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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著作《重构》这本书中有这么一段话：

一开始，我所做的重构都停留在细枝末节上。随着代码趋向简洁，我发现自己可以看到一些设计层面的
东西了，这些是我以前理解不到的，如果没有重构，我达不到这种高度。

重构，着实是一件让程序员兴奋的事情。

今年年初，我们团队完成了一个复杂项目的重构工作，它属于广告系统核心的引擎部分，大概有 300
多个文件，3 万多行代码。

从技术方案设计到终全量上线仅仅花了 1 个月左右的时间，而且没有产生事故。

这应该是我 8
年程序生涯中，经历过的大型的同时成功的一次重构项目：速度足够快、计划比较周全、质量过关。

 

01 先聊聊这个系统的历史包袱

我们的广告引擎在这次重构前大概经历了1年半时间的迭代，初期针对的是搜索场景，业务单一，流程清
晰。



2019年开始，公司的广告业务开始快速扩张，收入几乎是指数级的增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广告引
擎面临了两个挑战：

1、业务场景开始变得复杂，除了搜索广告，还需要支持信息流推荐以及相似推荐场景。

2、广告流量开始快速增加，除了满足功能性需求，还需要兼顾好性能。

经过梳理，整个引擎有大部分逻辑是可以公用的，因此我们定义了一个主体框架，同时将可扩展部分进
行了抽象。这样，各个场景能够根据自身业务的特殊性实现某些公共接口即可。另外，从性能角度考虑
，我们牺牲了一些代码可读性，把某些逻辑并行化了。

随着业务的发展，搜索场景开始进入快速迭代期，新增策略越来越多，我们的主体框架也是在这个时候
逐渐变得不灵活。

如果动主体框架，搜索以外的场景都需要跟着重构。
在业务的快速发展期，工期根本不允许，因此我们只能在现有框架上进行补丁式的开发。
这样，带来了两个很明显的问题：

1、为了兼容搜索的特殊逻辑，我们需要在其他场景中增加各种 if 判断来绕过这些逻辑。

2、广告策略越来越多，累计了几十个，当框架失去清晰的结构后，有些策略的实现开始变得定制化，缺
少层次化的划分和可插拔式的抽象设计。

在这样的背景下，随着改动的积累，代码开始偏离了设计的初衷，技术债务越来越重。但是，我们又始
终找不到合适的时机进行重构。

转机出现在 2019
年年底，由于广告业务的特殊性，流量开始自然走低，另外产品运营团队将重心放在了第 2
年的工作规划上，因此给了我们非常好的窗口期开始此次重构。

我们将工期定成了 1 个月，终仅比预期晚上线了，虽然出现了两个线上问题，但是在灰度期都及时发现
和修复了，并没有造成线上事故。

总体来说，这是一次难度颇大并且比较成功的重构项目，下面详细说一下我从这个项目中吸取到的宝贵
经验。



02 重构前，我们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这次重构的代码量很大，3
万多行，而且是广告系统核心的引擎部分。启动前，我们能预期到下面这些困难：

1、业务侧的阻力：广告是极其以业务为导向的，本次重构虽然能带来长期研发效率的提升，但是没法直
接提升业务收益，而且开发周期不会太短，如何才能得到业务同学的支持？

2、技术侧的顾虑 ：重构一旦引起线上事故，公司是有处罚制度的，如何让大家轻装上阵？同时，重构
过程中如果还有非常重的业务迭代穿插，交付时间没人敢保证，质量也很难得到控制。

针对这两方的顾虑，我认为下面这几项工作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1、让所有人看到痛点

前面提到：随着业务迭代，我们广告引擎的主体框架已经变得模糊不清，另外几十个广告策略散落在不
同的业务场景中，配置凌乱。

针对这两个痛点，我们提前1个月启动了现有业务的梳理，走读旧代码、同时翻阅以前的需求文档，终我
们将不同场景的核心流程以及广告策略归类成了一张清晰的表格。

正是这一张表格，让技术和产品次很清晰地看到了我们引擎部分的全貌，体会到了业务的复杂度以及当
前技术上的瓶颈。

2、明确重构的目标和价值

让所有人感受到痛点后，我们规划了本次重构的两个核心目标：

1、主体框架的重构：将主流程模块化，重新定义上下层协议，确保接口清晰；各层级内部也需要做好抽
象，具备良好的扩展性。

2、策略灵活可配置：将广告策略按照业务意图进行归类抽象，策略的执行条件动态可配置，同时策略可
任意插拔。

此外，我们将这两个核心目标完成后可带来的预期收益进行了细化：



1、技术收益：代码结构更清晰，更容易理解和维护；可扩展性增强，引擎的开发效率将进一步提升。

2、业务收益：策略能做到更细粒度的配置和扩展，对业务支持更友好；研发提效后能进一步加快业务的
迭代速度。

将重构的价值同步给大家后，进一步提升了所有人的兴奋度，让大家有了更强的动力参与进来。

3、整体节奏的把控

整体节奏的把控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能让所有人对这件事情有一个时间上的预期。

首先，我们将工期定成了 1 个月，一方面考虑了业务侧可以接受的大周期，技术上也希望速战速决；另
一方面，春节即将来临，我们必须赶在公司封网前上线，同时预留出1-2周的 buffer 以防意外情况发生。

此外，我们和业务侧达成了一致：重构期间，引擎部分的非紧急需求一律不接，这样可大限度地减少并
行开发和代码冲突，让团队精力更集中。

03 执行过程中有哪些可分享的经验？

这次重构能够实施得如此顺利，有 4 点我认为很有价值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下。

1、高质量的技术设计方案

这一点得益于日常的要求，针对开发周期超过3天的项目我们都会进行技术方案设计，本次重构当然也不
例外。

框架部分的整体架构、模块之间的协议设计、以及策略的可扩展性设计是本次技术方案的重点，团队前
后讨论了不下3次。

在大方案定稿后，团队进一步对数据库、接口字段、缓存结构、日志埋点等公共部分进行了细化，因为
涉及到多人协作开发，团队约定以文档作为沟通界面，文档始终保持和代码同步。

在这样的高要求下，团队产出了 5000 多字的技术方案文档，合计 36
页，这些为整体质量的保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2、 预重构出框架性代码

这一个 PR 非常关键，是我们从技术方案落地到代码重要的一步。我们把重构后的包结构、模块划分、各
层之间的API定义、不同广告策略的抽象进行了梳理，先忽略实现的细节。

这样主体代码基本成型，能很清楚地描绘出我们理想中的框架。然后，我们组织了多次集中代码审查，
终形成了统一意见。

这一步能很好地避免过早陷入实现细节，导致主体框架关注不够、代码不稳固，后期再返工反而会拖累
效率。

3、 频繁沟通和成对代码 Review 机制

进入到细节实现阶段后，很重要的一点是：对现有逻辑的理解。引擎代码经过一年半的迭代，历史上被
很多人开发过，但是本次只有 3 个同学参与重构。

整个过程中，我们遇到任何代码逻辑不明确的地方，都是反复沟通和求证，不主观猜想，这一份谨慎其
实很关键。

另外在代码审查上，我们按模块分配了对这块业务比较熟悉的同学来负责，成对搭配，机制灵活。

4、 有效的测试方案

重构未动，测试先行。这个原则是《重构》一书中重点强调的，也是我们本次技术方案讨论的重点，我
这里单独拎出来详细展开下。

首先，我们前期便约定好：不动任何老代码，完全建新的 package
进行重构。这样方便比对重构前后的结果，同时进行线上灰度实验。

测试方案上，以下 4 点值得借鉴：

1、端到端测试：本次重构不涉及功能性的调整，因此外层API的行为是不会有任何变化的，这样端到端
的测试方法为有效，这个是研发和QA测试主要的手段。



2、冒烟测试：QA同学提供冒烟 Case，由研发同学进行冒烟，研发提测前必须保证所有冒烟 Case
执行通过。这一点在大部分互联网公司都不常见，但是对于大型项目有效。

3、沙箱环境双流程验证：前面提到我们重构前后的代码都保留了，因此可以通过脚本抓取线上环境的入
参作为case，然后用自动化的方式对 API 的返回字段进行逐一比对。

4、线上环境灰度实验：灰度对于重构非常重要，我们利用已有的ABTest平台，逐步放开灰度流量，从5
%、到10%、到30%、后到，制定了很谨慎的放量节奏，然后通过日志以及业务指标监控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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