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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云计算时代,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采用微服务架构进行软件开发或者传统巨石应用改造.然而,微服务系统

具有较高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当系统出现故障时,目前没有方法或者工具能够有效支持对故障根源的定位.为此,文

中首次提出通过调用链信息关联单次业务请求在所有服务上产生的业务日志,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基于日志可视化分

析的微服务系统调试方法.首先定义了微服务的日志模型,规范化微服务日志可视化分析所需要的数据信息;然后针

对４种典型的微服务故障(有异常抛出的普通故障、无异常抛出的逻辑故障、服务异步调用序列未控制导致的故障以

及服务多实例版本或状态不一致导致的故障)总结出５种可视化调试策略,用于支持对故障根源的定位,５种策略包

括:单条调用链日志查看、不同调用链对比、服务异步调用分析、服务多实例分析以及调用链分段.为了实现服务异步

调用分析和服务多实例分析,文中设计了两个算法,同时,设计并实现了一个原型工具 LogVisualization.LogVisuaＧ
lization可以收集微服务系统运行时产生的日志信息、调用链数据以及集群的节点和服务实例信息,能够以较小的代

码侵入性,实现通过调用链信息关联所有业务日志,支持用户使用５种策略进行可视化调试.最后,将该原型工具应

用于实际的微服务系统,通过与现有工具(Zipkin＋ELK)的实验对比,验证了该原型工具在４种微服务故障根源定位

上的有用性和高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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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heeraofcloudcomputing,moreandmoreenterprisesareadoptingmicroservicearchitectureforsoftware
developmentortraditionalmonolithicapplicationtransformation．However,microservicesystemhashighcomplexity
anddynamism．Whenmicroservicesystemfails,thereiscurrentlynomethodortoolthatcaneffectivelysupporttheloＧ
cationoftherootcauseoffailure．Tothisend,thepaperfirstproposedthatallbusinessloggeneratedonalloftheserＧ
vicesbyasinglerequestcanbeassociatedbythetraceinformation．Andonthisbasis,thispaperstudiedthemethodof
microservicesystemdebuggingbasedonlogvisualizationanalysis．Firstly,themodelofmicroservicelogisdefined．So
thedatainformationrequiredforlogvisualizationanalysiscanbespecified．Thenfivekindsofvisualdebugstrategies
aresummarizedtosupportthelocationoffourkindsoftypicalmicroservicefault’srootcause．ThefourkindsofmiＧ
croservicefaultsareordinaryfaultwithexceptions,logicalfaultwithnoexceptions,faultcausedbyunexpectedservice
asynchronousinvocationsequencesandfaultscausedbyservicemultiＧinstances．Thestrategiesincludesingletracewith
loginformation,comparisonofdifferenttraces,serviceasynchronousinvocationanalysis,servicemultiＧinstancesanalysis
andtracesegmentation．Amongthem,inordertorealizeserviceasynchronousinvocationanalysisandservicemultiＧinＧ
stancesanalysis,thispaperdesignedtwoalgorithms．Atthesametime,aprototypetoolnamedLogVisualizationwasdeＧ
signedandimplemented．LogVisualizationcancollectloginformation,tracedata,nodesinformationandserviceinstance
informationofthecluster,generatedbythemicroservicesystemruntime．ItcanassociatethebusinesslogwithtraceinＧ
formationbylesscodeintrusion．Anditsupportsuserstousefivestrategiesforvisualdebug．Finally,theprototypetool
isappliedtotheactualmicroＧservicesystem．Comparedwiththeexistingtools(Zipkin＋ELK),theusefulnessandefＧ
fectivenessofprototypetoolintherootlocationoffourmicroＧservicefaultsarever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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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微服务(Microservices)是一种软件架构风格,它将一个

大型且复杂的软件应用分解成多个服务,并将每个服务都作

为一个小而独立的系统进行实现和运行,通过定义良好的网

络接口提供对其内部逻辑和数据的访问.服务之间的相对独

立性,使得软件应用具有更快的交付速度、更好的扩展性以及

更强的自治性[１].微服务是软件服务设计、开发和交付的最

新趋势,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采用微服务架构进行软件开发

或者传统巨石应用的改造[２Ｇ４].例 如,腾 讯 的 微 信 系 统 由

２０００多个微服务组成,这些微服务运行在位于多个数据中心

的４００００多台服务器上[５];Netflix公司花了７年时间(２００８
年８月－２０１６年１月)完成从传统的巨石体系到微服务架构

的迁移[６].

尽管微服务有许多优点,而且在工业界得到了广泛使用,

但是这一领域依然面临不少的挑战,例如:如何合理地划分服

务;如何实现有效的资源监控和管理;如何进行微服务故障调

试等[７].在微服务系统中,可能导致故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除了单个服务本身的实现可能存在问题以外,服务运行时的

环境、服务间的交互和协作也存在问题[８].一般情况下,每个

微服务都会包含一些环境配置项,比如cpu和 memory,不当

的配置可能导致服务在实际运行时出错;同时,服务一般都是

多实例部署,理想状态下,微服务应该是无状态的,但是在实

际的微服务系统中,一些服务不可避免地需要携带状态[９],如

果在系统运行过程中,没有机制实现服务之间的状态同步,也

会出现问题.微服务系统在提供服务时,处理单个请求可能

会涉及到成百上千个服务,例如:亚马逊为了渲染一个页面,

一般会进行１００~１５０次的服务调用[１０],任意一个服务异常

都可能导致系统故障.而且,服务与服务之间的交互可能很

复杂,例如不同服务需要跨节点通信以及服务之间存在异步

调用,如果节点与节点之间的网络通信存在问题或者异步调

用的某些返回序列存在问题,那么系统也会出现故障.因此,

可能导致微服务系统故障的因素较多.故要对故障进行调

试,实现根源定位,需要有相应的策略或者工具辅助.

在微服务故障调试的策略方面,Zhou等[１１]从微服务运

行时的环境出发,定义了５个维度,利用 DeltaDebugging技

术[１２]辅助开发人员进行故障调试.但是该策略局限于已定

义的维度,无法处理微服务本身实现存在问题而导致测试用

例一直失败的情况.在工具支持方面,目前主要有３类工具:

第一类是分布式系统的调用链追踪工具,如 Zipkin[１３],JaeＧ

ger[１４];第二类是分布式系统日志的收集及可视化工具,其以

ELKStack[１５]为代表;第三类是分布式系统执行的可视化及

对比工具,如ShiViz[１６].然而,单纯使用 Zipkin进行调用链

追踪只能知道调用链所涉及的服务,而一个服务可能有多个

实例,这些实例随机分散在集群的节点上,用户需要人工确定

具体调用的服务实例,进而查看与该条调用链相对应的日志;

单纯使用ELKStack进行日志的收集汇总,会导致日志信息

的上下文缺失,即没有日志和服务的对应关系以及服务之间

的调用关系;Shiviz可以利用分布式系统的执行日志生成服

务与服务之间的交互式通信图,同时提供不同系统执行之间

的对比功能,方便开发者从服务交互和通信的维度方面进行

问题排查.将日志和调用链关联,就是将分散的信息以调用

链的维度聚合,从而方便开发者对问题进行定位.这些分散

的信息包括:每一次请求所涉及的服务、服务之间的调用关

系、调用的服务实例信息以及实例所打印的具体日志.然而,

为了能够将日志和调用链关联展示,需要往日志信息中注入

调用链信息,如果需要开发者手动修改已有打印日志的代码,

以实现日志信息中调用链信息的注入,则对原系统代码具有

极大的侵入性.同时,微服务系统在实际运行时会产生成千

上万条调用链以及海量的日志信息,需要对这些信息进行一

定的聚合分析,才能更好地帮助开发者根据这些信息对微服

务故障根源进行定位.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从微服务日志可视化分析的角

度出发,首先定义了微服务的日志模型,在此基础上明确了可

视化任务,并定义５种不同的策略来支持用户对微服务故障

根源进行定位,５种策略包括:单条调用链的日志查看、调用

链之间的对比、服务异步调用分析、服务多实例分析以及较长

调用链的分段.同时,本文实现了原型工具 LogVisualizaＧ

tion,该工具通过 AOP的方式往日志信息中注入调用链信

息,从而能够以较小的代码侵入性将调用链和相应的日志相

关联.该工具可以收集存储集群的日志、调用链数据以及节

点和服务实例信息,并将这些信息以调用链的维度进行聚合

分析,实现本文所定义的５种策略,使用者可以通过组合不同

的策略来对故障的根源进行定位.最后,本文将该原型工具

在 TrainTicket[８]这一微服务系统上进行实验,通过将其与

Zipkin以及ELKStack进行对比,验证了该原型工具在微服

务故障根源定位上的有用性和高效性.

本文的主要贡献点包括:１)首个研究微服务系统的日志

可视化.针对微服务系统的特点,提出通过调用链信息关联

一次业务请求在所有服务上产生的业务日志.２)定义微服务

的日志模型.规范化微服务的日志组成,明确各组成部分之

间的关系.３)定义微服务日志可视化的５种策略.微服务系

统运行时会产生海量日志,通过所定义的５种日志可视化策

略,统计、分析并可视化关键日志信息,能帮助用户从海量日

志信息中分析出导致微服务故障的原因.４)设计与实现微服

务异步调用分析以及服务分块的算法.５)设计并实现原型工

具LogVisualization,同时通过实际的对比实验验证原型工具

的有效性.

２　相关工作

微服务是一个新兴的热门研究话题[１７],目前已有的相关

工作数量 较 少,而 且 现 有 研 究 工 作 主 要 关 注 微 服 务 的 设

计[１８]、测试[１９Ｇ２１]、部署[２２Ｇ２４]以及遗留系统改造[２５]等方面,还

没有相关文献研究基于调用链的微服务日志可视化及其对微

服务故障根源定位的帮助.

可视化是利用计算机图形学和图像处理技术,将数据转

换成图形或图像在屏幕上显示出来,再进行交互处理的理论、

方法和技术[２６].一个经典的可视化实现流程,是先对数据进

行加工过滤,再转变成视觉可表达的形式,然后将其渲染成用

户可见的视图[２７].日志可视化分析,就是将日志作为原始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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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过滤提取日志中的关键信息,并以恰当的方式可视化展

示.然而,目前的日志可视化研究主要集中于特定领域,包

括:网络安全日志分析[２８Ｇ３０]、域名日志分析[３１Ｇ３２]、Web日志分

析[３３Ｇ３４],暂时没有相关文献提供日志可视化的方法指导,同

时也没有相关工作研究微服务日志的可视化.

微服务系统本身是一个分布式系统,在分布式系统的日

志收集分 析 可 视 化 的 工 具 支 持 方 面,目 前 比 较 流 行 的 有

Cloudera公司提供的 Flume[３５]、Facebook公司的Scribe[３６]以

及Elastic．co公司的 ELKStack[３７].Flume是一种分布式、

高可靠且高可用的服务,用于有效地收集、聚合以及传输海量

的日志数据.Scribe则是Facebook公司自己开发,同时在公

司内部应用的开源日志收集系统,具有高可扩展性和鲁棒性,

能够应对网络和节点故障.ELKStack是一套流行的一体化

日志处理平台解决方案,提供日志收集、处理、存储、搜索、展

示等全方位功能,主要由 ElasticSearch,LogStash,Kibana和

Beats构成[３８].然而这些分布式系统的日志收集和展示工具

并没有特别考虑日志和调用链的关系,只是纯粹的日志收集

可视化,没有提供日志和调用链关联展示的功能.ShiViz是

一个可视化引擎,可以根据微服务系统的执行日志生成服务

与服务之间的交互式通信图,开发人员可以按需对图的某一

部分执行展开、折叠或者隐藏操作.ShiViz还支持两次系统

执行之间的可视化对比,突出显示两次执行之间的差异.然

而,为了使用该工具,需要将收集的调用链信息转化为特定格

式,同时该工具只能较好地对服务交互方面的问题进行排查,

无法直接将每次业务请求和产生的相应日志关联展示,而且

在服务多实例问题排查方面的帮助十分有限.

分布式系统的故障定位方法主要包括调用链追踪、日志

分析以及可视化[３９].在调用链追踪方面,根据 OpenTracing
的定义,一条调用链是span的有向非循环图,而所谓的span,

代表的是该调用链中服务的一次 RPC调用[４０].目前绝大多

数分布式系统的调用链追踪工具都是参考 Google的 DapＧ

per[４１]实现的.Dapper是 Google生产环境下的分布式系统

调用链追踪工具,其设计目标有３个:低消耗、对应用程序透

明以及可扩展性.基于 Google的 Dapper,Twitter公司开发

了一款分布式追踪系统Zipkin.Zipkin收集服务调用的时序

数据,将 其 用 于 服 务 监 控 和 故 障 排 查.Zipkin 搭 配 ELK

Stack等日志收集工具,虽然可以为每一条调用链附加上日

志,但是其具体实现方式,是跳转到 ELK 等日志收集的可视

化页面,同时将调用链标识作为过滤条件,自动筛选和展示该

调用链上的相应日志.这种实现方式需要在两个页面之间切

换,而且每次只能查看单条调用链日志,面对可能导致微服务

系统故障的诸多因素,并不能很好地辅助开发人员对故障根

源进行定位.而受 Dapper以及Zipkin的启发,Uber公司开

发了Jaeger这一分布式追踪系统.相比于 Zipkin,Jaeger有

着更好的客户端库(Go,Java,Node,Python,C＋＋)支持,以

便对应用程序进行插装.同时,Jaeger的内存占用更低,设计

上更为现代化,更具可扩展性[４２Ｇ４３].

同时,目前存在一些针对微服务系统开发的应用性能管

理工具(ApplicationPerformance Management,APM),比如

Instana[４４].这些工具可以从宏观上对整个微服务系统建模,

监控服务与服务之间的调用,帮助开发者对性能问题进行定

位,但是也无法深入到服务内部,实现业务日志与调用链的关

联展示.

３　可视化任务与调试方法

３．１　方法概述

３．１．１　概念定义

微服务系统在实际运行时会产生海量的调用链和日志信

息,为了能够对这些信息进行聚合分析,本文给出以下两个

定义.

定义１(请求类型,RequestType)　一个微服务系统可以

处理一种或多种业务请求,比如 TrainTicket包括登录、查询

车次、订票、退票、查询订单等业务请求,每一种业务请求都是

一种请求类型.

定义２(调用链类型,TraceType)　是对属于同一请求类

型的调用链的细分.在实际生产环境中,一种请求类型会有

成千上万条调用链与之对应,因为用户可能多次发起该类型

的请求.以调用链长度和调用链所经过的服务种类为依据,

可以实现调用链的进一步分类.

调用链长度较长时,需要对调用链进行分段,以更好地帮

助开发人员对问题进行定位.本文对调用链分段的方法是基

于服务依赖图的,该概念的定义如下.

定义３(服务依赖图,ServiceDependencyGraph)　表示

的是微服务系统在实际运行时,服务与服务之间的依赖关系.

服务依赖图是动态生成的,是对所有调用链中服务依赖关系

的汇总.服务依赖图的节点是微服务系统运行期间所有被调

用的服务,服务与服务之间如果有边相连,则边的方向代表服

务与服务之间的依赖关系.

３．１．２　方法概览

基于日志可视化分析对微服务系统调试的方法概览如

图１所示.

图１　方法概览

Fig．１　Approachoverview

开发环境下,微服务的每一个业务逻辑都需要通过编写

并运行测试用例的方式验证实现的正确性.一个测试用例可

能包括多种请求类型,测试用例的每一次执行都会在对应的

请求类型下生成一条调用链.同时,同一个测试用例会被执

行多次,尤其是在对系统进行压力测试时,同一请求类型下会

产生大量调用链,每条调用链经过的服务可能存在差异,形成

不同的调用链类型.进一步地,通过测试用例成功与否,可以

标识每条调用链的状态,即成功的测试用例产生正确的调用

链,而失败的测试用例生成错误的调用链.

本文将调用链数据、日志信息以及集群信息(节点和服务

实例信息)作为原始数据输入,提出的方法首先对数据进行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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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分析,主要分析每一种请求类型的错误率、每一种调用链类

型的错误率、每一个服务的错误率.通过往日志信息中注入

调用链信息,可以将调用链和相应的日志信息相关联.同时,
通过算法分析同一调用链类型下的所有调用链和日志信息,
这一方面可以分析该类型下存在的服务异步调用以及异步调

用存在的调用序列和相应的错误率,另一方面可以分析该调

用链类型所经过的所有服务以及服务实例的错误率.最后,
通过谱聚类算法对服务依赖图进行分块,在分块的基础上可

以实现对调用链的分段.

３．２　日志模型

为了规范化微服务日志可视化所需要的数据信息,本文

定义了微服务的日志模型,具体如图２所示.

图２　日志模型

Fig．２　Logmodel

　　该模型从内容上可以分为３个部分:日志、调用链、节点

与服务信息.首先,微服务系统运行时所产生的每一条日志

都被称为日志项(LogItem),每个日志项包含两个关键属性:

日志时间戳以及日志内容.日志项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单个

微服务的系统日志(SystemLogItem),比如服务启动时所产生

的日志项;另一类是服务与服务之间通信所产生的调用日志

(InvocationLogItem).调用日志又可以细分为交互调用日志

(InteractionInvocationLogItem)和内部调用日志(InternalInＧ
vocationLogItem).交互调用日志是指服务接收请求以及返

回请求结果所产生的日志项;内部调用日志则是指服务在处

理请求时,服务内部方法所产生的日志项.

微服务系统每次处理请求时的完整服务调用序列,构成

了一条调用链(Trace),每条调用链有唯一标识、时间戳等属

性,其中状态属性用于标识调用链的对错.调用链的基本组

成单位是span(Span),span表示单个服务与服务之间的调

用.每个span也有自己的唯一标识,该标识会记录服务调用

的时间戳以及调用时长,同时span通过span_parent_id属性

明确了彼此之间的顺序关系,没有span_parent_id属性的

span被称为根span.服务之间的调用是通过服务提供的

API实现的,因此span、调用日志以及 API(API)这三者可以

相互关联.同时,在微服务系统中,每个服务(Microservice)

都可能有多个版本(MicroserviceVersion),不同版本的微服务

所提供的 API以及实际内部方法(InternalMethod)的实现可

能存在差异.每个服务版本都可能有多个实例(ServiceInＧ
stance),每个实例可能包含一个或多个容器(Container),这
些容器运行在集群的工作节点(Node)上,负责加载和运行指

定的镜像(Image).同时,服务实例在进行业务处理时会产生

日志,因此每个日志项都可以和服务实例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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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可视化任务与调试策略

可能导致微服务故障的因素很多,而本文的可视化任务

是在将微服务运行时产生的海量日志与调用链关联的基础

上,可视化展示关键信息,从而支持用户对以下４种故障类型

进行根源定位:

１)有异常抛出的普通故障;

２)没有异常抛出的逻辑故障;

３)存在服务异步调用时,特定的服务序列导致的故障;

４)服务多实例运行,未实现状态同步或者某个版本的实

例导致的故障.

其中,需要可视化展示的关键信息包括:１)请求类型及其

错误率;２)调用链类型及其错误率;３)指定调用链类型下存在

的服务异步调用序列及对应的错误率;４)服务本身的错误率、

服务的所有实例及对应的错误率;５)指定调用链下的所有日

志信息及日志分类.

为了完成上述可视化任务,基于定义的日志模型,本文从

日志和调用链关联展示的角度出发,将分散的信息以调用链

维度进行聚合,并定义了５种策略.用户在实际使用时,可以

通过组合各种不同的策略对可能导致微服务故障的根源进行

定位.

策略１　单条调用链日志查看.当微服务故障的根源只

涉及到单个服务时,用户往往只需查看某条失败的调用链对

应的日志即可定位到故障的根源.此种策略下,用户选定一

条调用链,即可看到该条调用链所经过的所有服务以及该调

用链对应的所有日志.同时,日志提供了两种排序方式:API
和时间.１)按照服务调用的 API排序,同一个 API调用产生

的日志进一步按照时间排序,对应于请求接收、请求处理以及

请求返回的顺序.按照这种方式组织日志可以方便用户以服

务的 API为单位进行故障根源查找.２)用户也可以选择按

照时间对日志链中的所有日志项进行排序,方便查看此次请

求处理的整个过程.用户针对单条调用链的所有日志项可以

应用一些过滤器进行过滤,比如关键字筛选.通过过滤,某些

情况下用户可以对微服务系统中的数据溯源,从而更好地定

位故障根源.此外,针对调用链所经过的所有服务,用户可以

直观地看到具体被调用的服务实例信息、服务实例所在的节

点信息以及产生的日志信息.

策略２　不同调用链的对比.同一个请求类型下的不同

调用链具有可对比性,因为同一请求类型下的所有调用链具

有相同的业务逻辑,正常情况下,同一请求类型下的所有调用

链之间不会存在太大差异.如果一条调用链的长度明显短于

其他调用链,而且该条调用链所经过的服务包含于其他调用

链所经过的服务,那么该调用链的最后一个服务可能就是问

题所在.此种策略下,用户可以选择两条调用链,而可视化界

面将会区别展示两条调用链共同经过的服务以及各自经过的

服务.同时,对于共同经过的服务,用户可以查看该服务在不

同调用链上产生的日志.日志所包含的信息,比如输入输出

数据,可以指引用户思考调用链差异产生的原因,从而辅助用

户对问题根源进行定位.

策略３　服务异步调用分析.服务与服务之间的通信方

式可能很复杂,比如服务与服务之间的通信方式是异步调用,

如果没有处理好异步调用的返回顺序,可能会导致微服务系

统故障.利用此种策略,用户可以对某一调用链类型中的异

步调用进行分析(见３．４节算法１).如果该调用链类型中存

在异步调用,可视化界面会以特定方式显示异步调用所涉及

的服务.同时,在所有调用链中实际存在的服务调用序列以

及不同序列对应的错误率,会以图的形式显示.用户可以进

一步查看每一个服务序列对应的所有调用链以及每条调用链

的所有日志信息.

策略４　服务多实例分析.微服务系统的每一个服务一

般都是多实例运行的,以应对高负载、高并发的场景.然而,

对于携带状态的微服务,如果无法保证不同服务实例的状态

一致性,或者不同实例对应于服务的不同版本,都可能会导致

问题出现.可视化界面支持用户对某一请求类型或者调用链

类型下的服务进行多实例分析.可视化界面会以图的方式展

示该类型下所有调用链涉及的微服务以及微服务的错误率.

用户可以继续查看每一个服务被调用的所有实例以及相应的

错误率.如果存在某个服务实例的错误率远高于或者远低于

其他实例的情况,那么导致系统故障的根源很可能就是服务

多实例没有做好状态同步或者某一版本的服务存在问题.

策略５　调用链分段.实际生产环境中,微服务系统在

处理单个请求时,可能会涉及到成百上千个微服务,产生的调

用链因为长度较长,不适合进行完整的分析.需要找到一种

方式来对调用链进行分段,从而允许用户以段为单位进行调

用链分析.此策略下,用户首先输入一个整数值,该值用于根

据服务之间的调用关系对服务依赖图分块(见３．４节算法

２),调用链中处于相同分块的微服务即形成一段.由于处于

相同分块的微服务调用是比较频繁的,因此块内部服务调用

出错的概率理论上低于块与块之间服务调用出错的概率.通

过这种方式,可以指引用户重点查看不同块之间服务的调用

情况,辅助用户查找故障根源.

３．４　相关算法

当属于同一调用链类型的调用链彼此经过的服务序列存

在差异时,该调用链类型中存在服务异步调用.为了识别异

步调用所涉及的服务范围,本文设计了服务异步调用分析算

法.同时,针对策略５,本文利用谱聚类方法实现了微服务依

赖图分块算法,用于对服务依赖图进行分块,进而实现调用链

的分段.

３．４．１　服务异步调用分析算法

为了对微服务系统中的服务异步调用进行分析,首先给

出如下定义:微服务集合S＝{s１,,sn},调用链L＝(si,,

sm|si∈S,１≤i,m≤n),调用链集合C＝{li,,lp|１≤i,p≤

Am－１
m－１,∀ck∈C,∀li,lj∈ck:|li|＝|lk|,对于li 和lj 中∀sq,

其数量相等}.对于上述定义,有如下性质:

１)任意服务都可以出现在调用链的任意位置;

２)调用链有序且服务可重复;

３)同一调用链集合中,任意两个调用链中任意一个服务

的调用次数相同;

４)任意调用链都是以同步调用开始的.

算法分析的服务调用链基于日志产生,按该服务被调用

的时间进行排序.异步调用的起始服务后的调用都会被归结

９４１第１１期 李文海,等:基于日志可视化分析的微服务系统调试方法



为异步调用,比如以下微服务调用:

s１→s２→
s３→s４

s５→s６→s７
{ }→s８

s１ 和s２ 为起始的同步调用,s３和s５ 为异步调用的起始服

务,s４,s６,s７ 为异步调用中调用的服务,最后调用服务s８.最

终形成的调用链为s１→s２→(异步调用)→s８.对于异步调用

的部分,保持每个异步链的相对序列不变,然后组合.服务异

步调用分析算法如算法 １ 所示.上述调用可得的调用链

如下:

s１→s２→s３→s５→s４→s６→s７→s８

s１→s２→s３→s５→s６→s４→s７→s８



算法１　服务异步调用分析算法

输入:C[m][n]//调用链集合二位数组,每一行为一个调用链

输出:AsynServices//异步调用服务集合

Begin
/∗ 以第一个调用链 C[１][n]为基础,找出二维数组中元素相同的

列,即找出同步调用的服务∗/

１．fori←１tom－１

２．　forj←０ton－１

３．　　doifC[i][j]≠ C[１][j]

４．　　　thenCount[j]＋＋

５．　endfor

６．endfor
/∗对于输入中不相同的列,将其列号记录到异步调 用 下 标 集 合

asynIndics中,对于相同的列,将其对应的服务记录到同步调用服

务集合syncServices中∗/

７．fori←０ton－１

８．　doifCount[i]＝０

９．　　thensyncServices．add(C[１][i])

１０．else

１１．　asynIndics．add(i)

１２．endfor
/∗判断同步调用的服务是否在异步调用范围中出现,若出现,则为异

步调用,否则为同步调用∗/

１３．fori←０tom－１

１４．forjinasynIndics

１５．　doifsyncServices．contains(C[i][j])

１６．　　thensyncServices．remove(C[i][j])

１７．endfor

１８．endfor

１９．Services←Set(C[１][n])

２０．AsynServices←Services．remove(syncService)

End

最终在异步调用部分出现的服务,都会被归类到异步调

用范围,上述调用链中异步调用范围为:

{s３,s４,s５,s６,s７}

３．４．２　微服务依赖图分块算法

谱聚类算法[４５]从图论演化而来,之后在聚类中得到了广

泛应用.它的主要思想是把所有的数据看作空间中的点,这

些点之间使用边连接.距离较远的两个点之间的边权重值较

低,而距离较近的两个点之间的边权重值较高,通过对所有的

数据点组成的图进行切图,让切图后不同的子图间的边权重

和尽可能低,而子图内的边权重和尽可能高,从而达到聚类的

目的.

在微服务系统中,服务与服务之间的调用形成了调用链,

不同的调用链之间形成了服务调用网络.虽然服务与服务之

间的调用是有向的,但是当我们在分析服务与服务之间的调

用关系时,可以忽略其调用方向,因为我们只关注服务与服务

之间的紧密程度.我们将调用链形成的调用网络映射为无向

图G(V,E).V 表示无向图中点的集合(v１,v２,vn),即调用

网络中的微服务的集合;E表示无向图中边的集合(e１,e２,,

en),即调用网络中微服务之间的调用的集合.我们定义权重

wij为点vi 和点vj 之间的权重,即服务i与服务j之间的调用

次数,因此 wij＝wji.基于以上定义,利用谱聚类算法,本文

实现了微服务依赖图分块算法.

算法２　微服务依赖图分块算法

输入:微服务调用网络映射的邻接矩阵 W,聚类数量k

输出:分类点集 Ai,,Ak,Ai＝{j|yi∈Ci}

Begin

１．计算归一化拉普拉斯矩阵Lsym

２．计算前k个Lsym的特征向量u１,,uk

３．令U∈RRn×k,U包含列向量u１,,uk

４．矩阵T∈RRn×k将行归一化为范数１,即赋值tij＝uij/(∑
k
u２
ik)

１/２

５．fori＝１,,n,令向量yi∈RRk为矩阵T的第i行

６．将点集(yi)i＝１,,n使用kＧmeans算法聚类到分类C１,,Ck

End

输入中的k值由用户提供,允许输入的值为２~９,因为

开发者本身对于所调试的微服务系统比较熟悉,所以让开发

者自行输入、调整分类的数量会更为合理.

４　系统设计及实现

４．１　系统设计

基于定义的微服务日志模型及５种策略,本文实现了一

个可以将日志与调用链关联展示的原型工具 LogVisualizaＧ

tion,其体系结构如图３所示.

图３　原型工具的体系结构

Fig．３　Architectureofprototypetool

容器编排工具和服务网格共同构成基础设施层,由基础

设施层管理集群以及微服务系统在集群上的部署运行.目

前,运行微服务系统的最好形式就是容器[４６],因为容器可以

封装应用程序的业务代码以及所有必需的运行时环境和配

置,同时容器可以实现不同应用程序之间的隔离.借助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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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编排工具,可以实现微服务系统的自动部署/扩容和管理.

服务网格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针对每一个服务实例,服务网

格都会并行部署一个边车进程,从而控制服务与服务之间的

网络通信,实现微服务系统中请求的可靠传递[４７].借助于基

础设施层,可以实现日志和调用链数据的收集和发送.调用

链数据会被发送到调用链追踪工具中,而日志则会被发送到

过滤层,其一方面去除无用的日志,另一方面对日志进行处

理,提取日志中的关键属性.同时,原型工具后台会定期调用

基础设施层的 API来获取集群信息,主要包括集群节点的信

息以及运行在集群中的服务实例信息,这些信息都会被发送

到持久化层进行存储.

后台提供了３类 API用于支持前台界面的可视化分析,

包括:１)调用链 API,负责调用链分类,统计和分析调用链所

涉及的服务的信息等;２)日志 API,用于获取某条调用链或者

某个服务实例的所有日志;３)算法 API,用于分析调用链当中

的异步调用以及对调用链分段提供算法支持.

４．２　系统实现

原型工具的具体实现如图４所示.在基础设施层的具体

实现中,本文使用了 Kubernetes[４８]进行容器的编排管理.作

为一个开源容器集群管理项目,Kubernetes提供了容器化应

用部署、规划、更新、维护的一系列机制,保证了云平台中的容

器始终能够按照用户的期望状态运行.Kubernetes中所有的

容器均在Pod中运行,一个Pod可以承载一个或者多个相关

的容器,Pod一旦被创建,Kubernetes就会持续监控Pod以及

Pod所在节点(Node)的健康状况.

图４　LogVisualization的实现

Fig．４　ImplementationofLogVisualization

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利用Istio[４９]建立已部署微服务系统

的服务网络,对服务间的通信调用进行监控拦截.Istio会在

每一个Pod中新启容器,运行单独的进程 Envoy,Envoy负责

从Istio的Pilot模块拉取对应的指令和规则,修改容器的ipＧ

tables来代理应用程序的所有出入流量,并 定 期 向 Mixer模

块发送监控数据.这种对原应用程序代码无侵入、通过额外

的容器来扩展和增强主容器的方法被叫做边车模式.通过边

车,Istio可以实现调用链信息的自动生成和传递,结合 ZipＧ

kin,可以将调用链信息持久化到Elasticsearch.

为了收集系统日志,集群的每个节点都会以 DaemonSet
的方式运行Filebeat.Filebeat属于Beats,能够从指定目录读

取应用程序的日志,对日志进行简单的过滤和处理(例如异常

日志 的 多 行 拼 接)后 再 将 其 发 送 给 Logstash.日 志 在

Logstash中经过定制的grok插件,被分为请求、响应、内部方

法和异常信息４种类型,同时提取出每个类别对应的关键字

段.最后,Logstash会将日志存储到Elasticsearch.

核心部分 LogVisualization以前后台分离的形式实现.

后台接收前台发送的请求,从Elasticsearch查询相应信息,组

装数据并返回给前台;另外,后台与 KubernetesAPIServer
交互,定期获取集群中所有节点与 Pod的相关信息并存储到

Elasticsearch中.前台在 Zipkin界面的基础上进行修改,与

后台进行交互,实现调用链与日志的关联可视化.

４．３　数据图形映射与示例分析

LogVisualization的可视化界面如图５所示.整个可视

化界面包含４个视图,视图与视图之间有一定的联动性,这样

既可以区别展示不同的信息,又可以实现信息之间的关联,从

而使其有更好的用户体验.在界面最上方,用户能够根据需

要,以天为单位,指定分析日志和调用链数据的时间段.选定

分析时间段以后,可视化界面左侧会以 hierachicalgraph[５０]

的形式显示该时间段内的所有请求类型,以及每个请求类型

下存在的调用链类型.同时,每个调用链类型下会显示属于

该调用链类型的所有调用链标识,每条调用链标识下会显示

该条调用链经过的所有服务.每个请求类型和调用链类型都

包含一些统计信息,如正确以及错误的调用链数量.每条调

用链也具有统计信息,如异常、错误以及正常的日志数量.之

所以采用hierachicalgraph,是因为hierachicalgraph的层次

感强,可以很好地表达请求类型、调用链类型与调用链标识之

间的递进关系,方便用户根据自己的判断逐层深入,探索导致

微服务故障的原因.

图５　可视化界面(电子版为彩色)

Fig．５　VisualizationPage

为了更加直观地展示请求类型和调用链类型的统计信

息,可视化界面下方会通过饼状图的方式显示所有请求类型

的错误率,点击某一请求类型后会自动展示该请求类型下所

有调用链类型的错误率.同时,该饼状图和hierachicalgraph
是联动的.采用饼状图的形式使得用户可以很直观地看到同

一请求类型下所有的调用链类型的错误率,从而使得用户可

以选择错误率高的调用链类型继续探索.除了饼状图以外,

界面下方还有柱状图,用以展示服务的不同实例错误率,其主

要目的是让用户可以从服务多实例的角度进行分析.

可视化界面右侧的中间部分还会展示指定时间段内的服

务依赖图,同时会根据服务的错误率对服务的颜色进行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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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率越高,则渲染的颜色越深.其中,服务依赖图的绘制是

在dagreＧd３[５１]的基础上进行定制的;服务的错误率是指在指

定时间段内,经过该服务的所有调用链中,错误的调用链所占

的比例.这里选用圆角矩形表示服务,是因为人眼处理圆角

更容易,圆角更适合头部和眼睛的自然运动[５２].而服务与服

务之间的调用以有向边表示,边的方向表示服务调用方向,其

粗细表示服务调用次数的多少,即服务之间依赖程度的高低.

此种方式简单直观,符合人的视觉观感.同时,错误率的颜色

渲染选择了红色,这是因为红色属于三原色之一,在可见光光

谱上位于长波末端的位置,是视觉效果最强烈的色彩,容易吸

引人眼的注意[５３].从而可以引导用户重点关注错误率高的

服务.

接下来以 TrainTicket中的多实例错误为例,介绍用户在

对该种类型的错误进行根源定位时可能会使用的不同策略.

该错误的具体表现为:某些情况下,管理员需要锁定两个站

点,对两个站点之间的票进行管理.此时用户的订票、退票操

作如果涉及到被锁站点,则都不应该成功,而应提示用户暂时

无法进行该项操作.但是系统实际运行时,涉及到被锁站点

的部分退票操作却被成功执行了.

为了对问题根源进行定位,用户从可视化界面的饼状图

中可以首先看到在所有请求类型中,CancelOrder的错误率最

高,因此用户查看 CancelOrder下存在的调用链类型及对应

的错误率.此时用户看到 CancelOrderＧType２的错误率远高

于CancelOrderＧType１.接下来用户对 CancelOrderＧType２进

行分析,包括服务异步调用分析以及服务多实例分析,结果如

图６(a)所示.从图６中可以看到,该调用链类型下存在异步

调用(被加上蓝色边框的服务,就是算法１分析得到的异步调

用所涉及的服务).同时,柱状图显示,所经过的服务tsＧsecuＧ

rityＧservice的不同实例中,一个实例的错误率为１(１００％),

另一个实例的错误率为０,错误率存在较大差异.因此用户

在CancelOrderＧType２下选择一条正确以及一条错误的调用

链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如图６(b)所示.其中,两条调用链所

经过的所有服务都用相应的色彩高亮显示(深蓝色表示两条

调用链共同经过的服务,青绿色和浅蓝色用于表示两条调用

链各自经过的服务).

用户重点关注tsＧsecurityＧservice,因此会查看该服务在

不同调用链上所产生的日志信息.此时,用户点击服务依赖

图上的tsＧsecurityＧservice服务,该服务在两条调用链上被调

用的实例及其对应的日志信息以两个选项卡的形式展示.此

种形式方便用户切换调用链,进而进行日志内容的对比.从

图６中可以看到,在错误的调用链上,用户可以看到打印出的

日志信息中显示该条调用链所经过的tsＧsecurityＧservice服务

实例上被锁定的站点显示为“None”(空值),而成功的调用链

上显示的是管理员锁定的两个站点.因此,此时用户定位到

了错误根源,即由于tsＧsecurityＧservice的两个实例的状态不

一致,未同步被锁站点,导致系统出现故障.

(a)CancelOrderＧType２实例和异步调用分析

(b)调用链对比和日志展示

图６　原型工具使用示例(电子版为彩色)

Fig．６　Usageexampleofprototypetool

５　实验

５．１　实验准备

本文实验使用的 TrainTicket是一个开源的仿１２３０６火

车票业务系统,共有４１个业务微服务,包括注册登录、订票、

退票、行车路线查询等主要流程.为了验证本文所提出的几

种策略,本文往 TrainTicket系统中注入了４种不同类型的故

障,这些故障位于 Git仓库不同的分支上[５４].故障的类型和

重现过程如表１所列.

表１　实验故障列表

Table１　Tableofexperimentfault

故障序号 故障类型 验证策略 故障重现过程

故障一
有异常抛出的

简单错误

单条调用链

查看

这是用户退票过程中注入的一个故障,当退票用户为 VIP用户时,某个验

证身份的参数传错导致退票失败

故障二
无异常抛出的

逻辑错误

不同调用链

对比

计算车票价格的模块由于逻辑错误导致用户会在页面上看到某条火车线

路上二等座价格比一等座还高出很多,某条火车线路票价又是正常,由于

是单纯的业务逻辑错误,整个过程不会存在打印异常日志

故障三
多实例状态

不一致

服务多

实例分析

当管理员锁定了两个车站后,所有关于这两个车站的车票都将无法退票.
但由于锁定状态仅存储在某个实例内部,多个实例之间没有做状态同步,
导致锁定车站后出现仍然可以退票的情况

故障四
异步调用

顺序不一致

服务异步

调用分析

系统退票过程中退票服务会异步发送两个请求给退款服务和订单服务,而
这两个服务都会修改数据库中订单的状态,只有退款服务首先完成对订单

状态的修改才能够成功退票,否则退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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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实验过程与结果

实验参与者为４个对 TrainTicket业务流程有一定了解

的微服务开发人员.针对每一个故障,参与者首先访问部署

好的 TrainTicket系统,并按照步骤在系统界面上重现故障场

景,在此基础上使用指定的工具对故障根源进行分析和定位.

实验中使用的工具为 LogVisualization,此外,还将 Zipkin＋

Kibana作为对比的工具组合,其中Zipkin可以收集可视化调

用链数据,而 Kibana可以将存储在 Elasticsearch中的日志数

据可视化展示并提供搜索过滤功能.故障和参与者使用工具

的对照如表２所列.

表２　实验工具Ｇ故障对应表

Table２　ToolＧfaulttableofexperiment

参与者 故障一 故障二 故障三 故障四

参与者

A
Zipkin＋Kibana LogVisualization Zipkin＋Kibana LogVisualization

参与者

B
LogVisualization Zipkin＋Kibana LogVisualization Zipkin＋Kibana

参与者

C
Zipkin＋Kibana Zipkin＋Kibana LogVisualizationLogVisualization

参与者

D
LogVisualizationLogVisualization Zipkin＋Kibana Zipkin＋Kibana

在进行故障排查时,要求参与者记录定位到故障服务所

需的时间,使用本文构建的工具时需要记录运用到哪几种类

型的故障排查策略以及策略使用的先后顺序,最终得到的实

验结果如表３所列.

表３　实验结果

Table３　Experimentresults

故障 工具

是否定位到

故障服务?
(是/否)

定位的

总时间/min

使用策略及

先后顺序

(１－＞
２－＞３)

能够判断/
猜测出故障的

根本原因

(是/否)

故障一

LogＧ
Visualization

是 １５ １－＞２－＞３ 是

是 １０ １ 是

Zipkin＋Kibana
是 ２３ － 是

是 ２４ － 是

故障二

LogＧ
Visualization

是 ２０ １－＞２ 是

是 １８ １－＞２ 是

Zipkin＋Kibana
是 １８ － 否

是 １６ － 否

故障三

LogVisualization
是 １０ １－＞２－＞３ 是

是 １５ １－＞２－＞３ 是

Zipkin＋Kibana
是 ２０ － 是

是 １６ － 是

故障四

LogVisualization
是 ４ １－＞２－＞４ 是

是 ８ １－＞２－＞４ 是

Zipkin＋Kibana
是 １５ － 是

是 １２ － 是

从表３的数据可以总结出:除了故障二,使用本文构建的

工具LogVisualization定位故障的时间比结合使用Zipkin和

Kibana要短很多.定位故障二的时间之所以更长,是因为在

故障二中,使用Zipkin＋ Kibana的参与者并没有找到故障的

根源.除此之外,我们可以看到参与者在实际的故障排查过

程中的策略选择和顺序与前文的总结是相符的,LogVisuaＧ

lization工具提供的几种策略对于特定故障的排查是有用的,

而且 与 Zipkin＋Kibana 组 合 相 比,LogVisualization 更 为

高效.

本文在参与者完成全部４个故障的实验后,围绕工具的

使用感受、两种工具的对比等方面对他们进行了简短的访谈.

４位参与者均表示:１)LogVisualization学习成本低、上手快,

图标和颜色的高亮能够帮助他们快速定位出错的服务,精确

到异常的日志;２)与 Zipkin＋Kibana相 结 合 的 方 法 比 较,

LogVisualization提供了对于整个系统运行状态的总体概览,

可以直观地看到各个业务流程、服务乃至实例的错误率和比

重,从而引导他们逐步深入直至找到故障根源;３)将调用链和

日志相结合并显示在同一界面避免了反复切换Zipkin和 KiＧ

bana以及查找对应错误日志的麻烦,更加准确和高效;４)工

具提供的异步调用检测、不同调用链的对比分析等功能为故

障排查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能够更好地监控服务之间的调

用情况.

最后,参与者也认为本文构建的工具目前还有一些可以

改进之处:１)应当在右上角添加异步调用的标识,方便工具使

用者明确其具体意义;２)借鉴 Kibana中日志的查找和过滤功

能,也对日志内容中的字段进行了提取和分类,可以更好地实

现数据的查找和溯源.

６　讨论

相比于传统的巨石应用,单个微服务的开发相对简单,但

是微服务系统运行过程中一旦发生故障,对故障根源的定位

会更加困难.微服务系统也是一种分布式系统,虽然通过调

用链追踪工具可以记录微服务处理请求时所经过的服务,但

是要从微服务运行时产生的海量日志信息中查找调用链对应

的日志信息,目前还没有工具支持.文中的工具能够将日志

和调用链关联展示,同时提供了不同的策略,辅助用户对微服

务系统故障根源进行定位.但所提工具仍存在以下不足:

１)通过 AOP往日志中注入调用链信息,仍然需要修改原

系统代码,对原微服务系统具有一定的侵入性.为避免这种

对原系统实现的修改,一种解决方法是改造Istio,监控微服

务之间的网络通信,自动往服务调用产生的日志中注入调用

链信息.

２)实验部分相对薄弱.由于参与实验的人员需要对测试

的微服务系统有一定了解且没有参与本文的相关工作,同时

需要具有一定的微服务开发经验,限于这些客观因素,参与实

验的人员数量较少,不能充分代表微服务开发者.另外,用于

测试的 TrainTicket微服务系统无法产生较长的调用链,因此

调用链分段的策略无法在实验中被验证.

结束语　本文首次研究微服务日志的可视化,定义了微

服务日志模型,同时从微服务故障调试的角度明确了可视化

任务,定义了５种可视化调试策略:单条调用链日志查看、不

同调用链对比、服务异步调用分析、服务多实例分析以及调用

链分段.为了实现服务异步调用分析以及调用链分段,本文

设计并实现了相应的算法.在此基础上,本文实现了一个原

型工具LogVisualization,通过该工具可以将微服务系统的日

志和调用链关联展示.工具的可视化界面实现了定义的５种

故障调试策略,用户可以通过组合不同的策略来对导致微服

务系统故障的根源进行定位.同时,通过在实际微服务系统

当中的应用以及与Zipkin和 ELKStack的实验对比,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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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工具的有用性和高效性.

由于目前的原型工具无法自动地往日志信息中注入相应

的调用链信息,对业务微服务系统仍有一定的侵入性,因此未

来的一个工作方向是改造Istio,通过拦截服务与服务之间的

网络通信,自动往日志信息中注入调用链信息.同时,考虑将

调用链中的延迟信息、集群的资源使用情况等以合适的方式

展示在可视化界面中,以更好地支持用户对导致微服务系统

故障的根源定位.

参 考 文 献

[１] JAMES L,MARTIN F．“Microservices”[EB/OL]．[２０１８Ｇ７Ｇ

１５]．https://martinfowler．com/articles/microservices．html．
[２] ZIMMERMANNO．Microservicestenets[J]．ComputerScienceＧ

ResearchandDevelopment,２０１７,３２(３/４):３０１Ｇ３１０．
[３] FRANCESCO P D,MALAVOLTA I,LAGO P．Research on

ArchitectingMicroservices:Trends,Focus,andPotentialforInＧ

dustrialAdoption[C]∥IEEE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SoftＧ

wareArchitecture．２０１７:２１Ｇ３０．
[４] HEORHIADI V,RAJAGOPALAN S,JAMJOOM H,et al．

Gremlin:SystematicResilienceTestingofMicroservices[C]∥

IEEE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DistributedComputingSysＧ

tems．２０１６:５７Ｇ６６．
[５] ZHENG H,LID,LIANGB,etal．AutomatedTestInputGeneＧ

rationforAndroid:TowardsGettingThereinanIndustrialCase
[C]∥IEEE/ACM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SoftwareEngiＧ

neering:SoftwareEngineeringinPracticeTrack．２０１７:２５３Ｇ２６２．
[６] RUSLAN M．MicroservicesatNetflixScale[EB/OL]．[２０１８Ｇ７Ｇ

１５]．https://gotocon．com/dl/gotoＧamsterdamＧ２０１６/slides/RusＧ

lanMeshenberg_MicroservicesAtNetflixScaleFirstPrinciplesTradeＧ

offsLessonsLearned．pdf．
[７] JAMSHIDIP,PAHL C,MENDONCA N C,etal．MicroserＧ

vices:TheJourneySoFarandChallengesAhead[J]．IEEESoftＧ

ware,２０１８,３５(３):２４Ｇ３５．
[８] ZHOU X,PENG X,XIE T,etal．Benchmarking Microservice

SystemsforSoftwareEngineeringResearch[C]∥Proceedingsof

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SoftwareEngineering:Companion

Proceeedings．２０１８:３２３Ｇ３２４．
[９] DON H,DOTV,XUANTT,etal．AscalableroutingmechaＧ

nismforstatefulmicroservices[C]∥InnovationsinClouds,InＧ

ternet& Networks．２０１７:７２Ｇ７８．
[１０]SHASHA M．Application DeliveryServiceChallengesin MiＧ

croservicesＧbasedApplications[EB/OL]．[２０１８Ｇ７Ｇ２１]．http://

www．thefabricnet．com/applicationＧdeliveryＧserviceＧchallengesＧ

inＧmicroservicesＧbasedＧapplications/．
[１１]ZHOUX,PENGX,XIET,etal．Deltadebuggingmicroservice

systems[C]∥Proceedingsofthe３３rdACM/IEEEInternational

ConferenceonAutomatedSoftwareEngineering．２０１８:８０２Ｇ８０７．
[１２]ZELLERA,HILDEBRR．SimplifyingandIsolatingFailureＧInＧ

ducingInput[J]．IEEETransactionsonSoftwareEngineering,

２００２,２８(２):１８３Ｇ２００．
[１３]ZIPKIN．Zipkin[EB/OL]．[２０１８Ｇ７Ｇ２０]．https://zipkin．io/．
[１４]JAEGER．Jaeger[EB/OL]．[２０１８Ｇ７Ｇ２０]．https://www．jaegerＧ

tracing．io/．

[１５]ELK．ELKStack[EB/OL]．[２０１８Ｇ７Ｇ２０]．https://www．elastic．

co/elkＧstack．
[１６]SHIVIZ．Shiviz[EB/OL]．[２０１８Ｇ７Ｇ２０]．https://bestchai．bitbuckＧ

et．io/shiviz/．
[１７]PAHL C,JAMSHIDIP．Microservices:A Systematic Mapping

Study[C]∥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CloudComputing &

ServicesScience．２０１６:１３７Ｇ１４６．
[１８]HASSAN S,BAHSOON R．Microservicesand Their Design

TradeＧOffs:ASelfＧAdaptiveRoadmap[C]∥IEEEInternational

ConferenceonServicesComputing．２０１６:８１３Ｇ８１８．
[１９]CAMARGOAD,SALVADORII,MELLORDS,etal．AnarＧ

chitecturetoautomateperformancetestsonmicroservices[C]∥

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InformationIntegration & WebＧ

basedApplications&Services．２０１６:４２２Ｇ４２９．
[２０]HEINRICHR,HOORN A V,KNOCHE H,etal．Performance

EngineeringforMicroservices:ResearchChallengesandDirecＧ

tions[C]∥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PerformanceEngineeＧ

ringCompanion．２０１７:２２３Ｇ２２６．
[２１]SCHERMANNG,SCHÖNID,LEITNERP,etal．Bifrost:SupＧ

portingContinuousDeploymentwithAutomatedEnactmentof

MultiＧPhaseLiveTestingStrategies[C]∥InternationalMiddleＧ

wareConference．２０１６:１２．
[２２]HASSELBRING W．Microservicesforscalability:keynotetalk

abstract[C]∥Proceedingsofthe７thACM/SPEConInternaＧ

tionalConferenceonPerformanceEngineering．２０１６:１３３Ｇ１３４．
[２３]KLOCKS,VAN DER WERFJM E M,GUELENJP,etal．

WorkloadＧBasedClusteringofCoherentFeatureSetsin MiＧ

croserviceArchitectures[C]∥IEEE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

SoftwareArchitecture．２０１７:１１Ｇ２０．
[２４]LEITNERP,JURGEN C,EMANUELS．Modellingand manaＧ

gingdeploymentcostsofmicroserviceＧbasedcloudapplications
[C]∥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Utility& CloudComputing．

２０１６:１６５Ｇ１７４．
[２５]LIN J,LIN L C,HUANG S．Migrating webapplicationsto

cloudswithmicroservicearchitectures[C]∥InternationalConＧ

ferenceonAppliedSystemInnovation(ICASI)．２０１６:１Ｇ４．
[２６]百度百科．可视化[EB/OL]．[２０１８Ｇ７Ｇ２５]．https://baike．baidu．

com/item/％E５％８F％AF％E８％A７％８６％E５％８C％９６．
[２７]AntV．数据可视化概览[EB/OL]．[２０１８Ｇ７Ｇ２５]．https://antv．

alipay．com/zhＧcn/vis/blog/visＧintroduce．html．
[２８]YANGH．TheResearchandImplementationofVisualLogAＧ

nalysisSystem[D]．Xi’an:XidianUniversity,２０１０．(inChinese)

杨华．可视化日志分析系统的研究与实现[D]．西安:西安电子

科技大学,２０１０．
[２９]ZHANG S,ZHAOJ．Researchadvancesonnetworksecurity

logsvisualization[J]．JournalofFrontiersofComputerScience

andTechnology,２０１８(５):６８１Ｇ６９６．(inChinese)

张胜,赵珏．网络安全日志可视化分析研究进展[J]．计算机科学

与探索,２０１８(５):６８１Ｇ６９６．
[３０]HU G．ResearchandImplementationofTheNetworkSecurity

LogDataAnalysisSystem[D]．Beijing:Beijing Universityof

PostsandTelecommunications,２０１２．(inChinese)

胡钢．网络安全日志数据可视分析系统的研究与实现[D]．北

京:北京邮电大学,２０１２．

４５１ 计 算 机 科 学 　２０１９年



[３１]DONGZW．DesignandImplementationofVisualAnalysisand

MonitoringSystemforNationalDomainNameLog[D]．Beijing:

UniversityofChineseAcademyofSciences(SchoolofEngineeＧ

ringScience),２０１４．(inChinese)

董再旺．国家域名日志可视化分析监控系统设计与实现[D]．北

京:中国科学院大学,２０１４．
[３２]CHEN W W,WU K C．Researchandapplicationofmassive

DNSlogdataanalysisandvisualization[J]．Application ReＧ

searchofComputers,２０１６,３３(２):３３５Ｇ３３８．(inChinese)

陈文文,吴开超．海量域名日志数据分析与可视化研究及应用

[J]．计算机应用研究,２０１６,３３(２):３３５Ｇ３３８．
[３３]ZHAOG．VisualizationAnalysisResearchofWebsiteUsability

andUserBehaviorBasedon WebServerLog[D]．Taiyuan:

ShanxiUniversity,２００７．(inChinese)

赵刚．基于 Web日志的网站可用性及用户行为可视化分析方法

研究[D]．太原:山西大学,２００７．
[３４]LUD．ImplementationandDesignofOPACSearchLogVisuaＧ

lizeSystem[J]．ModernComputer,２０１６(１２):６７Ｇ７０．(inChiＧ

nese)

鲁丹．OPAC搜索日志可视化系统的设计与实现[J]．现代计算

机,２０１６(１２):６７Ｇ７０．
[３５]APACHE FLUME．Welcome to Apache Flume [EB/OL]．

[２０１８Ｇ７Ｇ２６]．https://flume．apache．org/．
[３６]GITHUB．facebookarchive/scribe[EB/OL]．[２０１８Ｇ７Ｇ２６]．https://

github．com/facebookarchive/scribe/wiki．
[３７]LIUK．Architectureanalysisandapplicationofmassivedatalog

system[J]．JournalofChangchun UniversityofTechnology,

２０１６,３７(６):５８１Ｇ５８６．(inChinese)

刘锴．海量数据日志系统架构分析与应用[J]．长春工业大学学

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６,３７(６):５８１Ｇ５８６．
[３８]CHEN JJ,LIU H H．Distributed ELKloganalysissystem

basedonKubernetes[J]．ElectronicTechnology&SoftwareEnＧ

gineering,２０１６(１５):２１１Ｇ２１２．(inChinese)

陈建娟,刘行行．基于 Kubernetes的分布式 ELK 日志分析系统

[J]．电子技术与软件工程,２０１６(１５):２１１Ｇ２１２．
[３９]BESCHASTNIKHI,WANGP,BRUNY,etal．DebuggingDisＧ

tributedSystems[J]．Queue,２０１６,１４(２):９１Ｇ１１０．

[４０]OPENTRACING．The OpenTracing Semantic Specification
[EB/OL]．[２０１８Ｇ７Ｇ２６]．https://opentracing．io/specification/．

[４１]SIGELMAN B H,BARROSO L A,BURROWS M．Dapper,a

LargeＧScaleDistributedSystems TracingInfrastructure[EB/

OL]．[２０１８Ｇ７Ｇ２６]．https://storage．googleapis．com/pubＧtoolsＧ

publicＧpublicationＧdata/pdf/３６３５６．pdf．
[４２]JAEGER．Introduction[EB/OL]．[２０１８Ｇ７Ｇ２６]．https://www．

jaegertracing．io/docs/．
[４３]SEMATEXT．JaegervsZipkinＧOpenTracing Distributed TraＧ

cers[EB/OL]．[２０１８Ｇ７Ｇ２８]．https://sematext．com/blog/jaeＧ

gerＧvsＧzipkinＧopentracingＧdistributedＧtracers/．
[４４]INSTANA[EB/OL]．[２０１８Ｇ７Ｇ２８]．https://www．instana．com/．
[４５]LUXBURGU V．Atutorialonspectralclustering[J]．Statistics&

Computing,２００７,１７(４):３９５Ｇ４１６．
[４６]TECHBEACON．３reasons whyyoushouldalwaysrun miＧ

croservicesappsincontainers[EB/OL]．[２０１８Ｇ７Ｇ２８]．https://

techbeacon．com/３ＧreasonsＧwhyＧyouＧshouldＧalwaysＧrunＧmicroservＧ

icesＧappsＧcontainers．
[４７]BUOYANT．What’saservicemesh? AndwhydoIneedone?

[EB/OL]．[２０１８Ｇ７Ｇ２８]．https://blog．buoyant．io/２０１７/０４/２５/

whatsＧaＧserviceＧmeshＧandＧwhyＧdoＧiＧneedＧone/．
[４８]KUBERNETES[EB/OL]．[２０１８Ｇ７Ｇ２８]．https://kubernetes．io/．
[４９]ISTIO[EB/OL]．[２０１８Ｇ７Ｇ２８]．https://istio．io/．
[５０]SUGIYAMA K,TAGAWA S,TODA M．Methodsfor Visual

Understandingof HierarchicalSystem Structures[J]．IEEE

TransactionsonSystems,ManandCybernetics,１９８１,１１(２):

１０９Ｇ１２５．
[５１]沪江网．以红色为主的色彩搭配,值得推荐[EB/OL]．[２０１８Ｇ７Ｇ

２８]．https://www．hujiang．com/fyuid_s/p８８６１３２/．
[５２]新浪博客．用户体验设计之圆角和直角[EB/OL]．[２０１８Ｇ７Ｇ２８]．

http://blog．sina．com．cn/s/blog_５d７１７０af０１０１dnpk．html．
[５３]GITHUB．Dagrejs[EB/OL]．[２０１８Ｇ７Ｇ２９]．https://github．com/

dagrejs/dagreＧd３．

[５４]GITHUB．Rogen３１９/logvisualization_trainticket[EB/OL]．

[２０１８Ｇ７Ｇ２８]．https://github．com/Rogen３１９/logvisualization_

trainticket．git．

５５１第１１期 李文海,等:基于日志可视化分析的微服务系统调试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