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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软件架构到底是什么？ 



架构的起源 

 常说软件架构思想起源于建筑行业 

 结构化设计技术是软件架构技术的源头 



软件架构的发展史 

 从时间角度看 

 基础研究阶段（1985年~1994年） 

 概念确定阶段（1992年~1996年） 

 从技术角度看 

 面向对象的编程 

 面向组件的编程 

 企业级系统框架 

 面向服务的架构 

 云计算 

 



软件架构发展史-基础研究阶段 

 60年代-80年代，已经使用一些图线的方
式描述系统架构（结构）了，但系统化的、
风格通用的、严谨而且是结构化可重用的
软件系统设计方法并没有被总结出来。 

 80年代中后期，一些基本思想和概念被提
出来，包括：信息隐藏、封装、抽象等。
但这些基础概念不足以解决软件系统设计
中遇到的其他典型问题，如：如何解决模
块之间的依赖性？如何使设计有利于设计
和代码的维护和扩展？ 



软件架构发展史-概念确立阶段 

 90年代开始，架构基本概念和模型被确立。 

 五个标志： 

 架构描述语言的发展 

 初步的架构表述及分析规则的制定 

 架构元素及架构风格的分类研究 

 架构的评估方法 

 可借鉴的架构视角（例如:4＋1视角） 

 概念确立阶段的最后的一个重要实践总结， 
“架构视角（Architecture View）”概念。 



软件架构发展史-技术背景 

 软件危机（堪比经济危机） 
 

 软件开发费用和进度失控。费用超支、进度拖延的
情况屡屡发生。有时为了赶进度或压成本不得不采
取一些权宜之计，这样又往往严重损害了软件产品
的质量。 

 生产出来的软件难以维护。很多程序缺乏相应的文
档资料，程序中的错误难以定位，难以改正，有时
改正了已有的错误又引入新的错误。随着软件的社
会拥有量越来越大，维护占用了大量人力、物力和
财力。 

 软件的可靠性差。尽管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
系统的正确性却越来越难以保证，出错率大大增加，
由于软件错误而造成的损失十分惊人。 

 
 



软件架构发展史-奠定基础 

 软件工程的出现 

 1968 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计算机科学家在
联邦德国召开国际会议，第一次讨论软件危机
问题，并正式提出“软件工程（Software 
Engineering）”一词，从此一门新兴的工程
学科——软件工程学——为研究和克服软件危
机应运而生。 

 结构化编程技术的出现 

 作为软件工程重要的组成部分，结构化设计方
法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软件架构发展史-技术起源 

 结构化设计技术是软
件架构技术的起源。 

 软件模块化技术是软
件架构技术中最早讨
论的技术之一。 



软件架构发展史-面向对象的编程 

 面向对象的编程（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起源于：挪威人Kristen Nygard于1962
年发明的Simula语言，美国人Alan Kay于
1970年发明了SmaUTalk语言，并首次使
用OOP术语。 

 进步：更真实地反映客观世界。提出了设
计模式的概念，促进架构的发展。 

 问题：粒度太小，难以驾驭复杂性高的大
型系统。 



软件架构发展史-面向组件的编程 

 面向组件编程（Component Oriented 
Programming，COP），是对面向对象的
编程的补充，帮助实现更加优秀的软件结
构。 

 进步：能够隔离变化，合理的划分系统。
而框架的意义就在于定义一个组织组件的
方式。 

 问题：DLL Hell。 

 



软件架构发展史-企业级开发框架 

 Java 
 Sun公司于1995年推出了Java平台. 

 在1999年末，Sun提出了Java平台企业版
（J2EE），该规范被应用在主要的IT提供商以构建
稳健的应用系统框架，如IBM、Oracle和BEA等。 

 .NET 
 2000年，为了应对来自Internet和J2EE的威胁，

Microsoft提出了.NET战略。 

 .Net技术的全面推进，统一了Microsoft的不同技
术理念和平台。.Net为WebService提供了原生的
解决方案，并且成为提升不同应用和系统之间互操
作性的标准。 



软件架构发展史-面向服务的架构 

 面向服务的架构（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SOA）是一个组件模型，它
将应用程序的不同功能单元（称为服务）通过
这些服务之间定义良好的接口和契约联系起来。 

 进步：面向业务的松耦合，使得企业可以按照
模块化的方式来添加新服务或更新现有服务，
以解决新的业务需要，提供选择从而可以通过
不同的渠道提供服务，并可以把企业现有的或
已有的应用作为服务，从而保护了现有的IT基
础建设投资。  



软件架构发展史-云计算 

 云计算（cloud computing）是指IT基础
设施的交付和使用模式，指通过网络以按
需、易扩展的方式获得所需的资源（硬件、
平台、软件）。提供资源的网络被称为
“云”。“云”中的资源在使用者看来是
可以无限扩展的，并且可以随时获取，按
需使用，随时扩展，按使用付费。 

 3个层次：基础设施云、内容云、信息云 

 3个实现模型：私有云、混合云、公有云 

 3种服务模式：IaaS，PaaS，SaaS 



软件架构发展史-？ 

 社会一体化架构 



软件架构发展现状 

 目前，软件体系结构尚处在迅速发展之中。关
于软件体系结构的研究工作主要在国外展开的，
国内到目前为止对于软件体系结构的研究尚处
在起步阶段。软件体系结构在国内未引起人们
广泛注意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1）软件体系结构从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老话题，
似乎没有新东西。 

 （2）与国外相比，国内对大型和超大型复杂软件
系统开发的经历相对较少，对软件危机的灾难性体
会没有国外深刻，因而对软件体系结构研究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的认识还不很充分。 



到底什么是软件架构？ 

 为何做架构？ 

 谁来做架构？ 

 如何做架构？ 



为何做架构？ 

 开发一个软件系统的需要？ 

 领导的指示？ 

 公司技术的积累？ 

 对原有系统的重构？ 

为了解决某个问题！ 



 软件架构就是一个解决方案。 

 软件架构设计是在规划一套针对某个问题
的解决方案的过程。 



谁来做架构？ 

 架构师 

 架构师是软件行业中一种新兴职业，工作职责
是在一个软件项目开发过程中，将客户的需求
转换为规范的开发计划及文本，并制定这个项
目的总体架构，指导整个开发团队完成这个计
划。架构师的主要任务不是从事具体的软件程
序的编写，而是从事更高层次的开发构架工作。
他必须对开发技术非常了解，并且需要有良好
的组织管理能力。可以这样说，一个架构师工
作的好坏决定了整个软件开发项目的成败。 



架构师——有N多种 

 企业架构师 

 解决方案架构师 

 平台架构师 

 软件架构师 

 系统架构师 

 前端架构师 

 网络架构师 

 业务架构师 

 …… 



如何做架构？ 

 准备工作 

 架构设计团队都OK了吗? 

 架构设计的工作领导小组都OK了吗? 

 架构的工作流程都清楚了吗？ 

 开始架构设计... 



软件架构设计的工作流程 

 当明确了要解决的问题之后，我们往往还
是不知如何入手？ 

 架构设计的几大问题： 

 架构设计，如何起步？ 

 将系统划分成模块，如何做更合理？ 

 前期需求没能理清，才影响了架构设计！ 

 非功能需求很重要，但是该如何设计呢？ 



有问题才有解决方案 

 架构设计的整体思路是： 

 需求进，架构出。 

 基于这个整体思路，提出我们的架构解决
方案： 

 方法体系是大趋势 

 质疑驱动的架构设计 

 多阶段和多视图 

 有效的实践方法 



1.方法体系 

 架构涵盖太多的内容和因素，单一的方法
已经不能解决架构的问题。适当的引入多
种方法，并加以有效的结合，才能解决架
构方面的问题。 

 方法体系包括： 

 三个阶段 

 一个贯穿环节 

 通过3各阶段和1个贯穿环节来覆盖“需求
进，架构出”的架构设计思路。 



2.质疑驱动的架构设计 

 架构设计的源动力：需求。 

 需求清楚了，架构就清楚了吗？ 

 架构设计中的核心要素：人！ 

 通过人的思维，将需求有节奏地引入架构设计
一波又一波的思维活动中来。 

 通过“质疑”引入架构的质量属性，以及约束。 



3.多阶段和多视图 

 架构设计不能一蹴而就，分阶段实施更现
实。 

 3阶段 

 阶段一：把握需求特点，确定架构驱动力。 

 阶段二：根据重大需求，确定概念架构。 

 阶段三：细化架构设计，关注不同试图。 

 5视图 

 在第三阶段，引入5中视图，分别对架构进行细
化设计。 



4.有效的实践方法 

 在架构设计过程中，提供了一些具体的可
操作的做法，来帮助我们执行架构设计的
具体工作。 

 逻辑架构设计的一些原则。 

 质疑驱动的逻辑架构设计的整体思路。 

 初步设计的方法。 

 需求矩阵。 

 约束的几种处理方法。 

 非功能需求的思考等。 



方法体系：3个阶段，1个贯穿环节 

PA阶段 CA阶段 RA阶段 需求 架构 

架构实践中最
常见的最短板 

大型系统成
败的关键 

大规模并行
开发的基础 



PA阶段：Pre-architecture 

 阶段目标：全面理解需求，从而把握需求
特点，进而确定架构设计的驱动力。 

 最大误区：架构师是技术人员不必懂需求。 

 工具：需求矩阵。 



CA阶段re：Conceptual-architect 

 阶段目标：考虑包括功能、质量、约束在
内的所有方面的需求，构造核心架构并作
高层分割。 

 最大误区：概念架构 = 理想架构。 

 工具：UML图、目标-场景-决策 表。 



RA阶段：Refine-architecture 

 阶段目标：在概念架构基础上，对其进行
细化，并从5个视角对架构进行细化设计。 

 最大误区：架构 = 模块 + 接口。 

 工具：UML图、目标-场景-决策 表。 



贯穿环节：持续关注非功能需求 

 非功能需求不是架构的核心，但却关乎架
构的成败。 

 利用 目标-场景-决策 表分析和设计非功能
需求。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