASM

消息和事件驱动

链路追踪

云原生数据库

视频云

Serverless 工作流

云原生AI&大数据
云原生数据湖分析 DLA

云原生多模数据库 Lindorm 云数据库专属集群 MyBase 云原生内存数据库 Tair 云原生数据库自治服务 DAS

云效 DevOps
云原生 DevOps

移动研发平台 EMAS

性能测试 PTS

企业级分布式应用服务 EDAS

云服务总线 CSB
分布式事务服务

GTS

容器镜像服务 ACR ACK发行版/ACK 敏捷版 边缘容器服务ACK@Edge

Serverless 

Serverless 容器服务 ASK 弹性容器实例ECI

容器服务

可观测产品

高可用产品

云原生开源大数据平台
E-MapReduce

云原生数据湖构建
Data Lake Formation

API 与开发工具 开发者平台

项目协作 代码管理

制品仓库 测试管理

移动 DevOpS 移动测试

HTTPDNS

小程序云

CloudToolkit 云插件

流水线

知识库

物联网开发者平台OpenAPI

云命令行

DragonWell

性能分析 移动推送

开发者中心

开发框架 Spring Cloud Alibaba

云拨测

可观测与高可用

最丰富的云原生产品家族



云原生带来的挑战及最佳建设路径02



云原生带来的挑战

发布复杂 运维复杂

应用发布变成传统的
10倍

应用配置管理变成传统
的10倍

部署物数量成陪增长
监控服务成倍增长
服务之间故障排查难

分布式挑战 服务复杂

容器的飘动
分布式事务问题
依赖服务稳定

需要引入异步模式

服务怎么管理
接口变更跟踪难
依赖服务调试麻烦



云原生建设路径

CICD 编排 观察与分析 网络 信息流 网关与路由 存储镜像容器

容器与微服务 容器镜像仓库

容器运行时

构建持续集成

和持续部署工

作流

实现自动化测

试、灰度、回

滚

容器编排与调

度

应用定义与编

排

应用监控

日志分析

请求追踪

容器网络管理

网络性能优化

安全策略控制

消息中间件
服务注册与发现

服务路由管理

负载均衡与健康

检查

计算存储分离

分布式文件系

统

对象存储



云原生建设核心要素

云原生

监控

微服务

DevOps

容器

容器的出现让开发测试运维变得更高效，

敏捷，为微服务提供完美的环境。

容器自身的技术特点给运维带来了挑战

容器

DevOps平台，提供统一过程管理、持

续集成、持续部署、持续测试能力。

DevOps

微服务架构本质上是通过承受更高的
运维复杂度来换取更好的敏捷性，其
优势在于小而治之、去中心化，但也
导致基础架构的需求、成本和复杂性
激增。

微服务

让运维更智能、让业务应用更安全、

更高效

监控



云原生上云之路

应用软件架构

应用分发模式

应用访问模式

应用存储模式

基于 Kubernetes 的

Pod/Service

应用镜像分层、标准化交付

分布式访问、服务自发现

无状态改造（业务和数据解

耦）

系统架构朝微服务演进

应用可以快速迁移上线

秒级伸缩，匹配业务诉求

弹性伸缩对业务无影响

最终目标相关技术改造点



云原生上云高阶部分：统一发布



云原生上云高阶部分：应用统一管理

支持
允许
实时

完整的从创建、配置、部署、启动、扩缩、下线、回滚、停止，到删除的应用全生命周期管理
提供分批次的发布机制，支持基于虚机或容器部署，支持应用分组、命名空间、蓝绿灰度、弹性伸缩等的多种应用部署机制

应用发布三板斧：可灰度、可监控、可回滚



云原生上云高阶部分：应用业务连续性保障

大家试想：如果一个微服务节点遇到问题、是不是灾难性的
故障，那么保护这些微服务节点是不是非常重要

服务1

服务2

服务5服务4

服务3
微服
务

限流降级

故障演练

熔断隔离

全链路压测



云原生上云高阶部分：监控

QPS、服务耗时、客户端耗时、错误率..

应用、服务、近24小时
累计调用量、出错次数、平均延时

• 事前预警、事后定位排查
• 解决出现故障的时候各厂商扯

皮、无法定位问题根因了

分布式服务调用链追踪

CPU、内存、负载、网络、磁盘
实时~一周 单机、集群

应用和服务间的调用依赖关系
应用链路上的实时流量



云原生上云高阶部分：精准故障定位

基于慢SQL的故障诊断：
• 根据SQL的模式聚类来统计SQL的响应时间。
• 对于单类慢SQL，直接定位源码

对于异常的故障诊断：
• 根据Java的模式聚类来统计Exception的错误频次。
• 对于单类任一Exception，直接定位源码问题



云原生上云高阶部分：故障分层分析

可以帮助运维更好的了解
资源之间的关系，在虚拟
机环境中，展示应用和虚
拟机之间的关系；在k8s
云上，展示的是pod在那
个容器里面容器在哪一台
主机上。同时除了资源关
联关系分析，还可以分析
不同资源层次的资源对于
cpu、内存等硬件资源的
消耗。



云原生上云高阶部分：云上容灾、多活

异地灾备 同城双活

两地三中心 异地多活

APP

主

100% 0%

单向

APP

主

▌优势
• 部署简单，业务侵入极少；

• 异地部署，异地数据容灾；

▌劣势
• 冷备成本浪费；

• 冷备不工作，关键时刻不敢切；

APP

主

30%

APP

备

70%

单向

▌优势
• 部署简单，业务侵入少；

• 同城机房级容灾；

▌劣势
• 数据库及资源瓶颈依旧村在；

• 无法抵御地域级灾难；

APP

主

30%

APP

备

70%

单向

APP

主

0%

单向

▌优势
• 部署简单，业务侵入少；

• 异地数据容灾，同城机房容灾；

▌劣势
• 冷备成本浪费；

• 冷备不工作，关键时刻不敢切；

APP

主

50%

双向

APP

主

20%

APP

主

30%

双向

▌优势
• 异地业务级容灾，常态化切流；

• 容量的水平扩展；

▌劣势
• 部署复杂，业务侵入高；



客户案例03



畅捷通云原生架构转型实战
客户简介

用友旗下成员企业畅捷通是中国领先的小型微型企业管理云服务与软件提供商，为400多万小微企业提供智能云管理服务。在互联网

时代，畅捷通率先提出了以畅捷通T+为核心的“云+端”战略，通过在传统管理软件上增加云的协同办公服务、财税知识服务、网络

营销服务、网店管理以及移动应用等多项云业务，实现对小微企业全面的云服务支持。

客户需求

随着业务的快速发展，畅捷通IT团队对原有的IT系统进行了大量的微服务化改造，以适应互联网大型应用快速迭代以及频繁发布的需

求。畅捷通的SaaS化企业管理云服务具备用户量大、业务复杂、调用链路长、与第三方应用系统深度集成等特点，给微服务化改造工

作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特别是在新版本的发布过程中，如果不能保证整个流程平滑、可控，就很容易因为单个应用的更新而造成整

个系统的崩溃。如何提升整体的微服务治理能力与监控能力，在频繁的版本迭代中确保系统的稳定健壮 ，是畅捷通IT团队需要解决的

重要难题。

客户特征

提供SaaS服务、产品多、用户多、业务稳定性要求高、不同用户对产品多样的需求、产品高迭代快速响应市场需求、随着业务体量增

长实现降本增效、统一部署、统一运维



畅捷通微服务治理能力提升之路
解决方案

在与阿里云技术专家经过多轮深入的技术交流后，畅捷通IT团队决定将整个微服务架构逐步部署到阿里云提供的企业级分布式应用服务

EDAS 3.0上。其中通过Spring Cloud技术体系建立的微服务应用，可以在不涉及到任何代码改动情况下，直接部署在EDAS 3.0上，整个迁

移的过程也非常平滑，对于畅捷通的用户而言，是没有任何感知的。运行在EDAS 3.0上的Spring Cloud应用，可以享受到应用生命周期管

理、无损下线、全链路灰度等一系列针对微服务治理领域的能力增强。特别在应用发布的流程中，EDAS 3.0所提供的平滑上下线以及灰度

机制极大程度的提升了系统在版本更新期间的稳定性，降低了应用发布所带来的风险。

接入阿里云应用监控服务ARMS，让畅捷通的微服务体系更进一步的提供了监控能力。在此之前，由于畅捷通的SaaS产品所涉及到的业务

链路极为复杂，当用户反馈系统bug或者性能存在问题之后，IT团队需要耗费非常长的时间在错综复杂的链路之间定位故障源以及性能瓶

颈。在接入ARMS之后，通过全链路信息排查以及应用实时诊断等工具，将定位系统故障源以及性能瓶颈的工作量降低到了之前的50%以

下，极大程度的提升了IT团队的工作效率。

利用容器架构，可以快速构建和运行可弹性扩展的应用。系统出现故障或者性能瓶颈的时候，通过镜像可以秒级恢复受损应用，保障了系统

的高可用性。利用云原生技术的红利，畅捷通可以只关注业务的开发，一方面加速构建新应用，另一方面也可以优化现有应用并在云原生架

构中集成，达到奔跑中更换轮子的效果，去更方便地让历史存量的客户升级到云上。

随着畅捷通各条业务线的不断迭代，在整体微服务架构中也逐步引入了消息服务MNS、AHAS、PTS等一系列云原生产品，进一步解放了IT

团队的生产力，让畅捷通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满足用户的业务需求中来。



云原生架构升级解决方案

以应用视角全生命周期托管 K8s 工作负载 开源主流微服务框架应用，直接部署上云 阿里云最强开源团队打造一站式云原生应用平台

Kubernetes 应用 微服务 云原生应用 PaaS

一站式完成

微服务治理

云原生应用托管

的 PaaS 平台

全面云原生 EDAS 3.0

应用视角管理 K8s 负载

分批/金丝雀（灰度）发布

发布变更单、智能诊断

应用托管

Kubernetes

新版云效、Jenkins 对接
…

无侵入支持最近 5 年版本

服务鉴权、限流/降级

微服务治理

Spring Cloud/Dubbo

离群实例摘除、服务查询

可观测

可灰度

可回滚

阿里巴巴应用

安全生产三板斧

产品化输出
….

客户

收益

无损下线、服务压测
…

自动

构建镜
像

直接

部署

自动

构建镜
像

War 包
Jar 包
上传

将支持
更多语言

容器
镜像



微服务治理

解决方案

服务鉴权
支持对应用和接口维度进行权限管理

支持基于应用名和 ip 进行鉴权

有效地保护您数据的安全

服务查询
支持查询应用发布的服务和方法

支持查询服务被订阅的详情

服务状态一目了然

离群实例摘除
解决单机异常导致的业务问题

避免因为单个节点的问题拖垮整个应用

无损发布
无损下线解决应用发布业务有损的问题

不再损害用户体验和修复脏数据

不再收到报警担惊受怕

兼容近5年 Spring Cloud 和 Dubbo 框架

支持 ECS / Kubernetes 应用

无需修改任何代码

提升微服务开发效率和稳定性

微服务治理中心



业务稳定、安全迭代
解决方案

可灰度

可监控

可回滚

变更管控

安全变更三板斧

故障应急

发布封网

故障复盘

紧急发布

稳定性分

安全
变更

GitOps

持续集
成

自动化
回归

性能压
测

灰度发
布

监控对
比

发布/
回滚 1分钟发现

5分钟定位

10分钟恢复

故障应急
1-5-10原则



全链路监控
解决方案

提供单机、集群资源的各种系统和服务指标的监控和报警，提供服务链路分析，实时服务调用拓扑大盘，服务统计报表

消息
服务器

发消息

收消息

数据库 分布式缓存

JDBC

分布式
文件系统

订单创建

开放平台无线端 PC端

服务调用 服务调用

服务调用 服务调用 服务调用 服务调用 服务调用

链路负责人

服务提供者

快递优惠 商品优惠订单检查 用户校验

库存检查 用户信息 优惠信息



畅捷通微服务治理能力提升之路 全链路压测

P T S

消息队列 Roc ketMQ版

异步解耦、削峰填谷

账号服务 商品服务

Spring Cloud微服务集群

Nacos注册中心 全链路灰度 无损下线

弹性伸缩 配置管理 微服务鉴权

企业级分布式应用服务
E D AS 3.0

ARMS

应用全链路监控、告警

AHAS

流控、熔断、系统保护

订单服务 库存服务 交易服务 对账服务 报表服务



服务可视

实时监控、服务查询

服务报表、服务拓扑

通知告警

服务可管

环境隔离、服务分组

服务版本、路由规则

权重规则、机房优先

健康检查

服务可控

服务鉴权、服务监控

限流降级、配置推送

流量调度、故障演练

弹性伸缩

服务可优

服务调用链、服务诊断

优雅上下线

构建、健全的服务管理体系



客户价值

通过引入成熟、稳定的阿里云原生产品方案，畅捷通的系统架构在面对复杂业务下的频繁迭代时，表现得稳定、健壮、弹性。畅捷通

的IT团队也通过方案背后所融入的方法论，掌握了一套适合自己的微服务治理机制，并开始实践全链路灰度等全新的微服务治理思

路，在降本增效的同时，体现了畅捷通企业管理云服务领域领先的研发管理水平。

畅捷通云原生架构转型

客户证言

“全面拥抱阿里云云原生产品和方案，对于提升畅捷通的研发效率，有着非常重要的帮助”

——畅捷通 CTO

使用产品

容器ACK

企业级分布式应用服务 EDAS 3.0

应用实时监控服务ARMS

性能测试PTS

应用高可用服务AHAS

消息队列RocketMQ版



客户通用需求

流量突变，系统无法弹性伸缩，无法实现灵活应变
无法适时根据业务运行情况匹配调度最佳运行环境

无法灵活保证核心业务高优先级保障稳定

无法实时灰度发布，通常选择固定时间的凌晨发布
，发布成功率低？
发布过程无法保证业务连续性，发布时间段内业务
处于中断状态

应用开发交付周期长，交付质量低，无
法快速的响应市场或客户需求的变化

业务单元按最高流量估值预算部署资源，整体资源
利用率非常低
缺乏自动化监控和调度手段(扩展能力差，应对业务
冲击能力弱)
缺乏在线调控和跟踪工具（运维效率低，故障定位
困难）

开发

发布

运行

运维

随着业务规模的增长，IT的投入比，超过业务盈利比
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