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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写⼀篇可实施的技术⽅案？

bd7xzz 于 2020-05-11 23:28:27 发布

为何要写这篇博⽂？

在⽇常开发中，⽼⼤经常要求我们给出⼀个完善并合理的技术⽅案之后才能进⾏开发。并且要求技术⽅案⼀定要细，要重点覆盖监控、异常处理、灰度、降级⽅案。同时要

注重边界处理。最初，我的技术⽅案写的很粗，也没有理解⽼⼤说的边界处理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乎，⾟⾟苦苦写了⼀周的⽅案，就会在技术⽅案评审的时候直接打回

重做，甚⾄多次打回。

不过还好，在经历过⼏次⼤项⽬的⽅案设计后，我的⽅案设计越来越完善，直到最后⽼⼤⾮常认可并在组内进⾏参考。随着我的⽅案设计逐渐完善，也逐渐发现，不但编码

效率越来越⾼，编码时思维更加清晰，⽽且⽅案中的每⼀个模块都贯穿了整个软件⽣命周期。

经验之谈 专栏收录该内容 4 篇⽂章3 订阅

内容来源：csdn.net

作者昵称：bd7xzz
原⽂链接：https://blog.csdn.net/kid_2412/article/details/106062531

作者主⻚：https://blog.csdn.net/kid_2412

https://blog.csdn.net/kid_2412
https://blog.csdn.net/kid_2412/category_7462050.html


https://blog.csdn.net/kid_2412/article/details/106062531?spm=1001.2014.3001.5502 2/12

内容来源：csdn.net

作者昵称：bd7xzz
原⽂链接：https://blog.csdn.net/kid_2412/article/details/106062531

作者主⻚：https://blog.csdn.net/kid_2412



https://blog.csdn.net/kid_2412/article/details/106062531?spm=1001.2014.3001.5502 3/12

在这⾥我会总结以往⽅案设计，给出⼀个⽅案设计模板，并给出模板中每⼀个模块的具体说明和案例，同时介绍如何通过领域驱动设计的思想拆分业务逻辑引⼊到这个设计

模板中。

这⼀切看起来可能很枯燥乏味，但如果你认真读下去我想会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你在⼀个垃圾公司做的项⽬从来没上过线，或者上线就崩溃，可以认真看看，⼀个⼤流量、⾼稳定性的系统是如何实现的。

如果你有更好的⽅案设计，欢迎留⾔讨论，或者喷我。让我能够更加完善我的设计，谢谢！

⼀个错误的⽅案设计

在说如何编写⼀个好的技术⽅案之前，先说说⼀个错误的⽅案。

其实要说错误的⽅案设计是什么样⼦的，是很难界定出来的。错误可能有很多点，导致的后果也是不同的。⽐如：

1. 技术⽅案设计的⽐较粗，给出了架构设计图，但没有表述清楚架构层次、模块关系、边界等，可能表⾯上看着没什么，但是当真正开始实施起来，发现：
a. 代码职责混乱（⽐如 controller 层写业务代码）
b. 模块关系混乱（⽐如⽤户服务中调⽤了订单服务⽤来显示⽤户买了什么订单，⽽订单服务⼜调⽤了⽤户服务显示订单中的收获地址）
c. 边界混乱（⽤户服务中写了订单服务的代码，订单服务中写了⽤户服务的代码）

2. 技术⽅案没有横向对⽐，没有对以往的业务进⾏ review，没有对技术选型进⾏业内调研和对⽐。这时候会发现：
a. 修改的代码导致以往的业务⽆法兼容，出现不可预知的 bug
b. ⽤到的基础技术在某个环节⽆法⽀撑你的变更，只能重新选型

3. 没有异常处理⽅案，在代码开发完成后，虽然有 QA 保证质量。但是实际⽣产情况总会出现异常情况（⽹络抖动、⽤户违法输⼊、中间件或底层存储崩溃、依赖服务挂
掉），在上线后会发现：

a. ⽹络抖动数据写⼊失败，业务请求的数据丢失，要赔偿⽤户的损失
b. ⽤户违法输⼊，产⽣了 sql 注⼊，⼀切凉凉

内容来源：csdn.net

作者昵称：bd7xzz
原⽂链接：https://blog.csdn.net/kid_2412/article/details/106062531

作者主⻚：https://blog.csdn.net/kid_2412



https://blog.csdn.net/kid_2412/article/details/106062531?spm=1001.2014.3001.5502 4/12

c. 中间件或存储崩溃，业务彻底中断，⼀切凉凉
d. 依赖服务挂掉，业务彻底中断，⼀切凉凉

4. 没有灰度⽅案，没有降级⽅案，异常没有报警，在代码跑了⼀段时间会发现：
a. 没有灰度，在某种场景 QA 没有覆盖到，线上⽤户操作突然触发了，导致⼤量数据错误甚⾄全量数据错误
b. 没有降级，随着⽤户数据逐渐增多，虽然底层存储性能已经⾜够⾼了，但还会出现慢 sql、⼤表等问题，⼀个耗费很⾼性能的 sql 查询拖死整个业务线，最终业务不
可⽤

c. 异常没有报警，光有⽇志输出不够，⼤量的⽇志会把某⼀个⼩问题的 error ⽇志覆盖掉，导致⼩问题被扩⼤

5. 没有存储设计，或者给出的存储结构很粗，在开发时再进⾏补救，会发现：
a. 存储结构越加越多，最后逐渐不可控
b. 发版时，⼀些建表语句后⾯加的字段忘记加上去了，导致发版失败或业务请求失败（这个问题也可能出现在消息队列、动态配置⽂件或配置中⼼）

6. 没有容量预估，没有流量预估，很多⼈在测试阶段不会进⾏流量上的压测和容量上的压测，上线之后会发现：
a. ⽼板拉来投资了，砸钱引流服务撑不住了，横向扩容达到瓶颈（注意：不是加机器就能解决问题的，不信？⾃⼰压测试试）
b. ugc 数据太多了，数据库很快就被打满了，打慢了，没有分库分表⽅案
c. ⼀个对象产⽣的太⼤了，流量多了内存被打爆了（实际发⽣过！800k 的字符串 100 个线程就触发频繁 gc，引⽤ hang 死！）

重点是什么？

好吧，上⾯说了那么多问题，接下来应该说说如何写好⼀个⽅案设计了。直接敲⿊板说重点！个⼈认为⼀个好的⽅案设计就是为了完全避免上⾯的那些问题⽽设计的。所以

重点就在于：

1. 技术⽅案要细，尤其注重模块（职责明确的模块或者组件）、关系（组件间明确的关联关系）、边界（约束和指导原则）。可以借助领域驱动设计（DDD）利器进⾏设
计，本质上领域驱动设计的整个思想应该贯穿于整个⽅案设计中。

2. 要对⽐业内的⽅案和选型，分析以往业务产⽣的效果和⽅案的优缺点。确定背景和⽬标，⽤于指导整个⽅案设计，防⽌⽅案的腐化、跑偏。

3. 业务功能模块要进⾏详细设计，给出流程图、领域模型建模过程、领域对象等。每个模块的详细设计中可包含伪代码、特殊问题说明、注意事项。

4. 考虑所有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读流程是否可降级为不展示，写流程是否可有备选通道⽀持（⽐如 MQ 和接⼝双通道）。对于抖动、依赖服务短时间崩溃要考虑重试机
制。对服务内部异常，要考虑给调⽤者⼀个合理可接受的返回值，调⽤者可根据实际情况进⾏重试、异常提示等。对核⼼链路的异常要有及时报警（短信、邮件、电

话、IM 消息等）。

5. 永远考虑最差情况，要知道什么是墨菲定理。所以要有降级⽅案（⾃动降级、⼈⼯降级），当然降级不是万事⼤吉的，要考虑降级是否对主流程产⽣影响，对数据是否
产⽣影响，区分有损降级和⽆损降级。若有损产⽣了数据异常，则要考虑数据的修复。

6. 实现灰度，还是永远考虑最差的情况，灰度能够控制你的异常影响范围最低，出现异常你修复数据也会最少。⽅案要给出灰度周期，经验上灰度周期可分为：上线⼀周
（20% 的流量）、上线第⼆周（50% 的流量）、上线第三周（100% 的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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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给出存储设计，要涵盖所有存储（ES、MySQL、Redis、⽂件系统、CDN 等等），给出详细的存储结构，如果你的存储结构给的很明细，通常在代码开发时不会变动
很⼤，甚⾄没有变动。

8. 给出流量预估和容量预估，预估你的存储占⽤⼤⼩（内存、持久化）、预估你的 MQ ⾼峰期流量、预估你的接⼝⾼峰期流量、预估你的⼀次请求 Jvm 内存对象占⽤的
⼤⼩。如何预估 Jvm 内存对象的⼤⼩？改天写个 blog 说说这事。

好了，这些都是重点。不过你会发现，8 个重点⾥ 4、5、6、7、8 都是在考虑各种异常情况下的各种补救措施，所以⼀个好的技术⽅案设计就是考虑到所有的异常情况。
同样，⼀个技术⼈，我觉得不是看看 “阿⾥ p8” 在今⽇头条和 QQ 群⾥发的课程内容就能修炼成精的，经历了 N 多次的线上事故总结，并总结如何避免事故的发⽣，才是
技术⼈应该做的。

拿模板说说

这⾥，给出⼀个我总结的技术⽅案设计模板，我会拿这个模板来说说如何做⼀个正确的⽅案设计。这个模板包含了上⾯说的所有重点项。如果你能够理解上⾯我所说的⼀

切，利⽤好这套模板，拿出去吹 nb 是没什么问题的！

模板如下（忽略格式）：

1. 背景
详细描述项⽬背景，简单说明以往业务带来的效果。给出为何要进⾏本次项⽬迭代的原因。

2. ⽬标
列出预计产出的业务指标（如：提升⽤户转化率 30%）和技术指标（如：⽀撑多⼤ QPS）。
3. 现有业务分析
现有业务分析中通常给出原有业务（本次基于原有业务迭代）或对⽐业内业务和技术的选型（新技术或原有业务迭代）。可以⽤表格列出原有业务和技术产⽣的效果、不⾜

点，也可以⽤表格给出对⽐⾏业内多个现有⽅案的对⽐，写出每个⽅案的优缺点，以及是否与⾃⼰业务实际情况相匹配。

同时这⾥需要给出通⽤语⾔。

4. 系统整体架构

内容来源：csd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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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提倡使⽤领域驱动设计的⽅式实现整体架构设计。将业务系统划分出核⼼域、⽀撑域、通⽤域。

核⼼域：通常要投⼊的成本⽐较⼤，在做技术⽅案设计时可以主要强调核⼼域。

通⽤域：可以引⽤通⽤域，在技术⽅案中进⾏简要的说明，给出如何依赖通⽤域，描述涉及到的调⽤关系以及如何调⽤的。

⽀撑域：通常项⽬的开发也会涉及到围绕着核⼼域的⽀撑域，所以可以和核⼼域⼀样进⾏设计。如果⽀撑域是现成的，同样给出依赖关系以及如何调⽤。

业务模型

业务模型是领域驱动设计的核⼼，也是战略设计时必须圈定出来的。可以画图给出⼦域、边界上下⽂、聚合，可以⽤表格标记出事件⻛暴规划出的域、聚合根、边界上下

⽂、驱动类型。从业务边界和业务⻆⾊两种给出模型图。

域 聚合根 驱动类型（消息 / 接⼝） 边界上下⽂

层 聚合 对象 类型 依赖对象 包名 类名 ⽅法名

整体架构

上⾯给出了业务模型，划分出各层边界，这⾥就可以通过⼀张图给出领域模型经典的四层模型，⽤箭头画出上下层的依赖关系。画图时⽤不同的图标和颜⾊区分出层次、模

块、⻆⾊、基础服务。如果能够区分出读写事件和命令，那么可以⽤ CQRS 的模型做。
画出图后，⽤适当的⽂字描述出关键模块、依赖关系、约束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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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在修改以前的架构，这⾥给出修改之前的架构和修改之后的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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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详细设计
进⼊详细设计，就要给出详细的流程图，并⽤⽂字描述出流程。⽤表格给出实体、值对象、域内服务，架构层⾯做了 CQRS 的话，这⾥明确出给出 CQRS 的职责。

xxx 实体 / 域内服务

属性 类型 备注

⽅法名 出参 ⼊参

xxx 值对象

属性 类型 备注内容来源：csd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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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流程改造，要给出原有流程和现有流程的对⽐。若原有流程产⽣过问题，这⾥可以给出问题现象、原因，来证明新的流程进⾏优化原有流程。

对于关键部分可以给出伪代码，关键说明要⽤⽐较明显的字体样式。

6. 存储设计
⽤表格的形式给出存储结构（包括 MySQL、ES、Redis 等），说明 Schema、字段类型、默认值、描述信息等。

表 / 索引 xxx

字段名 字段类型 默认值 是否可空 备注

7. 灰度⽅案
如果你的公司有灰度条件的话（业务有⼀定流量），⽤表格给出灰度范围、配置灰度开关的参数、灰度周期。灰度的三个周期：

a. 第⼀周：20% 流量，⽐如某些⼆三线城市
b. 第⼆周：50% 流量，⽐如⼀些⼀线城市 + ⼆线城市
c. 第三周：100% 流量，⽐如全国
灰度可以让你在及时出现 bug 的情况下损失降到最低。

模块 灰度维度 配置变更 灰度周期（1） 灰度周期（2） 灰度周期（3）

8. 降级⽅案
及时通过灰度跑了很⻓时间，也不能 100% 保证你的代码是没有问题的。通常⼀个业务刚上线很稳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逐渐暴露，原因可能有很多：
a. 数据量积累⼤了，业务响应能⼒降低
b. 流量积累⼤了，现有计算⼒不够（并不是横向扩容就能解决的）
c. ⽤户操作花样倍出，防不胜防
d. 依赖的服务逐渐不稳定（包括⽹络、基础设施等）
所以降级⽅案是必须要有的，防⽌出现问题之后没有退路。降级⽅案可以说是⼀个⻓期的及时⽌损⽅案，灰度是⼀个短期的及时⽌损⽅案。

降级⽅案⽤表格给出业务模块或接⼝、降级⽅式（⾃动、⼿动）、降级是否对主要业务流程有损失、若有损失修复⽅案。在设计降级⽅案时，⼀定要与产品、测试、业务⼈

员进⾏充分沟通，说明降级⽅案，⼀起讨论可⾏性。

模块 主流程 是否可降级 降级流程 是否有损（对主流程） 备注内容来源：csd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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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异常处理
有了降级⽅案依然不能代表你的业务会 100% 可靠。完成功能谁都可以，但是能把所有异常情况都考虑到，是最难的。没有⼈能考虑到所有异常，但是只要考虑到，总会
让你的业务更可靠⼀点。

异常处理也是需要通过表格，主要写明以下⼏个阶段：

a. 异常出现阶段：给出异常情况
b. 异常处理阶段：是否可以降级，修复异常⽅案（精确写出处理流程，有必要的话给出流程图）
c. 异常恢复阶段：给出带来的损失以及数据如何修复

模块 异常情景 处理流程 降级⽅案 损失与数据恢复

10. 容量预估
容量预估⾥包含了流量预估，这⼀部分是可以保证你的业务不会在极端情况下压垮（⼤数据量、⾼并发）。

流量预估

⽤表格的形式给出你的接⼝平均 QPS、峰值 QPS、接⼝请求和返回报⽂⼤⼩，消息队列的平均消息数、峰值消息数、报⽂⼤⼩。
这⼀部分如果是改动的业务，可以参考以前的监控，如果是新业务⼀定要拉运营、产品确定业务量。若预估峰值会很⾼，⼀定要进⾏压测。

如下表：

模块 接⼝ / Topic 报⽂⼤⼩ 上线⼀周 上线⼀个⽉ 上线半年 上线⼀年

容量预估

列出表格，指定业务模块，给出你⽤到的所有存储在⼀段时间的数据量增⻓：

a. 上线⼀周：评估灰度时会产⽣的数据量，有助于推导出后续产⽣的数据量
b. 上线⼀个⽉：此时已经稳定的全量跑了⼀个⽉，如果业务⽐较⽕爆，这个时候产⽣的数据量⾜以计算出半年和⼀年的数据量
c. 上线半年：如果你的业务并不⽕爆，半年的数据量基本是定型了。你的业务未来发展也不会增⻓太多。但是如果你的数据量预估是⼀个⽐较⼤的值，就要考虑⽅案是不
是可以扛得住这个数据量。

d. 上线⼀年：这个时候随着数据量的积累，可能会暴露出⼀些问题。需要考虑你的⽅案在每个细节⽅⾯是否可靠了。
这⾥有⼀个需要注意的，并不是只是评估存储⼤⼩就够了，如果预估你的流量很⼤，⼀定要精确计算出你的⼀个请求过程产⽣的对象⼤⼩，防⽌应⽤服务被频繁 gc Hang
死。

模块 表 / 索引 上线⼀周 上线⼀个⽉ 上线半年 上线⼀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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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监控报警
上⾯的⼀切做完，依然不完美，出现问题要及时的发现，有⼀个 nb 的监控策略是很重要的。这⾥要⽤表格的形式给出关键模块或接⼝的异常报警形式（短信、邮件、IM、
电话等），给出核⼼的业务指标和⾮业务指标（QPS、响应耗时、消息积压数等），指标出现异常（低于某个阈值）要进⾏报警。如果有监控系统可以接⼊，给出需要接⼊
的指标参数。

如下表：

模块 指标 阈值 报警形式

12. 参考⽂档
给出产品设计⽂档、需求⽂档、以往的⽅案设计⽂档、接⼝⽂档、依赖基础组件或服务的说明⽂档。给出⽂档链接或附件，⽅便 review 的过程中直接打开看。

总结

1. 写技术⽅案是个漫⻓的过程，是个细致活，通常要⾄少三天，⼀周甚⾄⼀周多的时间。技术⽅案写的越完善，可靠和可⾏性越强。

2. 技术⽅案除了考虑功能性设计、架构，要多关注应急⽅案，关注可靠性。

3. 可以⽤⼤量的图和少量的⽂字来实现技术⽅案。

4. 技术⽅案完成后要找多⼈进⾏ review。

5. 业务性较强，拆分微服务，⽤ DDD 的思想进⾏设计会很有效果。

6. 如果开发过程中技术⽅案有变更，⼀定记得及时修改，维护好这份技术⽅案，是⾯试吹 nb 的本钱，也是为后来⼈做准备。

7. 这⾥谈的是⼀个可实施的技术⽅案，并不是交付给客户和糊弄国家项⽬的吹 nb ⽅案，客户⼀定不会喜欢这样的⽅案。

2021 年 03 ⽉ 28 ⽇记：有很多⼈私信我要⽅案模板，写了⼀个新的⽂章，需要可⾃取：https://blog.csdn.net/kid_2412/article/details/115282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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