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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笔者谈到过软件架构问题，这次再次聊聊。

一、 软件架构设计有哪些

软件架构设计是软件开发过程中的一项关键任务，它决定

了软件系统的整体结构、行为和交互方式。一个好的软件

架构可以显著提高系统的可维护性、可扩展性和性能。以

下是几种常见的软件架构设计模式及其特点：

1. 单体架构（Monolithic Architecture）特点•单一应用程

序：所有的功能都部署在一个单独的应用程序中。•共享

数据库：所有功能模块共享同一个数据库。•简单部署：

易于部署和管理，因为只有一个可执行文件或包。•开发

速度快：初期开发速度较快，因为无需考虑复杂的集成问

题。适用场景•小型项目：适合于规模较小、功能较为简

单的项目。•初期开发：适合项目的初始阶段，快速原型

开发。缺点•可维护性差：随着功能增加，代码变得复杂，

难以维护。•扩展性差：难以进行横向扩展，难以支持高

并发。•技术债务积累：随着时间推移，技术债务累积，

影响系统性能。

2. 分层架构（Layered Architecture / n-tier Architecture）特

点•层次分明：将系统划分为多个层次，如表示层、业务

逻辑层、数据访问层等。•职责分离：每一层都有明确的



职责，各层之间通过接口进行通信。•易于维护：各层独

立开发，相互影响较小，便于维护和升级。适用场景•中

大型项目：适合功能较为复杂、需要良好组织结构的项目。

•企业级应用：适合企业级应用，尤其是那些需要良好分

层和模块化的应用。缺点•通信开销：层次间通信可能增

加系统开销。•依赖关系：下层的变化会影响上层，需要

谨慎管理依赖关系。

3. 微服务架构（Microservices Architecture）特点•小型服

务：将应用分解为一组小的服务，每个服务实现一个特定

的业务功能。•独立部署：每个微服务可以独立部署、扩

展和升级。•松耦合：服务之间通过轻量级通信机制（如

HTTP/REST API）进行交互。•技术多样性：可以使用不同

的编程语言、工具和数据存储技术来实现不同的服务。适

用场景•大型分布式系统：适合需要高度可扩展性和弹性

的大型分布式系统。•持续交付：适合需要快速迭代和持

续交付的开发模式。缺点•复杂性增加：管理多个服务和

服务间的通信变得更加复杂。•调试困难：微服务之间的

调用链路较长，调试和定位问题较难。

4. 事件驱动架构（Event-Driven Architecture, EDA）特点•

异步处理：系统中的组件通过事件进行通信，组件之间是

异步的。•解耦：组件之间通过事件总线或消息队列解耦，

提高系统的灵活性。•可伸缩性：可以轻松添加新的组件



来处理事件，提高系统的可扩展性。适用场景•实时系统：

适合需要实时处理大量事件的系统，如金融交易系统、社

交媒体平台等。•复杂业务逻辑：适合具有复杂业务逻辑

的应用，尤其是那些需要实时响应的场景。缺点•复杂性

增加：事件驱动架构的复杂性较高，需要精心设计事件流

和处理逻辑。•调试困难：由于异步处理，调试和追踪问

题变得更为复杂。

5. 服务网格架构（Service Mesh）特点•独立网络层：在应

用服务之外提供一个独立的网络层，负责服务之间的通

信。•自动化管理：自动处理服务间的通信、负载均衡、

安全性和监控等功能。•透明性：服务网格对外透明，不

影响应用服务本身的逻辑。适用场景•微服务架构：适合

微服务架构中的服务间通信管理。•复杂网络环境：适合

需要处理复杂网络环境下的服务通信问题。缺点•性能开

销：引入服务网格可能会增加网络延迟和系统开销。•运

维复杂性：服务网格本身的管理和运维较为复杂。

6. 容器化架构（Containerization）特点•容器化部署：将

应用及其依赖打包到一个或多个容器中，实现一致的运行

环境。•轻量级隔离：容器之间是轻量级隔离的，共享操

作系统内核，占用资源较少。•快速启动：容器启动速度

快，便于快速部署和扩展。适用场景•多租户应用：适合

多租户环境下快速部署和管理应用实例。•微服务架构：



适合微服务架构中的服务部署和管理。缺点•资源管理：

需要专门的容器编排工具（如 Kubernetes）来管理容器集

群。•安全性：容器之间的隔离不如虚拟机强，需要额外

的安全措施。

7. 无服务器架构（Serverless Architecture）特点•按需执行：

代码仅在需要时执行，按实际消耗的资源计费。•自动扩

展：自动扩展和缩减资源，无需手动管理服务器。•事件

驱动：通常由事件触发函数执行，如文件上传、API 调用

等。适用场景•事件驱动应用：适合事件驱动的应用，如

后台处理、Webhook 等。•快速开发：适合快速开发和部

署小型功能或微服务。缺点•冷启动问题：长时间未运行

的函数再次调用时可能存在冷启动延迟。•供应商锁定：

依赖于特定的云服务提供商，可能导致供应商锁定。

8. 基于领域驱动设计（Domain-Driven Design, DDD）特点•

领域模型：围绕业务领域构建软件系统，强调业务逻辑的

重要性。•限界上下文：将系统划分为多个限界上下文，

每个上下文负责一个特定的业务领域。•聚合根：每个限

界上下文中定义聚合根，作为业务实体的核心。适用场景

•复杂业务系统：适合具有复杂业务逻辑的应用，如金融、

医疗等领域。•长期演进：适合需要长期演进和维护的系

统。缺点•学习曲线陡峭：DDD 的概念较为抽象，需要一



定的学习和实践才能掌握。•开发复杂性：DDD 设计较为

复杂，需要仔细设计领域模型和限界上下文。

9. 总之选择合适的软件架构取决于项目的具体需求、团队

的技术背景以及未来的扩展性要求。不同的架构模式各有

优缺点，适用于不同的场景。在实际项目中，可能需要结

合多种架构模式来设计最合适的系统架构。通过合理的设

计，可以显著提高软件系统的性能、可维护性和可扩展性。

二、 软件架构设计难点有哪些

软件架构设计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多个方面的考量和

权衡。在设计过程中，会面临多种难点，这些难点会影响

到软件系统的性能、可维护性、可扩展性和安全性等方面。

以下是软件架构设计中常见的难点及其应对策略：

1. 系统复杂性难点•功能多样：系统功能多样，导致系统

复杂度增加。•组件众多：系统包含多个组件，组件之间

的交互复杂。应对策略•分层设计：采用分层架构或微服

务架构，将系统分解为多个独立的模块或服务。•模块化：

每个模块或服务负责单一功能，降低复杂度。•文档化：

详细记录系统架构和组件之间的关系，便于理解和维护。

2. 可扩展性难点•横向扩展：系统需要支持更多的并发用

户或请求，但现有的架构难以扩展。•纵向扩展：系统需

要更强的计算能力或更大的存储空间，但单个节点难以满



足需求。应对策略•微服务架构：采用微服务架构，实现

服务的独立部署和扩展。•负载均衡：使用负载均衡器分

发请求，提高系统的并发处理能力。•分布式系统：设计

分布式系统，将计算任务和数据分散到多个节点上。

3. 性能优化难点•响应时间：系统响应时间长，用户体验

差。•资源利用率：系统资源（CPU、内存、磁盘 I/O）使

用不均衡，导致性能瓶颈。应对策略•缓存机制：引入缓

存机制，减少数据库访问频率，提高响应速度。•异步处

理：采用异步处理方式，提高系统的吞吐量。•性能监控：

使用性能监控工具，实时监控系统性能，及时发现并解决

问题。

4. 数据一致性难点•数据分布：数据分布在多个节点或服

务上，如何保证数据的一致性。•事务管理：分布式事务

管理复杂，容易出现数据不一致的情况。应对策略•CAP

理 论 ： 根 据 业 务 需 求 选 择 合 适 的 CAP 理 论 策 略

（Consistency、Availability、Partition tolerance）。•分布式

事务：使用分布式事务管理机制，如两阶段提交（2PC）。

•最终一致性：在某些场景下接受最终一致性，而不是强

一致性。

5. 安全性难点•身份验证：如何确保用户的身份真实可靠。

•数据加密：如何保护敏感数据的安全，防止数据泄露。•

权限控制：如何实现细粒度的权限控制，防止非法访问。



应对策略•身份验证：使用 OAuth、JWT 等现代身份验证机

制。•数据加密：使用 SSL/TLS 协议加密传输数据，使用

AES 等算法加密存储数据。 •权限管理：采用 RBAC

（Role-Based Access Control）或其他权限控制机制。

6. 可维护性难点•代码质量：代码质量不高，导致维护困

难。•文档缺失：缺乏详细的文档，影响系统的可维护性。

应对策略•代码审查：实行严格的代码审查制度，确保代

码质量。•单元测试：编写单元测试，确保代码的稳定性

和可靠性。•文档编写：编写详细的文档，包括设计文档、

用户手册、API 文档等。

7. 技术选型难点•技术栈选择：如何选择合适的技术栈，

以满足当前和未来的需求。•技术债务：技术选型不当会

导致技术债务积累，影响系统性能和可维护性。应对策略

•市场调研：进行市场调研，了解最新技术的发展趋势。•

技术评估：评估各种技术栈的优缺点，选择最适合项目需

求的技术。•技术迭代：定期评估现有技术栈的有效性，

并根据需要进行迭代更新。

8. 团队协作难点•沟通不畅：团队成员之间沟通不畅，导

致设计和实现不符。•技能差异：团队成员技能水平不一，

影响整体工作效率。应对策略•定期会议：定期召开团队

会议，讨论项目进展和存在的问题。•技能培训：定期组



织技能培训，提高团队成员的技术水平。•角色分工：明

确团队成员的角色和责任，提高协作效率。

9. 兼容性和互操作性难点•系统集成：如何确保新系统与

现有系统的兼容性和互操作性。•标准化：如何遵循行业

标准和规范，确保系统的可扩展性和可移植性。应对策略

•标准化设计：遵循行业标准和最佳实践，确保系统的标

准化。•接口设计：设计标准化的 API 接口，便于系统间

的集成。•互操作性测试：进行互操作性测试，确保系统

之间的兼容性。

10. 成本控制难点•成本超支：系统开发和运维成本超出预

算。•资源浪费：资源利用不充分，造成浪费。应对策略•

成本估算：进行详细的成本估算，合理规划项目预算。•

资源优化：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率。•云服务：

采用云计算服务，按需付费，降低成本。

11.通过上述策略，可以有效地应对软件架构设计中的各种

难点，提高软件系统的性能、可维护性和可扩展性。合理

的架构设计是软件开发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需要在设计

之初就充分考虑各种潜在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解

决。

三、目前制造业企业应用最多的信息软件信息系统如：

SCADA、MES、PLM、ERP、SCM、WMS、APS、QMS、CRM、



EAM 十类软件。每种软件国内与国外的不尽类同（套用国外

软件除外），如：“第一方物流（the First Party Logistics）”、

“第二方物流（the Second Party Logistics）”、“第三方物流（the

Third party Logistics,）”、“第四方物流（the Forth party

Logistics）”以及“第五方物流（the Fifth party Logistics）”，

分别简称为 1PL 、2PL、 3PL、 4PL、 5PL。

Linux 有架构，MySQL 有架构，JVM 也有架构，使用 Java

开发、MySQL 存储、跑在 Linux 上的业务系统也有架

构。在软件行业有很多争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

此君说的架构和彼君说的架构未必是一回事。系统与

子系统、模块与组件、框架与架构、架构分层与分类、

业务架构、应用架构、数据架构、代码架构、技术架

构、部署拓扑架构、架构级别、架构安全等级、架构

演进、分布式架构、微服务架构、。。。。等等，同

时架构与实际现场、场景是否关联起来、符合一直、。。。

不要各说各话，最后找个“羊羊”。架构设计与现场

场景符合还有就是各个架构层级间关联函数、传输接

口、各个子系统间关联、函数关系。。。等等。不要

还是各说各话，各画各花。

架构模式横向;应用层、服务层、数据层；纵向：拆分

功能和服务。核心要素：性能测试、前端测试、应用

测试、数据库优化。安全;防止各类攻击，补充漏洞。



当下数据入资，对于数据的维度、层级、分类、分级、

敏感、普通等等分门别类，对于架构服务、微服务又

有新的更高需求和要求，产品维度、类别维度、类型

维度、时间维度、客户维度、商品维度、等等细化和

深入，建模时亦如此。

这里还需要注意中央处理器 CPU、图像处理 GPU 那个

更适合配置，同样需要考量，不然会“误了砍柴”。

。。。。。。。。后期在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