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服务学习笔记 

1. Spring boot 与 Spring Cloud 

 

 

  

1. 单体架构 

1.1 单体架构 架构图 

 

 



1.2 单体架构 优缺点： 

 

2. 微服务 

2.1 微服务定义 

 

1. 多个高内聚低耦合的小程序构成 
2. 独立进程，独立部署（多台服务器） 
3. 服务间采取轻量级通信（Restful【基于 http】, RPC【基于 tcp】,异步消息

【mq】） 
4. 可以采用不同语言（技术栈） 
5. 可以采用不同的数据库存储 

 

2.2 微服务的优势 

1. 易于开发与维护 （容易理解）（启动调试较快，提升开发效率） 



2. 独立部署（部署上线不需要协调其他的服务，不用等到凌晨才部署上线） 

3. 伸缩性强（横向、纵向、z 轴扩展） 

 每个子服务都可以在横向和纵向上进行扩展 

 每个服务都可以按照硬件资源的需求进行独立扩容 

4. 与组织团队相匹配 

不同的团队负责不同子服务，eg: 推荐模块->算法团队；用户模块->开发团队 

5. 技术异构性 

长连接推送服务：go 语言 

搜索推荐：elastic search 作为存储和搜索引擎 

用户服务：redis 作缓存 

2.3 微服务的拆分 

1. 伸缩立方 

 

 

 X 轴拓展：Application 通过复制，部署到多个服务器上，负载均衡设备来分发请求 

 



 Z 轴扩展-数据分片 

 
 Y 轴扩展-功能性拆分  

 
可以按照服务对硬件资源不同的需求进行升级 
Eg：House Service 可以是 CPU 密集型的机器也可以是内存密集型的机器 
 
微服务架构举例： 

 

Figure 1 微服务架构图举例 1 



 

Figure 2 微服务架构图举例 2 

2.4 微服务面临的挑战 

1. 微服务拆分 

 服务拆分原则：领域模型、组织架构、单一职责 

 微服务拥有独立的数据库（现部署在同一服务器上，后续再隔离服务器） 

 确定服务边界：高内聚、低耦合（公开的 api 通信，接口隐藏内部的细节）、 

2. 数据一致性 

 分布式事务无法应用到微服务中：延时性高，nosql 数据库不支持； 
应该使用 终一致性代替强一致性 

 事务性的操作应该尽量放在同一服务中 

补充 

 强一致性：系统中的某个数据被成功更新后，后续任何对该数据的读取操作都将得
到更新后的值； 

 弱一致性：系统中的某个数据被更新后，后续对该数据的读取操作可能得到更新后
的值，也可能是更改前的值。但经过“不一致时间窗口”这段时间后，后续对该数据
的读取都是更新后的值； 

 终一致性：是弱一致性的特殊形式，存储系统保证在没有新的更新的条件下，
终所有的访问都是 后更新的值。 

 

 



3. 服务通信 

 通信方案：RPC    vs    REST   vs   异步消息 

  服务注册与发现 （Spring Cloud Eureka） 

 负载均衡 

4. 服务网关 （内网与外网的边界） 

 API Gateway: 身份认证、安全防御、路由服务、流量控制、日志统计 

 聚合服务：为前端服务的后端（聚合来自不同模块的数据返回给前端） 

5．高可观察 

 集中监控：注册中心、服务进程、流量日志、服务状态都需要监控 

  日志聚合及检索（共享库） 

 分布式追踪 

6. 可靠性 

 流量控制、超时控制 

 舱壁隔离（每一个服务独立的线程池）、熔断机制（服务调用出错在一定时间内达
到一定的次数，自动关闭对该服务的开关，改为返回错误，或者转为降级方法） 

 服务降级、幂等重试（多次操作和一次操作的结果是一样的，保证了重试不会） 

 

 微服务关注全景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