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为云的Go语⾔云原⽣实践
定义云应⽤开发的“通信协议”



个人介绍
• 11年研发经验，8年云计算领域开发经验

• DevOps，APM，PaaS，混合云等均有深入实践

• 曾在三星负责公司Svoice，AI服务的云化落地

• 现任华为云微服务首席架构师，负责微服务相关产品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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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da

• 展开一个云上应用来看他的设计与实现
• 如何提升研发效能，更快的交付新的云服务



团队的第一go程序：Service Center



然而不只是注册发现



静态与动态信息定义
• 冗余度降低
• 减少网络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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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存了什么



契约管理



为什么应用API first --- 效率低下的开发模式

客户端总是在等待API 服务真正的发布，甚至是
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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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注册到Service Center的API生成mock代码进行集成
测试。等到服务发布后，再切换到真实服务进行测试



为什么应用API first --- 糟糕的API设计

• 不符合restful风格

• 字段风格不一致

• 扩展能力差

• 易用性差

• API能力相似



服务依赖管理
是否双向依赖
如下两种均属于循环调用，循环调用违背了服务设
计时对层次的要求，应由上层服务调用下层服务，
同时循环调用也增加了服务间的耦合度，这是一种
错误的设计。
循环依赖的情况，识别出形成循环依赖的服务后，
可以采用webhook的集成方式进行解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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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循环依赖
如下两种均属于循环调用，循环调用违背了
服务设计时对层次的要求，应由上层服务调
用下层服务，同时循环调用也增加了服务间
的耦合度，这是一种错误的设计。
如下两种循环依赖的情况，识别出形成循环
依赖的服务后，可以采用webhook的集成方
式进行解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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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最长深度，调用API总个数
服务调用形成链条依赖，深度过深即增
加了服务间的耦合度，也使得数据丢失
的风险大大增加。
对这种类型的调用关系进行解耦，首先
考虑服务的层级关系，以上层服务向下
层服务调用的方式进行解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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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存机制



注册发现增强的收益

• 为架构师提供一个审视视角，比如合理的API设计，依赖关系
• 规范化微服务元数据，防止滥用，减少冗余数据，降低网络开销



然而远远不止交付业务功能



冰山之下



Service Center的层叠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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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center

Rest API

Plugins

quota

cipherID gen

Middleware

authRate limiting

alarm

Persistence 
mongodb etcd

Body limiting audit

https://github.com/apache/servicecomb-service-center

CORS monitoring

业务能力

Service Discovery

Contract Discovery RBAC

Governance

Open tracing

metrics

log

四个主要的模块：
• 服务注册发现：通过注册发现完成

服务拓扑的感知
• 契约发现：每个服务具备一个契约

记录，支持多种格式如Open API，
gRPC proto

• RBAC：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管
理员可以管理账号，将账号分发给
微服务或者不同人员

• 服务治理：针对微服务下发治理规
则，比如重试，限流，熔断，路由
策略等。



不同交付局点，不同代码分支交付



停止服务



如何面对

• 可插拔：按需在编译期引入
• 异构服务：一个后台服务可能有多种具体实现。
• 不同的算法：解密工具，ID生成器，面对不同的交付场景或者是

安全要求，都要通过不同实现来替换算法。
• 分布系统难以治理：框架可以帮助满足云原生应用，如何实现这

样的框架



Go chassis云应用开发框架
https://github.com/go-chassis/go-chassis



手段1：将后端服务作为插件使用



常见的后端服务

• 配额管理
• 认证鉴权服务
• 对象存储服务



面向用户
Implement and Install

Import package and Configure

Call



如何实现插件机制

1. 定义后端接口

2. 定义插件集，提供安装API



模块初始化



手段2：沉淀需求基线



基线需求

• 请求体必须做大小限制
• API必须限流
• 密码不能明文存储
• 访问进行认证鉴权
• 无单点故障
• 访问审计
• 运维能力



标准化运行时模型

不同部门可能有私有协议诉求，那么服务治理就交给核心框架完成。协
议由业务部门决定自主研发或是集成现有协议。当你发现公司内部不同
部门都在开发自己的协议做自己的服务治理时，再向将业务统一一个架
构，一个工具链上，将非常困难。



Handler chain

• 认证鉴权，监控，限流，调用链追踪等与流量相关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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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式使用
1. Import package

2. Configure handler chain

3. Clarify Policy



命令式调用

• 除了通用的，还可上报自定义指标
• 只需配置文件开启即可开启



插件能力全景图



收益

• 对于庞大的系统可以进行mock测试，提升交付质量
• 应对不同的交付场景
• 保证后端可替换性
• 职责界面分离



手段3：配置治理



Go chassis内置配置热加载

• 远端管理：生产环境
• 本地管理：集成测试
• 内存管理：UT测试



手段4：易处理



协议服务管理

• 统一Server模型
• 通过配置进行协议服务管理



业务代码编写并注册
1. 编写业务 2. 注册业务逻辑

3. 框架启动



优雅停机过程

1. 停止心跳
2. 注销实例
3. 中断端口监听
4. 处理所有请求后退

出



自定停机过程
• 停机前后可以定制逻

辑
• 可以彻底劫持go 

chassis原本停机过程
• 可以替换默认的系统
信号



http的优雅停机实现



手段5：轻量级内核



让我们打开go.mod看一看

奥卡姆剃刀法则
• 最小化容器大小
• 最小化安全漏洞
• 最小化代码量
• 最小化复杂度

依赖都去哪了？



go-chassis-extension工程

• 按需使用扩展能力和插件

https://github.com/go-chassis/go-chassis-extension



bootstrap
可定制的拉起过程
• 任意替换默认实现
• 加载并运行新的模
块供运行时调用



云原生生态构建



Spring cloud

• 利用开源，只做扩展，不做封装：保持原生spring cloud代码写法，并做特性增强
• 增强注册发现：提供文档管理，编写一份spring cloud 代码即可自动生成并上传到服务中心
• 路由管理：自定义规则完成金丝雀发布，蓝绿发布
• 增强配置管理：原生注解，接入到自研配置管理，提供配置一键回滚，历史管理，推送轨迹等高级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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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ithub.com/huaweicloud/spring-cloud-huawei



该不该用SideCar模式

• 负载均衡、通用指标监控，路由管理等能
力“卸载”到服务网格，适合自己业务的
才是最好的

• 卸载后，应用仍需要一个云原生开发框架，
来提升团队效能，除了异构系统对接，还
有业务指标，优雅停机，配置治理等能力，
微服务框架可能会逐渐演进为轻量级 “云
应用框架”

服务网格或SideCar架构模式搞定哪些部分？



案例



华为网管产品

• 快速管理华为和三方设
备
• 设备配置能力开放



实时音视频 RTC
• 华为荣耀手机和智慧屏等终
端的视频通话后台

• 已独立上线公有云，支撑终
端公司畅联通话上亿注册用
户，基于go-chassis进行服
务治理。

产品页面：https://www.huaweicloud.com/product/rtc.html



边缘计算KubeEdge
• 基于go chassis开发服务治理底座

• 管理着全国29个省、自治区的将近10万边缘节点，
超过50万边缘应用的部署。支撑了1万多个收费站中
门架信息采集业务的不断调整、更新，满足了每日3
亿条以上的信息采集。

• 为日后车路协同、自动驾驶等创新业务的发展提供
了良好的平台支撑

https://github.com/kubeedge/kubeedge



某框架二次封装

• 这是一种典型的案例
用户在使用资源或业务时，直接声明即可，不用
关心初始化和生命周期管理

对接系统提供的各种资源和业务，提供api接口

基于go-chassis开发。用户不直接感知服务如何
启动。

应用层协议支持



Shopee

•分会场议题“Go chassis在Shopee供应链的实践”



总结

1. 注册发现所承担的更多职责以及增强手段，对技术管理者反馈
2. 如何在本地进行复杂分布式系统的测试，提升研发质量
3. 实现云原生开发与治理的“通信协议”，无为而治
4. 内置服务治理、安全、可观察等多种能力，以提供稳定的云上

应用， 提升研发效率



拥有自己重新制造的轮子



展望

• Go语言在新基建的机遇
• Go chassis目前的发展情况



Thanks
https://github.com/go-chassis/go-chassis
https://github.com/go-chassis/go-chassis-exten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