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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万博智云关于万博智云

万博智云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成立于上海，是国内领先的云技术和数字化架构服务商。万博智云专注于

为企业提供中立/专业的云咨询、云产品、云服务；致力成为企业 IT运营、数字化发展可信赖的云服务商。公司
秉持以产品驱动服务，以科技提升企业商业价值的理念，持续提供丰富的云化产品、解决方案、专业咨询服

务，并联合生态体系助力企业在数字化时代全速发展。

万博智云核心研发团队组建于2013年5月，2013年到2016年期间团队致力于开发基于OpenStack私有云产
品，2016年后团队转型全力开发云市场细分领域产品——云迁移。2017年完成了沭阳农商行私有云平台建设及
业务系统上云项目，该项目获得银监会四类科技成果奖，第二届优秀云计算开源案例二等奖；2018年完成江苏
省农信联社专有云平台建设，同时利用云迁移产品完成1200多套业务系统批量上云，该项目获得银监会二类科
技成果奖，第三届优秀云计算开源案例二等奖；同年，完成国家电网27个省近20000台VMware虚拟机批量上云
迁移；2019年完成海通证券云管平台与云迁移产品整合，该项目也是国内首个将云管平台整合到云管平台提供
自助式迁移服务的项目；2020年完成前海股权VMware虚拟机批量迁移至阿里云项目。

结缘云迁移结缘云迁移

2011年开始，我一直从事OpenStack在企业私有云应用的研发工作。从2011年一直到2018年，是开源社区最为
活跃的时间段，各个公司将自己的主要精力全部投入到OpenStack各个模块的优化中。当时建设私有云平台所
提供的服务往往是全方位的，从系统集成、安装实施再到后面的运行维护和定制化开发，基本上就是一整套全

栈式解决方案，甚至有时候云平台之上的业务系统出问题，客户也会来找你。这对于任何尚处于初创型规模的

OpenStack公司往往是个巨大的挑战。

2016年的时候，我们为一家农商行客户建设私有云，经过反复的前期验证，最终在2016年底拿下了该项目。当
时除了建设云平台的需求外，还有一项作为验收标准的需求是将用户原有运行在各种物理机的业务系统平稳的

迁移到新的云平台上，迁移过程不能对现有业务产生任何影响。最后还要将旧的硬件进行必要升级后，重新加

入到新的云平台。

回想起当时云平台的建设过程，架构上并不复杂，就是一个典型的OpenStack使用硬件存储再加上VLAN的简单
模式。在实际的项目实施中，从硬件到货到上架安装，再到云平台部署完成，前前后后的时间大约在三周左

右。但是由于用户对于热迁移和资源回收的需求，整个项目实际耗时竟然长达半年之久。当时客户所处的位置

不直通高铁，我们的工程师从北京出发，要不就是坐一夜的绿皮火车，要不就先高铁到徐州再转长途车的方

式。无论哪种方式，路上的时间至少要8个小时以上。从方案验证到最终实施完毕，团队内全体成员总共出差次
数超过50次以上，最终的实施成本极高。当我们尝试复盘整个过程时，耗时最久的其实是解决各种迁移过程中
产生的问题。

挫折中前行挫折中前行

这个客户的业务系统属于典型的老旧型业务系统，运行在物理机加上硬件存储阵列上，有少量的虚拟化环境，

操作系统也是五花八门，最多的是SUSE 11，还有Windows 2003，CentOS等，数据库有DB2，Oracle，还有
少量的MySQL。

由于是银行系统，所以对于业务连续性有非常强烈的诉求，在迁移上对我们提出了以下几点要求：

第一，风险控制。在任何行业中，稳定、可靠是当仁不让的第一原则，对于关乎民生的金融行业更是如此。所

以在实际云平台建设过程中，原有业务系统上云时往往受到的阻力最大。究其原因就是在上云过程中没有一套

完整的、科学的方法论及工具让用户打消对上云的顾虑。所以在向云迁移过程中，系统必须是可验证、可回退

的。在正式切换到云平台之前，需要让业务系统在云平台之上得到充分的验证；在切换到云平台后，如果一旦

发生失败，要马上能够回退到原有系统，继续提供服务。保障在云迁移过程中，风险降到最低。



第二、保障业务连续性。农商行不同于传统的四大行或者城商行，在IT建设上往往有很大的自主权，除了核心交
易系统外，其他的业务系统均运行在本地系统上，所以对本地运维能力提出比较高的要求。在迁移过程中，本

地业务系统的连续性非常重要，一旦中断银行就无法开门做生意了。同时，根据银监会印发的相关规定：在业

务服务时段导致业务无法正常开展达半个小时(含)以上，属于重大运营中断事件。所以基本上迁移的切换时间窗
口，只能在晚间进行，但是晚上银行又会有数据下发、跑批等程序的运行，所以留给迁移的时间窗口非常有

限，所以必须采用一种近似于热迁移的效果来满足客户的需求。

第三，减少人为干预，保障迁移的可靠性。由于很多系统属于服务厂商开发，部分应用时间久远，甚至很多服

务厂商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迁移过程中尽量减少对应用厂商的依赖很关键，比如重装、重新配置都会导致应用

无法运行。同时，在迁移过程中，由于步骤非常复杂，人为操作过多非常容易产生错误。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走了非常多的弯路，比如从最早采用冷迁移方式的Clonezilla，耗时24个小时才能迁移完一
台主机；再比如调研了各种开源的p2v和v2v工具，没有一个好用的；再比如为了解决UEFI启动的问题，修改
nova代码，但是加载后发现一台服务器启动过程黑屏了半个小时之久，为了这一个系统我们往返于北京和客户
多达五次。这些困难促使我们不得不停下来思考，为什么一个看似简单的迁移，最终却成为影响项目进度和成

本的关键因素呢？

从项目中来，在项目中成长从项目中来，在项目中成长

为了解决在项目中遇到的问题，我们尝试了各种手段，最终我们发现灾备领域的数据读取技术加上云原生的方

式是最佳的组合方案。使用灾备的块级别差量复制技术能够充分保障业务连续性，而最大程度利用云平台原生

接口和资源能够实现“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的效果，保障迁移的可靠性，大幅度降低人为介入而带来的不确定性。
最终二者叠加的效果满足了风险可控的终极目标。

通过2016和2017年近两年的磨练，一个面向OpenStack的热迁移产品具备了初步产品雏形。在紧接着到来的
2018年我们迎来了又一次大考，这一次我们面对着是江苏省农信的专有云平台的大规模迁移，我们需要将该省
内全部62家二级法人的业务系统迁移上云。很快我们中标的兴奋就淹没在新的困难面前。在之前的项目中，我
们的所有迁移行为都是在本地数据中心完成的，至少所有的网络基本都是千兆的。但是在这个项目中，省端和

各个二级法人之间的连接变成了以10Mbps的专线，并且这还是最好的情况，还有更糟糕的只有2Mbps。省端与
二级法人的专线连接主要用于省端的数据下发，所以用于迁移的数据传输只能在特定时间段进行，同时不能将

全部的带宽占满，以免影响业务。但是，每个二级法人的用户数据量很大，大约在30TB - 50TB。如果完全依赖
网络传输，理论上需要一年多的时间。所以完全依赖于网络传输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硬件加网络的

组合方案：由硬件保存全量数据，通过运输方式到省端，将全量数据切换至云端后，再通过网络传输增量。这

样形成的效果仍然是热迁移，但是迁移的速度明显提高。

在解决了大规模数据传输后，我们紧接着遇到的问题就是先迁哪个，后迁哪个。我们都知道应用系统存在一定

的依赖关系，所以在迁移前必须要梳理清楚应用系统的拓扑结构。同时还要对迁移后的网络、应用配置等变更

做出预先分析，保障万无一失。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在众多迁移方法论中提到的调研分析阶段。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在实践中积累了自己的迁移调研方法和实施方案，对我们后来的项目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同时我们

也意识到，迁移绝对不是一个工具就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重度的咨询过程，迁移工具只不过解决了最后一公

里的问题。

从2018年初开始，我们和用户方组成的江苏省农信业务专家组，深入每个地市，严格遵照调研、评审、实施、
切换进行科学的上云。从基本的系统信息采集、整理到业务系统上下联分析，绘制拓扑图，安全性等进行全面

评估，之后根据调研的结论整理实施方案、进度，实施方案中要将一切在迁移后的变更提前进行整理，确保迁

移过程中万无一失。通过辅助物理设备进行全量数据拷贝，运输到省端后进行切换上云，最终在合适的时间点

完成增量及业务切换过程。在2018年下半年，平均一周就可以有三家农商行的业务系统实现全面上云。

在这个项目中，我们的产品得到了极大的锤炼，经受了大规模迁移的考验。通过专有云的建设和业务系统迁

移，3年共为江苏农信节省IT投资5.6亿元。截止2018年9月30日，总共完成54家二级法人共1200多套系统迁
移。同时，云平台的从最初的15个节点增长到了130多个节点，存储从0.2PB增长至3PB。



从一朵云到一片云从一朵云到一片云

时间到了2019年，我们产品的云原生的理念逐步得到了更多客户的认可，同时这种基于云原生构建的高度自动
化的效果正好填补了云迁移这个市场空白。甚至某些老牌的灾备厂商把我们当成迁移竞争对手，直接在软文中

进行“诋毁”，不过这一切恰好证明了我们产品所蕴含的巨大价值。

但是只能支持单云的迁移已经无法满足市场上越来越多的云迁移需求，所以在2019年上半年，我们准备全面支
持更多的公有云和专有云平台。我们首先选择了国内的最大的公有云提供商——阿里云。阿里云在最近10年已
经成长为中国云计算领域的标杆，拥有极高的市场占有率，同时提供了最广泛的API接口支持，为合作伙伴提供
最大程度的赋能。由于阿里云与OpenStack在一些机制上存在差异，我们通过近3个月的调研和开发，终于突破
了阿里云的热迁移。接下来，我们对云平台的支持范围不断扩大，又用了四个月左右时间，覆盖了国内绝大多

数的公有云、专有云和私有云平台，实现了名副其实的多云迁移。

打造极致的用户体验打造极致的用户体验

很多企业级产品留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专业且复杂，不培训你两天你都不会用。在云迁移领域也是如此，很多

云迁移产品都是由传统灾备厂商对原有灾备软件进行简单改造后的产物。界面复杂不说，操作还极其繁琐，迁

移一台主机下来，十几个、二十几个步骤那是基本配置。所以在我们对产品进行迭代时，希望用To C的思维打
造To B的产品。

在初始阶段，用户只要根据向导配置源端和目标端的信息后，就可以进入迁移流程。我们将迁移流程分成了三

个简单的步骤：选择主机、同步数据和开始迁移。通过高度自动化的流程和对云原生API及资源的巧妙利用，初
级的Linux工程师基本上几分钟就能完全上手。同时由于自动化程度高，在批量迁移时优势非常明显。



由于之前一直从事的是私有云领域的产品研发，我们的研发团队在产品开发中存在一种惯性。为了满足私有化

部署的需要，我们往往需要将安装包做成无网络依赖的ISO格式。这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用户在试用我们的产品
时往往需要先花很长一段时间去下载我们的安装介质，之后是安装，最后才能试用。这个一来一回的过程，往

往一天的时间就被浪费了。这一点在公有云迁移时，会让人觉得更加繁琐。所以在2019年下半年，我们决定将
我们的产品SaaS化，让用户更快速的体验我们的产品而非将时间浪费在安装的环节上。由于人力资源的限制，
研发团队和运维团队都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研发团队需要开发新的模块以支持运营、多租户等SaaS需求，同时
还要对原有的通讯模式进行改造，避免双向通讯的发生；而实施团队需要兼顾私有项目和线上运维，这就要求

平台稳定、高可靠、易运维，所以对云原生的应用就变得尤为关键。我们利用阿里云的Kubernetes容器服务和
各种云原生组件完成了SaaS化的改造，在没有增加任何人力的情况下，在2020年初完成SaaS的全面上线。

在巨人肩膀上一起成长在巨人肩膀上一起成长

2019年初，AWS斥资2.5亿美金收购了以色列灾备初创公司CloudEndure，虽然这家公司以灾备公司名义被收
购，但主要业务却是提供向AWS的迁移服务。我们的产品在设计理念和用户体验上与CloudEndure非常相似，
同时我们的产品可以支持国内众多的不同的云厂商。

AWS对CloudEndure的收购给了我们非常大的信心，让我们坚定了走云原生迁移、灾备产品的思路。我们发现
这个市场在国内基本上属于空白阶段，虽然传统灾备厂商的工具可以靠堆人解决项目上的问题，但是真正让用

户自助式的迁移平台才能让用户自主分配在云端的负载，让云资源得到更快速的消耗，最终让云厂商获益。

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在脑海中形成，能不能把我们的迁移软件以云原生服务的方式集成在公有云平台中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在脑海中形成，能不能把我们的迁移软件以云原生服务的方式集成在公有云平台中

呢？呢？经过几番周折，我们开始与阿里云进行接触。非常感谢阿里云的陈绪博士帮我打开了和阿里云团队的合作

大门，在2019年与阿里云对接完成后，我们首先迎来了就是阿里云ECS团队的考验，在对产品充分测试后，我
们在杭州与阿里云生态合作伙伴团队、投资部门进行了会面，这次会面彻底打开了我们与阿里云的合作大门。

2019年底，我被评为阿里云解决方案领域MVP，进一步促进了我们与阿里云之间的合作。2020年初，阿里云控
制台上的应用工具市场吸引了我的目光。这种与阿里云深度整合的方式，对于云原生迁移、灾备是绝佳的栖息

之地。通过阿里云MVP运营团队的引荐，我们成功的和阿里云应用工具市场团队进行了对接，同时在2月底决定
上架阿里云应用工具市场。



上架阿里云应用工具市场的过程绝非一帆风顺，阿里云对此有严格的安全性要求，上线前必须要通过阿里云安

全部门的严格审查。为此，我们做了一些架构上的调整和安全性的加固。最终经过近3个月的努力，终于将我们
的平台于2020年7月10日晚8点正式上线。上架后的迁移平台，与阿里云的用户体验保持完全一致，用户使用时
毫无违和感。

紧接着通过MVP运营团队与阿里云Apsara Stack团队取得了联系，开始对接Apsara Stack专有云，截止到8月初
已经彻底实现了对Apsara Stack自动化迁移的全面支持。

结语结语

2020年4月，国家提出了新基建的发展目标，首当其冲的就是信息基础设施，而云计算作为新基建的底座，重要
性不言而喻。2020年初的疫情，让全社会意识到年初的疫情，让全社会意识到“云上社会云上社会”的重要性，可以预见的一点是，全面云化的时的重要性，可以预见的一点是，全面云化的时

代正在到来。代正在到来。

与阿里云的全面合作，为我们的产品带来了顶级流量入口，获取客户信任的时间更短。未来，我们也会将我们

的产品打造成基于云原生的备份、容灾产品，为更多的云客户提供完美的用户体验。欢迎各位有志之士加入我

们的团队，也欢迎有需求的客户联系我们参与讨论。（关注“凌云时刻”微信公众号后回复“支持”）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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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10倍需求只用 40% 成本，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下一代异步 IO 技术解密

io_uring 新异步 IO 机制，性能提升超 150%，堪比 SPDK

如何写好代码？

如何解决大规模高性能存储可靠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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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门教育微服务体系 Solar（中）

演过电影的无人驾驶卡车是如何炼成的？演过电影的无人驾驶卡车是如何炼成的？

全部满分！阿里云函数计算通过可信云全部满分！阿里云函数计算通过可信云21项测试项测试

如何应对容器和云原生时代的安全挑战？

融合阿里云，牛客助您找到心仪好工作

长按扫描二维码关注凌云时刻

每日收获前沿技术与科技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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