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间件云原生化实践分享

演讲人：王星锦

相较于传统云计算，云原生改变了什么？



前世
传统云计算时代，中间件
的云上运作方式以及相应
的优缺点。

今生
基于K8s的中间件云原生化
是如何实现的，相关模式与
思想，技术实践和产品化

回顾
云原生实践中走过的弯
路，如何能够做的更好、
更加的“云原生”

展望
弹性、高可用、自动化
的高级特性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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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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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云计算时代，中间件的云上运作方式以及相应的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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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世-传统云计算

• 云计算发展与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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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世-传统云计算

• 传统云计算，可以简单理解为
我们之前常使用的云主机的模
式，业界主流的技术栈就是
OpenStack

• OpenStack提供多个核心组件，
分管计算、网络、存储、镜像、
认证等多个功能模块。

• 业务使用云主机时，之前在物
理服务器的使用经验大多可以
直接迁移，没有认知上的代沟。

领先的数字化转型技术与服务提供商



领先的数字化转型技术与服务提供商

前世-传统云计算

• NCR（Netease Cloud Redis）
在集团内部私有云和公有云中
被广泛使用。

• NCR的管控服务本质上是一个
和管理Redis实例生命周期的
Web服务，通过与OpenStack 
API、云公共API、主机Agent
交互实现Redis在云主机的标准
化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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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世-传统云计算

管控服务中针对云主机的
管理API繁多，任务流程
繁杂，任务异常锁定、回
滚等场景很难全面覆盖设
计

自动化缺乏标准
缺乏自动化任务标准、指
令下发、服务发现依赖额
外组件，需要自行组合实
现。

“重量级选手”
无论是OpenStack的架
构、部署、配置还是虚拟
化层面，在现在看来它都
显得过于沉重、私有化交
付难度较大。

云主机管理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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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K8s的中间件云原生化是如何实现的，相关的模式与思想，技
术实践和产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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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中间件云原生化

什么是云原生？
CNCF（云原生计算基金会）的定义：
CNCF对云原生的定义

云原生技术有利于各组织在公有云、私有云和混合云等新型
动态环境中，构建和运行可弹性扩展的应用。云原生的代表
技术包括容器、服务网格、微服务、不可变基础设施和声明
式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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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中间件云原生化

根据实践经验，我自行归纳出的，对云原生的理解姿势

生于云上，长于云上，面向云和弹性设计，设
计之初就要考虑充分利用云的弹性和自动化。

云原生不是具体的技术框架，而是一套技术体
系和方法论。

云原生系统容错性要高，要对动态的变化持开
放态度，从担心故障到“视故障为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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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中间件云原生化

Kubernetes 是云原生实践的关键所在，已经是容器编排领域的事实标准，
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有一个被越来越多人认可的说法：
Kubernetes是云原生时代的Lin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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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中间件云原生化

K8s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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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中间件云原生化

• 以K8s中常用的原生资源
Deployment举例

• 资源声明由YAML文件表述，
spec字段标识资源的特征值，
status字段标识资源的状态

• Deployment的生命周期管理由
K8s内置的Deployment 
Controller控制，原生资源类型
都有自己的Controller控制，这
个过程被称为调谐（Reconc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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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中间件云原生化

云原生实践分布不均匀，在K8s、微服务和服务网格的加持下，业务无状态
应用接入已经相当成熟和便利。但是对于基础设施的中间件等有状态服务，
仍需要特化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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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中间件云原生化

有状态应用
的需求

稳定的网络标识
有状态应用节点间需要

互相通信

持久化存储卷
Pod本身状态易失

需要额外的持久化存储

拓扑关系组合
涉及到集群组建、节点
发现功能，往往需要第
三方介入

启动顺序要求
由于主备关系，要求启
动有序号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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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中间件云原生化

• Operator = CRD + 自定义
Controller

• 应该理解为对K8s的资源和控制器
扩展，遵循K8s的设计模式。

• Operator旨在将领域性的运维知识
编写成代码融入其中。

• 人工运维依赖于我们脑中的知识，
我们应该将这些知识编写成代码。
通过明确的指标去做判断和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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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al of an Operator is to put operational knowledge into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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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中间件云原生化

• 以Redis Operator举例，架构介绍

• 生命周期、运维能力、高可用调度，
全都充分运用K8s原生资源能力或
者按照K8s的方式做扩展。

• 一个场景：Master实例宕机后的处
理

• 是否主从切换成功
• 新的主实例负载是否可控
• Master内存空闲是否足够
• 执行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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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中间件云原生化

• 以Redis集群水平扩容为例，描述
Operator处理流程

• 没有前置状态依赖，始终是向期望
状态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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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is CR YAML示例

调谐逻辑伪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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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中间件云原生化

核心功能都是中间件的声明周期管理，
有什么区别？

• 能力控制方式：命令式API与声明
式API，声明式API自描述性强

• 计算资源：VM持久化属性更强，
硬件虚拟化，性能损耗较高；容器
更为轻量，对动态变化接纳性更好

• 访问模式：传统云依赖外置VIP、负
载均衡服务；K8s可以原生自带服
务发现，LoadBalancer可以对接云
厂商的负载均衡服务。

• 安全性：容器的弱隔离性导致其相
较于VM，安全性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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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is CR YAML示例

调谐逻辑伪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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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中间件云原生化

商业化产品现状，主流中间件支持，
提供前端页面、OpenAPI、监控告警
等平台能力。

以Redis举例，中间件主干能力列表：
• 单、多AZ高可用部署支持
• 集群创建、删除
• 完善的故障自愈
• 在线水平扩缩容
• 垂直扩缩容
• 热配置更新
• 基于Prometheus的监控和报警功能
• 备份恢复
• 集群联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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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中间件云原生化

不同维度的高可用级别
• 单K8s集群单AZ
• 单K8s集群多AZ
• K8s集群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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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中间件云原生化

不同维度的高可用级别
• 单K8s集群单AZ
• 单K8s集群多AZ
• K8s集群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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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中间件云原生化

集群联邦模式下的Redis集群架构
• 每分片主从分布到不同K8s集群
• 各K8s集群资源独立管理
• 故障域隔离清晰直观，不易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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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中间件云原生化

稳定性管控服务
• 预知稳定性隐患，发现风险

• 稳定性巡检

• 巡检规则库

• 巡检调度任务

• 根据运维经验, 从多维度获取稳定
性检查数据

• 容量水位趋势性问题
• 资源对象使用合理性
• 集群配置与架构风险

领先的数字化转型技术与服务提供商



领先的数字化转型技术与服务提供商

今生-中间件云原生化

• 快速交付
• 能力开放
• 稳定性保证

Helm部署
Helm类似于CentOS上的 
yum 命令，它采用一种
名为图表（chart）的打
包格式，用以描述一组相
关的 K8s 资源文件集合，
帮助标准化交付、迭代。

OpenAPI
原生的K8s API对于前端
接入，显得较为复杂。我
们通过横向服务抽象K8s 
API为更容易理解的、更
符合业务直觉的OpenAPI
对外提供。

混沌工程
非功能测试中的故障测试，
我们采用混沌实验的方式，
使用社区的ChaosMesh
对K8s的负载、网络等随
时、随机的注入故障，验
证应用的动态容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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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中间件云原生化

混沌工程工具ChaosMesh使用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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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原生实践中走过的弯路，如何能够做的更好、更加的“云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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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

早期设计不够云原生
云主机运维思路根深蒂固，
最早做Redis Operator
时有很多设计没有充分运
用K8s的能力，后续功能
设计不够整洁。

权限控制细化
这是在基于K8s开发时容
易忽略的问题，要尽可能
避免特权容器的使用，基
于K8s RBAC做好细粒度
的权限管理。

深入K8s原生特性
引入一个功能时，首先要
思考：K8s是否有原生资
源和特性可以直接支持？
在尽可能的运用原生特性
后，我们如何最小化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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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高可用、自动化的高级特性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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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从K8s的新特性入手，分析是否可以
迁移到我们的产品功能设计

• HPA（Pod水平自动伸缩），根据
负载自动调节副本数

• 有状态应用可以自定义指标，在
Operator中引入类似逻辑

• 水位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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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灾备能力再加强

• 中间件单元化和异地多活

• 跨K8s集群的备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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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目前遇到的问题，未来需要考虑的情况

商业化产品难免产生定制化功能，如何把定制
功能与标准功能做到松耦合？

K8s API迭代速度很快，每季度发布的版本间
就可能会出现API字段不兼容，针对这种情况
Operator如何处理？

用户大量使用中间件后，如果开源组件出现漏
洞问题，如何支持批量升级运维的能力，并保
证可观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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