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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异地多活，顾名思义就是分布在异地多个站点同时对外提供服务，与传统灾备最主要的区别是“多活”里所有站点
都是同时在对外提供服务的。在业务不断复杂化和容灾要求不断严格化的今天，如何实现云原生的异地多活解决方案，

成为了中大型企业不得不面对的挑战。在第十一届中国数据库技术大会（DTCC2020）上，阿里云高级数据库专家张鑫
就为大家分享了阿里云云原生异地多活解决方案。

嘉宾介绍：

张鑫（花名：六金），阿里云高级数据库专家，之前主要作为DBA支持阿里巴巴内部包括交易、广告等在内的
核心系统，近两年转战专有云市场，面向大型政企客户提供数据库解决方案。

本次分享将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1. 容灾架构分析

2. 阿里云异地多活解决方案

3. 异地多活客户案例

https://blog.csdn.net/yunqiinsight
https://blog.csdn.net/yunqiinsight/category_9274631.html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
https://blog.csdn.net/yunqiinsight/article/details/112600208
https://blog.csdn.net/yunqiinsight/category_9274631.html


一、容灾架构分析一、容灾架构分析

容灾必要性

异地多活本身是从容灾出发的，因此首先介绍一下容灾的必要性。生产系统可能会遇到三类故障，第一个是主

机级故障，如单点负载过高、数据损坏等；第二类是机房级故障，如供电故障、机房网络故障等；第三类是地

域级故障，如自然灾害等。对于上述三类故障而言，显然是地域级故障影响面最大，但发生概率最低，但对于

主机级故障而言，却并不一定发生概率低且影响面小。阿里巴巴对于自身多年来的故障类型做了梳理，发现随

着现在业务系统复杂度的增加，单点故障也可能会造成全局影响，而且当复杂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如果发生这

种单点故障，排查和恢复都会非常困难，因此容灾能力成为了企业信息化建设的必选项。

容灾行业分析



从行业分析来看，容灾的市场还是比较可观的。根据权威报告预测：在2020年全球容灾市场份额将达到115.9亿
美元，并且客户群体非常广泛，比如政府、金融、能源、互联网、通信等，基本上只要有信息化系统就有容灾

需求。阿里云目前拥有十万家企业用户和四十万个数据库实例，这些都需要容灾能力保障。而在国家层面，也

具有严格的合规要求，尤其是现在大型的政企客户都需参照《信息系统容灾恢复规范》GB/T 20988进行容灾建
设。

容灾架构演进



容灾架构的演进主要分成几个阶段。同城容灾最为简单，即在同一个地域内有一个IDC并部署了业务，容灾时再
部署一个机房备份系统和数据库，在中间实现异步或者同步的数据同步，业务流量集中在一边，另外一边只做

灾备。后来逐渐演进出了同城双活，其借用了同城内两个数据中心地理距离比较近，网络延迟较短的优势，可

以将业务部署到两端，因为物理距离较短，延迟等问题都可以接受。再往后就是异地双活，即两点三中心以及

其衍生出的两地四中心等，主要就是在同城双活的基础之上再增加一个灾备中心，这个灾备中心常态下是不接

收流量的，只有发生地域级故障时才会切换。

传统的容灾方案



重新梳理一下传统的容灾方案，对于同城容灾或者同城双活而言，优势在于部署简单，并且接入成本非常低；

缺点在于仅提供同城保护，在GB/T 20988中只能达到1级能力，因此对于大型客户而言，无法选择该方案。对
于异地冷备而言，优势同样在于部署简单，对业务侵入比较少，并且异地部署的灾备能力相对而言会高一些，

能够达到2到5级；缺点在于冷备单元冗余成本较高，造成一定的资源浪费，此外因为灾备单元常年不接流量，
因此真正发生故障的时候切换是否可用是一个未知数。对于两地三中心而言，其实就是同城双活和异地冷备两

种方案的结合，其优势就是上述两个方案的优势，缺点则是冷备中心成本浪费和地域级故障发生时不敢进行切

换。

二、阿里云异地多活解决方案二、阿里云异地多活解决方案

阿里云异地多活架构



如上图所示的是阿里云异地多活整体架构。实际上，异地多活的本质是通过对业务做自顶向下的流量隔离来实

现的。阿里云将整个异地多活架构分为三层，第一层是接入层，实现异地双活首先需要为业务制定一个分流策

略，如按照地域或用户维度分配流量，一旦定义好分流策略，即可在接入层实现流量拆分，属于本单元的流量

可以继续向下透传执行，如果不属于则会将其转入正确的单元。第二层是服务层，就是对外提供服务的业务系

统，针对于提供能力的不同划分为了单元化服务、中心化服务和普通服务三种类型。第三层是数据层，这一层

所需要解决的是数据库所需要具备的双向跨域同步能力、防循环能力，并且需要保障切流时的数据质量。

阿里云针对OLTP和OLAP两种业务场景对于多活架构方案进行了细化，接下来逐个介绍。

OLTP业务多活架构



针对于OLTP业务，阿里云提供了一套相应的多活架构，其中包含了几个关键要素。第一，多活配置，主要通过
MSHA进行一站式多活配置，其负责制定流量划分策略、决定哪些数据库需要进行多活。第二，多活流量控制，
主要根据既定规则通过MSFE进行分流，其负责流量识别、流量分发以及流量校正。第三，多活数据同步，主要
是通过DTS实现，DTS本身是数据同步工具，其针对多活场景增加了很多新功能，如防循环、网络优化和切流
联动等。第四，多活容灾切换，也是通过MSHA实现，主要负责将规格下推到各层，并对多活切换之前的状态进
行全局检查。第五，多活场景运维，通过DMS实现，多活场景下实现DDL变更和数据运维存在双写问题，并存
在同步延迟的可能，因此执行DDL和DML变更的策略是不同的，DMS针对于多活场景进行了能力适配。

OLAP业务多活架构



OLAP业务多活架构与OLTP区别不大，要素也基本一样，唯一不同在于在OLTP业务多活架构中在底层实现了
双向的数据同步，在OLAP业务多活架构中，则不建议做这样的工作。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跨地域数据同步
的带宽成本非常高，如果OLTP已经将数据同步了一份，那么尽量选择在云内同步，而不是OLAP同步；其次，
还需要保证数据一致性，在OLTP上同步了一次，如果在OLAP上还需要同步一次，那么保证数据一致性就会比
较困难。因此，阿里云建议不在OLAP上做数据同步，而应该全部在OLTP上做，并且在云内可以实现数据同步
能力的补齐。

双活典型架构：双Region四AZ



上图所示的是双活典型架构，分为两个Region，每个Region里面各有两个AZ，首先具备AZ级别的容灾能力，如
果真的发生了地域级故障，再将Region级别的容灾能力用起来。在这个架构下，MSFE以及具体业务系统等是
跨AZ部署的，在云内具备AZ级高可用。数据库在AZ1和AZ2、AZ3和AZ4可以进行主备部署，底层通过DTS实现
双向同步。数据是四份副本冗余，业务冗余达到200%，每个AZ冗余到达50%，但真正承接流量时可实现每个
AZ只有25%，业务可以自行调配。对于计划外的切换而言，可以达到分钟级RTO。

多活中不同的服务类型



前面提到服务层分为三种服务类型，第一种是单元化服务，这是在多活架构下主要面向的服务类型，比如淘宝

买家的信息修改就是典型的单元化服务，其根据买家的用户ID进行流量分流，在这个维度下，可以实现单元内
封闭调用，不依赖于对端数据，而底层的数据同步只是在数据切换时确保对端数据是完整的，能够将数据补齐

的，这样切换之后能够让业务直接运行。第二种是中心化服务，主要面向全局配置或者业务具有强中心读写要

求的场景，如库存扣减，不允许在多个地方同时扣减同个库存，这种场景一定会访问中心数据库，底层通过单

向同步来同步数据，这样的服务提供的并不是多活能力，而是容灾能力。第三种是普通服务，所针对的是如果

业务按照某一个维度进行了流量划分，那么一些耦合的边缘服务可能无法按照相同维度进行划分，这类业务可

能会选择普通服务，比如淘宝交易按照买家ID进行划分，那么卖家就无法按照这一维度进行划分。普通服务能
够容忍同步延迟，也就是最终一致，但是无法接受访问延迟，因此主要面向读服务，不建议写场景使用。

跨云数据同步



上述三种服务类型在底层的数据同步方式不同，因此给出了两种跨云数据同步方式。第一种是COPY类型的数据
同步方式，主要面向中心化服务和普通服务，数据是单向同步的，单元只可读不可写，同步任务配置通过白名

单+DDL放行方式实现。第二种是UNIT类型的数据同步方式，主要面向单元化服务和普通服务，数据是双向同
步的，各单元均可读写，此时就需要通过事务表等解决防循环问题，并且通过全局Sequence避免冲突。

防循环&Sequence



阿里云POLARDB和RDS数据库等针对于防循环和Sequence两个能力进行了实现。在防循环部分，主要提供了
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事务表方式，也就是业务在写入数据库的时候，即事务提交完成，生成Binlog，Binlog被
DTS拿走并解析完成后会发现向目标单元DB写入的时候会在事务表里面产生一个自定义记录，这样一来在单元
里面落地的事务实际上除了原始业务逻辑之外还会多一个小Event。通过目标端的DTS解析之后就会发现Binlog
里面还多了一个事务操作，就会知道这个操作是来自于DTS的，而不是来自于业务系统的，因此可以将该操作
过滤掉，进而放置数据循环。第二种是通过THREAD_ID的方式，这是AliSQL内核定制的优化功能，将原生
MySQL内核的THREAD_ID从8字节改到了5字节，因此业务生成连接只能是0x00000到0xFFFFF之间，而高位则
留给DTS连接使用，这样中心DB就能够区别两类连接，Binlog会记录所有的THREAD_ID，因此DTS也能够很清
晰地解析出来操作来自于业务还是DTS，如果来自业务就同步过去，如果来自DTS就中断掉，从而达到防循环
的功能。第一种方式对业务具有一定的侵入性，第二种则是完全原生的能力，对用户或者内核没有太大影响。

对于Sequence功能而言，其实就是在两边同时写入数据，需要保证数据不能冲突。因此，阿里云针对于
POLARDB-X做了全局唯一Sequence的能力，在原生的DDL上面增加了标识去控制当前单元个数以及每个单元
的Index。基于这种方式创建出来的表，以内步长为10万，单元数为2举例，产生结果如上图所示，从而达到全
局Sequence的能力。

多活场景数据保护



在多活场景下，和原生最大的区别就是不需要关注可用性，但是却多了数据质量的问题，该问题在单数据中心

场景下可能不容易发生，但是在多活场景下因为业务需要双写，因此容易出现数据质量的冲突问题。归根结

底，所有的数据质量问题都是由于数据双写导致的，因此需要针对于这种场景制定一定的保护措施。阿里云制

定了三个维度的单元保护措施，第一个是日常态，针对接入层、应用层和数据层提供相应的方法多写操作的多

活分流规则进行路由逻辑校验，如果非本单元流量，则在接入层和应用层将流量转走，但如果在数据层，则直

接阻塞掉。第二个是变更态，主要针对数据运维变更，比如批量数据订正，阿里云提供了事前检查和事后补充

的能力，在DMS上面针对于多活场景下的数据变更任务提前检查变更情况，如果同步延迟很大则会被阻塞掉，
降低了数据双写的概率，同时在变更前和变更后通过检查保持数据的一致。第三个是切流态，是在数据多活切

流过程中做的保护策略，包括了绝对禁写、延迟禁写、前镜像匹配同步以及延迟检查等功能。

多活切流流程



在多活切流时，首先会打开前镜像匹配功能。一般认为，在多活场景下业务写入的数据比同步过来的数据更重

要，因此需要保证业务写入的数据不被同步的数据覆盖掉，所以如果切流过程中，数据同步有延迟，为了不覆

盖掉业务数据，则需要将Binlog里面前镜像拿出来拼到SQL里面去执行。前镜像匹配功能开启之后会将新的流量
分发规则在各层进行下发，在规则下发完成之后会开启绝对禁写的动作，在此过程中，所有参与切流的用户流

量是无法执行的。在禁写过程中首先需要判断三层规则是否全部收敛成功，其次还需要判断每层内各个节点的

规则是否收敛成功，最终目标是让所有服务器上的规则保持一致，这样才能保证不出现双写。上述条件满足之

后，解除绝对禁写，开启延迟禁写，这一点可由用户配置。当数据同步完成之后，解除禁写和前镜像匹配，切

流过程至此完成。

异地多活价值总结



简单总结下异地多活的价值。首先，多活本身是做容灾的，但是现在来看异地多活已经不像是传统容灾那样放

置一个灾备单元了。现在业务即容灾，业务系统和容灾系统紧密地连接到了一起。其次，业务连续性有了保

障，为业务提供了高可用能力。第三，为业务的高速发展提供了支撑，在多活场景下划分了很多原子单元，可

以根据原子单元合理配比相关资源，达到最优效果，最终具有跨地域的水平扩展能力。第四，流量有效隔离，

基于阿里云的异地多活解决方案可以非常灵活地调配流量，可以按照不同维度设置规格，也可以按照不同的权

重配比设置，实现流量大小的灵活调配，并可实现在最小单元内进行风险可控的技术试验。第五，降本增效，

传统容灾方案无法突破200%的冗余成本问题，而通过三活、四活的方案可以实现冗余成本小于200%。

用户自行实施异地多活的难点

用户自行实施异地多活所需面对很多难点，如流量管理难度高、数据同步策略复杂、容灾切换数据质量保障

难，以及多数据中心统一管控难度大等，这也是阿里巴巴将异地多活能力沉淀为产品级解决方案的推动力。基

于阿里云的异地多活方案，用户只需要关系如何对流量进行分割即可。



阿里云云原生方案优势

目前能够实现产品级异地多活能力的厂商极少，阿里云经过8年的积累和沉淀，在异地多活的云原生方案上具有
诸多优势。

三、异地多活客户案例三、异地多活客户案例

客户案例-某税务核心系统

某税务核心系统的异地多活方案也是按照三层架构实现的，在接入层，支持按照两个维度流量拆分，即省份和

自然人档案号。在服务层利用CSB产品实现普通服务的跨云调用。在数据层，针对不同服务类型实施不同容灾
级别的数据同步。最终实现了两个维度的多活，秒级切换能力，达到了国标6级效果，因为基于两单元接流，因
此在成本上具有优势，并且具有灰度放量能力。



客户案例-某运营商客服系统

某运营商客服系统实现了按省份分流能力，即按照DNS的地域分流接入南北两个中心，接入层按照路由规则进
行判断和纠错，在业务层对于客户原有系统进行了适配改造，实现了双中心的服务同步。在数据层，则通过

POLARDB-X和DTS实现双向数据同步。最终使得该运营商客服系统的多个业务按地域多活分流，在多次容灾演
练中，可以完成秒级切换，并保障了数据0丢失。此外，由于常态由两个单元承载业务流量，因此成本也有所降
低。

作者：stro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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