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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 院系和部处内部信息化需求

–校系两级信息系统建设模式

–院系信息化需要基础设施

–院系几乎无能力维护基础设施，安全问题频发

• 教学、科研环境需求强烈

–教学中大作业、实验、项目需要在一段时间有稳定计算、存储

环境

–科研过程中研发、测试、演示等需要有快速部署的基础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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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 资源型系统增多

–传统信息系统对硬件资源消耗基本可控

–服务型应用逐步变为主流

• 网盘：存储

• 视频直播、点播：带宽、IO

• 开源软件镜像站：带宽、IO

• 反向代理：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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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 云相关技术的探索

– 服务器虚拟化技术

• vmware：07年开始

• kvm、xenserver、openvz：12年开始尝试

– 存储

• Moosefs：11年开始，近800TB裸容量，用于备份和大文件存储

• CEPH：与kvm配合，作为kvm的存储

• Swift：与知识管理等业务配合

– 几点体会

• 管理复杂度比较高

• 技术更新很快

• 坑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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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云平台项目概况

• 基础云平台项目

– 2017年改善办学条件专项

– IaaS层

• 建设基础设施云服务平台，为院系、教师提供计算、存储资源

– PaaS层

• 建设校级云盘平台，为教师、学生提供服务

– 为师生（ 5万人）提供云盘服务，每人可用容量100GB

• 建设为教学、科研服务的软件代码托管环境

• 进一步丰富开源软件镜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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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框架

• 基础云平台分为四个部分

–基础设施云平台

• 服务器、交换机等硬件

• 云管理软件

–云盘

–开源软件镜像站

–代码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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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云平台

• 基于商用Openstack平台构建

–计算

• 基于KVM虚拟化技术

• 支持常见的操作系统：Windows、Linux、FreeBSD，能在一定程度上支

持国产操作系统

• 支持裸金属服务器管理

–存储

• 基于Ceph的3副本分布式存储架构

• 使用SSD盘作为journal，加速写速度

• 采用独立双万兆网络提高读写速度

–计算节点与存储节点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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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云平台

• 基于商用Openstack平台构建

–网络

• SDN架构，基于VxLAN

• 采用支持VxLAN的交换机和网卡，对流量进行卸载，降低系统消耗

• 采用虚拟路由器实现多租户三层隔离

• 用户可自选网络架构

– 虚拟机采用内网IP地址，公网使用浮动IP

– 虚拟机直接使用公网IP

• 支持IPv6静态地址

• 支持用户配置的防火墙和负载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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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云平台

• 服务器

– 120台

• 2路CPU

• 4块万兆网卡

• 11块10TB硬盘（ceph存储）、2块480G SSD（ceph journal）

• 网络
– 汇聚、接入两层，柜顶接入交换机连接服务器

– 服务器
• 业务流量10G*2，存储流量10G*2

• 采用LACP协议实现高可用和负载均衡

– 接入和汇聚交换机
• 采用二合一虚拟化架构

• 接入下联万兆，上联100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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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云平台
• 网络拓扑

2*10G链路

100G链路

汇聚层 2台

接入层
12台

数据中心核心层
（已有）

…… …… …… …… …… ……

120个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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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盘

• 在基础设施云平台上搭建

• 为学校5万师生提供每人100G可用容量的云盘服务

• 功能

– 操作系统支持

• Windows、Mac OS、Linux操作系统

• iOS、Android移动终端

• Web方式访问

• WebDAV方式访问

– 支持链接方式共享、用户操作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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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盘

• 架构

– 直接采用ceph的rados接口对接ceph

– 服务器（5万用户）
• 前端：5台8核16G内存虚拟机+2台office预览虚拟机

• 后端：3台数据库虚拟机、2台全文检索虚拟机

– 存储

• 空间需求满配5PB，实际配置3PB，比率60%

• 信息安全

– 不良信息与不良文件

– 文件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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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托管服务

• 在基础设施云平台上搭建

– 采用gitlab ce版本搭建

– 使用虚拟机

– 对接学校统一认证

– 不允许建立公开的项目

– 存储

• 先期配置1TB硬盘

• 使用ZFS作为文件系统，方便扩容和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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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软件镜像站
• 基本情况

– 2台物理机，统一由云平台管理

– 本机盘作为数据存储盘

• 一台采用传统raid（SSD由raid卡管理）

• 一台采用ZFS（SSD由ZFS管理）

– 使用云平台负载均衡进行流量分发

– 2台物理服务器独立从上游同步

• 运行情况

– 国内较为著名、使用量较多的开源软件镜像站

– 现有100多项（个）开源软件

– 由TUNA协会同学负责维护

– Apache、CentOS、 Arch Linux等多个项目成为官方镜像站

– 高峰带宽超过6Gbps，通过负载均衡限制在4G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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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体会——IaaS
• 复杂度高

– 虚拟化、存储、网络、防火墙

• 软硬件集成程度高

– 硬件设备需要统一由云管理平台调度

• 实施成本高

– 最低可用的硬件需求不低

• 技术成熟度一般

– 相对11、12年，技术成熟度有大幅度提升

– 标准化程度一般

– 新技术不断涌现：容器、GPU、FPGA等

• 处于可用、可以部署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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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体会——SaaS

• 用户的需求不断增多

– 邮件云盘日历代码托管问卷……

– 无业务软件通用业务软件专业服务

• 构建模式需要讨论

– 公有云 or 私有化

– 是否定制

• 后期维护模式与维护成本

– 自行维护 or 公司代维

– 持续的维护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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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