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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技的发展促使推动了现代化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企

业运用模式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如传统的单体架构伴随着

业务额度的增加，已经无法完美应用[1]。同时，由于传统的单

体架构受到技术手段的限制，其程序运行还处于初级阶段，

无法承受多重程序的同时运用会导致系统整体灵活度下降，

严重时影响整个程序的正常运行。为了解决单体架构存在的

问题，微服务架构的技术很好地解决了传统单体架构所突出

的问题，微服务架构是将一个整体的架构拆分为无数个微小

的完整的架构体系，相互独立、互不干扰，在整体运行时相互

支持共同维护整个架构的运行，在遇到故障时能够独立处理

问题，不影响系统的整体运行。

2 微架构服务的设计理念

2.1 微服务

图 1 所示的微服务架构是经过对单体架构进行合理的

升级演化而来的，它是将原本完整的单个整体体系划分为无

数个微型完整的程序堆栈，通过新的排列部署，微服务架构

已经可以完整地完成系统单项服务的一系列具体操作。同

时，由于微服务架构是相互独立、相互隔离的，它的使用也是

灵活易变通的。当一个微服务架构的某一环节遭受攻击不能

正常运行时，不会影响其他环节的正常运行，系统依然可以

有条不紊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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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微服务架构图

2.2 微应用和单体应用的区别和联系

微应用和单体应用的主要区别在于，单体应用是将鸡蛋

放在一个篮子里，所有模块都被集中放置在一个单一的进程

中，如图 2所示在所用的服务器上都对该服务器的应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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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复制粘贴模式。微服务架构模式则是将鸡蛋分散在不同

的篮子里，使每一个模块都相对独立，在运行过程中将一个

环节进行新的排列组合和分发扩展，使其运行于整个程序。

与单体架构的不同之处在于，单体架构的应用过程中是将每

一个模块都进行复制，而微服务在应用过程中仅仅复制有需

要的模块，这一操作不仅加速了模块的运行，还阻止了故障

对整体应用操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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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微服务架构模式

2.3 微服务的优、缺点

与单体应用架构相比较，在单体运行中如果需要单体架

构内部模块需要运用改动功能，那么，则需要对整个单体架

构中的所有模块重新部署，从而重新有效利用整个单体应

用。而微服务则不需要，微服务架构由于在安装应用时将每

一个模块都分开安装，在改装过程中只需要重新部署需要修

改的功能模块，那个微服务就可以重新运营整个服务系统

了。在微服务应用中，每一个功能模块都是可以独立进行替

换和独立进行维护的软件单元，完全体现了其特有的复制

性、维护性、扩展性，易于开发和维护。一个微服务只会关注

一个特定的业务功能，所以业务清晰、代码量较少，开发和维

护单个微服务相对简单。

与单体应用架构相比较，微服务架构在运行过程中虽然

具有稳定、独立等特点，但它的运维要求较高，正常的运作微

服务系统需要在其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投入更多的运维。微服

务架构的分布有其固有的复杂性，在整个使用微服务构建过

程中，微服务所采用的系统结构为分布式系统。分布式系统

在运行过程中存在不稳定因素，例如，系统容错、网络延迟、

分布式事务等都会对分布式系统的整体运行造成巨大的问

题，从而影响其正常的运行。

3 共享服务应用场景

3.1 现实功能

共享服务的意义在于便捷用户生活，有效服务整个社会

体统。在整个运行过程中，用户通过一系列数据的认证、注

册、登录，而获得整个进入系统的权限和流转自由的权利。同

时，用户进入系统以后，受到系统的监护，系统会根据用户的

使用状况，生成相应的账单中心、订单中心以及相应的支付

渠道。伴随着互联网经济的日益完整，消费积分也成为消费

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消费积分的查询、管理、兑换、应用

等也愈发受到关注，共享服务的服务范围也愈发广泛。有消费

的地方就会产生相应的纠纷，为了解决纠纷，帮助用户更好地

体验共享服务带来的体验感，客服应运而生，在线自助服务、

查询服务、评价、推送等，帮助客户获得更好的需求体验。

3.2 战略目标

共享服务中心的建立是以客户为中心形成的服务型系

统。在中心构建过程中，采用微服务架构模式进行共享业务

的助推。微服务架构模式打破了以往的架构模式，建立了分

散而独立的模块，它的建构从客户的角度出发，以满足不同

客户的不同需求为基础，利用不同的场景服务模式满足业务

协同和信息共享。

4 结语

互联网信息快速发展，互联网经济受到高度的追捧和质

疑，为了解决互联网经济带来的相关问题，相关部门采用微服

务架构技术来解决相应的问题。微服务架构对业务应用模式、

程序的运用都产生了相应的改变。微服务架构改变了原有的

复杂的、融合度低、业务能力差等分布式系统，完成了相应的

改造升级，使其在应用过程中由一变多，由一个单独的个体

变为多个独立个体，且完成了免拆分、免障碍、免过度等相关

应用的改造，将微服务、微应用等单个单元的发展进行容器

化、整体化发展。伴随着业务的发展，系统改造升级是一个必

然的阶段，为了满足更高阶段的需要，高性能、高延展性、高

敏捷度、独立运行等业务系统的完善都是必不可少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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