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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介绍 –计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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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介绍 – ES的问题与挑战

• 业务日益增长的检索需求与稳定性低的 ES	系统之间的矛盾

• 逐步扩大的集群规模与人工运维效率低下之间的矛盾

• 日志实时写入量级大，ES	集群大面积节点429
write_reject写入请求拒绝

• 元数据压力大，凌晨大量auto	createindex及
put_mapping请求导致master节点pending_task过多
OOM

• 集群CPU负载居高不下，心跳同步请求超时，多个数
据节点被同时踢出集群，分片恢复慢

• 每日上百个ES集群告警，超过30%	P1以上级别告警
• 电商实时检索场景，可用性无法保证99.9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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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介绍 –架构升级



6

系统介绍 –服务现状

集群数

50+

每秒写入文档数

1000万+

单日文档增量

9000	亿

节点数

750+

总文档数

10万亿

总存储量

7+	PB



7

目录

• 系统介绍

• 场景应用

• 运营升级

• 未来可期

Contents



8

场景应用 –日志场景

场景一：全链路业务系统日志接入，支撑业务系统问题定位排查

场景特点：数据流量大、实时性要求高、日志数据存在时序性特征、具备冷热数据特征

问题一：实际场景中，部分业务数据加副本单日数据增量20TB+，单日索引存在超过680个分片且分片
全部处于可读可写状态。在大量接入，同时有检索服务时，CPU Load高，内存压力大，如何解决这些
问题？持续扩容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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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应用 –日志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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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应用 –日志场景

ES_Monitor_Data_Index
20 TB

600 Shards (R /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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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translog.sync_interval:3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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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_of_replicas:1

Force_merge	max	segments	size	
5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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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er

冷热数据架构，充分结合数据特征节约成本 统一存储方案，采用索引滚动与精细化切片策
略。充分利用技术手段保证性能
统一存储方案，采用索引滚动与精细化切片策
略。充分利用技术手段保证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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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应用 –日志场景

整体写入性能提升1倍。双11零点日志数据
流量攀升4倍。在2000万 EPS的数据写入流
量下，提供 SLA 99.95%稳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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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应用 –资源自平衡

问题二：在解决了写入性能问题后，数据接入业务大量增加，内部公共日志集群索引个数以及分

片个数不断增长，集群元数据压力陡增：

• Cluster_state变更后增量信息同步超时，导致部分节点离线，影响线上集群SLA

• 大量索引 ILM 生命周期控制请求同时触发，导致master节点pending_task堆积，非urgent级别
的任务执行周期变长，影响集群管理请求响应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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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应用 –资源自平衡

• 在相同网络区域与相同场景属性的物理集
群间组合逻辑集群

• 由各个集群的物理硬件性能指标和ES索引分
片计数、分片大小、生命周期策略、存储
总量及增量等运营数据指标作为基础运算
数据

• 对基础数据分集群计算加权平均负载，对
指标数据进行向量化化简后完成奇偶装箱，
最终达到逻辑集群内各物理集群的资源相
对均衡

• 逻辑集群内新增索引基于当前各物理集群
加权负载进行物理集群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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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应用 –资源自平衡

• 在实现自平衡后，各物理集群间负载差异从3.84 :	
1下降至1.2	:	1。资源利用率更均衡。

• 实现索引平衡分布，单个集群元数据压力更平均。
• 解决单个集群扩展性上限

集群名称 srv	 log	

存储量 854TB	 694TB	

日增量 47.2TB	 39.4TB	

索引个数 7283	 5067	

分片数量 43172	 35366	

自平衡后：

集群名称 srv log	

存储量 1.1PB 450TB	

日增量 67.2TB	 19.4TB	

索引个数 10276	 2074	

分片数量 65448	 13090	

自平衡前：



15

场景应用 –跨集群HA
场景二：实时数据检索，商品信息、视频信息、优惠券查询等

场景特点：数据相对固定，数据量不大，没有频繁的写操作。支撑在线业务实现快速检索或实现

数据库加速相关多级索引支撑

问题：实际场景中，索引数据量不大，没有频繁的写操作。但是数据检索实时QPS高，对业务可
用性要求高。如何在保证检索性能的同时提升索引HA的能力？



16

场景应用 –跨集群HA

方案一：Elasticsearch跨集群复制功能C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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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应用 –跨集群HA

• 索引在集群间的准实时数据同
步

• 实现跨数据中⼼的灾难恢复和
⾼可⽤需求，保障服务持续可
⽤。

• 基于⼩⽶HDFS定制的ES插件
repository-mdh

• 实现HA索引增量数据同步

• 实现索引数据冷备策略



18

场景应用 –跨集群HA

自研索引HA服务 CCR服务
同步级别 索引组级别 索引级别

同步策略 增量同步 增量同步

同步方向 主动 被动

数据访问 主集群可读可写
从集群可读

Leader索引可读可写
Follower索引可读

异常处理 自动切换主从同步方向 Follower可读不可写，
需手动切换同步方向

连接切换 客户端接口自动实现集
群连接切换

需在客户端实现集群切
换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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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升级 –集群自动巡检
• 各集群 CPU	Load	时间阈值及资源阈值过载巡检

• 各集群堆内存占用资源阈值过载巡检

• 各集群存储占用资源阈值过载巡检

• Master	节点 Pending	Task	阈值巡检

• 集群异常状态时间范围统计

• 维修或exclude节点列表

• 线上 P1	以上级别单日告警汇总

• 存储量过大分片、分片数过多索引阈值巡检

• 生命周期异常索引及空索引巡检

• 索引数过多索引组巡检

13项巡检策略充分保障集群稳定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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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升级 –实时数据监控

• 全局及各集群实时写入流量监控

• 全局及各集群实时检索请求监控

• 全局及各集群数据存储变化趋势监控

• 全局及各集群存储文档数趋势监控

• 全局及各集群索引及分片个数变化趋势监控

• 各集群异常索引组监控

• 各索引组实时写入流量监控

• 各索引组实时访问读取流量监控

• 各索引组实时存储量变化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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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升级 –告警推送

• 与小米办公和 Falcon	系统形成一体化异常告警体系

• 内核级别异常埋点检测

• 从字段解析异常、写入堆积异常、分片过大、分片
doc数过多等多维度告警规则配置

• 实时精准推送给索引所属业务owner，先于业务发现
问题实现可用性风险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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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可期

• 基于 searchable-snapshot	的成本优化策略

• 存储计算分离架构

• 逻辑集群在实时检索场景的扩展性及负载应用

• 智能化集群异常分析与自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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