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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热门项目河狸家平台运营小程序模式介绍

公司名称 创智慧科技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中路439号1101、1128、11
29、1130房157号（仅限办公）（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18998332368

产品详情

    河狸家运维发展历程，是从无到有的过程。河狸家起初聘请了一家外包公司帮助开发早期的产品，
但使用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后来逐渐发现原来软件部署上去之后，不只要进行增删改查功能，还要有专
门的运维工程师去线上运维做相关的工作。

    运维团队的职责也经历了从不清晰到明确的过程。之前有的工程师同时兼做很多工作，日常工作40
%、50%的时间都是做帮领导导报表，久而久之他变得非常郁闷，本职工作也很难做得好。

    河狸家的运维，其实也是从黑盒到白盒的过程。作为一个程序员，个人会有很强的控制欲：如果说
不知道要上线的东西源码是怎么写的，心里会很是慌兮兮的。运维希望各个数据都可以看得到，又全部
都可以串起来。之前可能只是用简单地监控读取一些数据，但是其中整个请求串起来之后，代码中出了
什么问题，比如说活动的场景出现问题，可能就束手无策了。

    此外，这还是从混乱到规范的过程。什么是混乱？大家很多都是从创业公司出来的，遇到过很多创
业公司发展中的问题。在创业公司，包括团队、人员、项目，都需要不断地进行自我学习、**和修炼，
是一个不停成长的过程，因此不可能一下子都很完美。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公司整个项目，包括项
目管理开发流程等等都是缺失的。

    举个例子，团队做一个简单的版本发布，怎么做呢？发布之前，产品和运维的同学给了你一些不同
的功能提议，结果确定下来之后发布日期马上就到了，这时候只能加班加点去开发。这种情况下去发布
，运维半夜三更被叫起来去做，结果发布上去出现一堆问题，顿时傻眼了。这样下来，运维的黑锅越背
越多，就被别人说成“不靠谱”。

    这个时候需要反思。当团队把来龙去脉想通之后，会认识到项目管理的过程都是一环扣一环，而往
往后一道环节是产品、技术、运维可以看见的这一部分。因此一旦出了问题，就得背黑锅，前面的环节
干了“坏事”的人都逃之夭夭了。把这个东西梳理清楚之后，规范就可以推行起来。项目管理到底要怎
么管？提下我们的想法和思路。

    项目管理的想法和思路



    首先，是从业余到标准运维的思路。什么叫从业余到标准？之前线上的服务端用java的代码比较多
。以部署为例，在之前的部署当中，发包的过程是把手工的包丢过来，而后是手工脚本。有些同学改了
代码，发现线上跑的代码跟你的对不起来。所以就要制定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包括软件怎么打包、
怎么部署、怎么成为一个标准的软件上线，都需要去梳理；在框架方面，比如java工程能一键生成一个可
执行、可交互的软件。

    此外，关于上线流程也研发了统一的系统，用这个流程去对接，包括SVN开发标准梳理等。前期推
行时，开发同学可能不太适应，因为不管怎么说，从作坊式的走向规范化都不是件容易事。另外还建立
了紧急发布环节：可以让你通过审核，但是要找领导去批。当然大家一开始不适应找领导签字。过了几
个月之后，统计紧急发布了多少，正常发了多少，为什么每天都是紧急发布？真的业务到了每天都需要
发的情况吗？这些问题都有据可查了。所以这个东西不仅仅是个标准，也可以作为记录，充当是否合理
的有力评判依据。

    要从被动往主动去发展。我们一直希望运维能反过来推进一些事情：包括提前预测一些业务上的情
况，以及未来业务的发展规划等。当然这个实现起来可能很困难。

    BAT有些系统很牛逼，做得很完美。但公司通过某个渠道把它拿过来，纳为己用是不是就高枕无忧
了呢？不是这样的，技术没有牛逼不牛逼、高大上不高大上，只有合适不合适，能不能在自己的场景里
面适用。

    运维在这个系统上线之后，不停地发现线上的问题，包括技术的、业务的，因而不停地去优化，让
公司软件业务不断地往好的方向发展。因为问题永远不可能消除，学过矛盾各位的都知道，矛盾只可以
转移，不可以消灭，一个矛盾接着一个矛盾，我们只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后台有报警系统、用户投
诉、客户投诉、后台分析等，现在会统一提交到运维做综合性的分析，再去判断问题的可能性。比如是
自身的问题就去做修复，如果不是我们这里的问题，就要跟研发等相应的团队同学去沟通、配合。

    运维在整个公司项目管理过程当中，其实是后一个环节。所以运维把工作做好的前提是：把整个流
程全部都串起来。只有把这个工作做好了，运维的工作才能做好。而如果这个工作不做好，运维永远没
有话语权去反推其他部门。因此，流程可能不一定按照这种方式去走，但是一定要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公
司、自己场景的道路，去把这个流程规范好。

    为什么要做监控系统？

    在做这个系统之前，团队曾面临一些问题。，运维系统之前只是针对服务器，用zabbix等做了一些
监控，接入了短信的报警。但后来发现监控一旦报警之后，首先没人处理；其次报警没有分类，具体报
了什么无从知晓，没什么意义；再次研发人员不关注运维，只是需求功能的叠加。之前研发团队只关注
开发功能，不关注上线之后代码到底产生什么作用，运维好不容易把工作做好了，结果隔了一段时间，
这些问题又来了。因为开发不关注这些东西，也不去审查这些问题，运维根本就没法做到。

    第二，研发团队自身的能力也很难得到成长，因为他们永远只是在开发功能，但是不知道功能上去
之后对业务有什么影响，也根本不关注。久而久之，团队也很难更好地成长，并且人员归属感、能力**
等等都会受到一系列的制约。后，公司的系统成了一个黑盒，如果真的出了问题，除了底层zabbix可以报
警之外，其他一无所知。只能随便乱搞，不知道到底是哪里的问题，这时候真的是抓狂的。

    提出这些问题之后，这个平台开始建立，设想有这么几个初衷：

    系统，基础软件，服务状态等都是可以可视化的。第二，整个流程是可以跟踪到的。第三，能对线
上的**，包括PV、UV进行统计和分析。第四，可以定期跟踪到线上的代码性能情况，比如说代码执行站
终性能卡在哪里，哪个函数调用比较慢等。第五，希望对数据库的慢查做一些分析。第六，业务稳定性
监测，比如说商品订单支付可以做一些稳定性的监测。第七，对报警做分级，做到可分支，多个通道都
可以接入，可以短信、邮件包括微信报警。第八，从运维的角度便于业务分析数据。



    考虑自己的问题。不管是业务还是技术，可能运维只是考虑到系统服务器怎么运维，但产品也需要
运维，如果没有一些可视化的东西，你都不知道自己的数据是怎么回事。产品上线之后，久了也不知道
问题出在哪里，这从广义的角度也是一个运维的过程。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