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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关省行集中运行模式的研究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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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介绍了基于&’(()*+&*,-*,./$/0 操作系统的网关系统省行集中运行模式的研究与实现"主要是将

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做了具体的阐述#
关键词!集中 网关 &’(()*+&*,-*,./$/0 进程 1234564

!!网关!’788759:;4<:=&=6;48*5>2?75845;" 作

为前台和主机之间联系的桥梁#主要功能是对终端$外

围系统与数据中心主机之间通信实行集中管理% 在实

际工作中#笔者和同事们解决了网关集中过程中遇到

的很多难题#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生产网关的稳定运行%

%!前言

%/%网关集中运行项目实施前状况

!%" 网关服务器物理位置分散#机器数量过于庞大

% 网关集中运行工程实施前全省网关数量有@.台#

图 %!系统拓朴结构

全部分散在各二级分行% 各地所确定的生产系统网关

机数量有很大的随意性#例如业务量相差十倍的两家

地市实际使用的网关数量分别为A台和#台%
!"" 网关服务器版本频繁升级#管理维护参差不

齐% 我行电子化日新月异#频繁的版本升级增加了各

二级分行的管理与维护的成本% 科技人员既要承担众

多前台网点和后台系统的维护工作#还要承担长年的

版本测试和开发工作% 因每次版本相互关联#稍有不

慎就有可能造成升级次序错误或版本遗漏问题%
%/" 网关集中运行项目实施目标

!%" 实现网关管理

扁平化%
!"" 优化网络节点

路由%
!#" 降低管理和维

护成本%

"!系统结构

整个系统以网关机

为中心#分别与主机$网

点 ’BC*前 置 机$中 间 业

务平台$综合前置机$电

话银行前置机等系统相

连!如图%"%
图"为系统网络结

构图% 其中通用网关统

一负 责 协 议 转 换#它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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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同一接口#有利于做到通信服务器高度集中#节约

服务器资源#便于统一维护% D&,网关负责对前台的

数据进行组包#组包成主机识别的通信区#对主机下传

的数据进行解包#解包成前台识别的格式% D&,网关

的优点在于实现了程序与通信区分离#不同平台可使

用同一D&,网关#具有前台无关性的特点%

图 "!系统网络结构

#!系统建设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为保证生产系统安全运行#我们采用先行选定一

家分行试点成功后再进行全行推广的策略#对原有网

关进行分批整合% 试点行网关服务器为 E)F?7G2:5;
D1#@$#操作系统采用 &’(7F4564?>4?./$/0% 试点行

网关正常运行三天后#我们采用分批将剩余分行整合

到A台H类网关#最后将综合前置和电话银行中心等

系统整合到%台I类网关%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遇到一些难以预料的问

题% 这些问题在总行的帮助下#经过多方实践最后都

得到了解决% 现将我们遇到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总

结如下&
#/%解决系统升级后出现的宕机问题

考虑到&’(公司指出E)),(1BI+CD1#@$新款服

务器操作系统若仍安装 &’(()*+&*,-*,./$/.就存

在烧毁内存的可能性#新网关机操作系统采用了 &’(
()*+&*,-*,./$0% 但在项目实施初期每天凌晨 %&$$
左右#JK6?J:L8J84664M46文 件 中 必 有 一 条 信 息& ’
NI,+B+9& 2FO7K;FK;& C’)JB)+7;G234564L(#该警告信

息出现%小时以后就可能发生宕机#平均"至#天就

会发生一次宕机现象% 通过对系统监控和多方论证#
最后怀疑 是 使 用 同 一 个 &’(()*+&*,-*,./$/0 12P

34564号安装的%$台网关机处于同一网段相互冲突的

结果#解决方发是采用 %$个不同的 &’(()*+&*,-*,
./$/0 .用户 G234564号#对所有处于同一网段网关机

进行重新注册#问题即得到根本解决%
#/" 实行网关分类和增加1Q的策略

通过对全省各项业务日均交易量和峰值交易量的

分析后确定将全省资金汇划自动收报$综合前置!管理

ICR和)(&"$电话银行中心和外汇买卖前置机等整合

到一台网关机上#称之为I类网关#I类网关设置有静

态1Q$动态1Q和广播1Q% 将’BC*前置机$中间业务平

台和信贷台账等服务器整合到 H类网关上#H类网关

则只设置动态 1Q% 这就解决了在进行压力测试和版

本升级时柜面业务停止时#通过综合前置的交易能通

过I类网关到主机% 同时为解决网关机总进程数达到

A$$多个#8M:;4连接数.$$多个时通用网关 1Q状态

多为 Q&*D时的问题#申请数据中心将网关所使用 )Q
的1Q个数#由原来%$$个增加到"$$个% 在 1Q个数

增加后#通过对网关的监控#发现随着1Q个数的增加#
其相应系统进程数也随之增加#系统资源消耗随之加

剧% 经过反复测试和验证#最后确定将1Q的个数调整

为%"$个%
#/# 解决>S:5L频繁启动问题

如果网关服务器某天不重启#在第二天!视业务量

不同可能推迟"#系统第二号进程!>S:5L进程"就会自

动启动% 作为页操作监控程序的>S:5L只能运行在时

钟中断中并在指定时间内通过将未修改的页内存写入

磁 盘 来 释 放 出 内 存% 故 一 旦 >S:5L进 程 启 动#
’)Q.$T以上的资源将被该进程所占用#最终导致消

息队列堵塞#造成网关服务器无法正常运行#反应在前

台交易出现连接超时现象% 通过将系统参数 )?7346P
646:5LF:M25M中的 9)9&1(由原来的 "$$$调整为

"$$#9)9&EB由 原 来 的 A$$$调 整 为 .$$#起 到 延 缓

>S:5L启动的效果#现该问题得到了解决%

U!项目实施后效果

网关操作系统升级到 &’(()*+&*,-*,./$/0 后

运行平稳#前台交易速度正常#达到了项目实施的预期

效果% 我们对网关服务器采用全面系统监控#统计结

果如下&
!%" 监控网关对’BC*前台服务进程的个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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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F6!4WM?4F8M:;4W<3!
现我行H类网关系统高峰期的应用连接数约为

"A$个%
!"" 监控’BC*前台与网关连接的个数

V54;6;:;!:WM?4F’网关服务端口(WM?4F*&CIHP
1B&E*DW<3

进程个数$连接个数基本保持一致

!#" 监控网关’)Q的使用情况

V>86;:;%.或 6:?%.
’)Q的使用情况跟当时业务量相关#显示内容如

下&
&’(O&-! 6376=6>!#/">./$/0 !X475!$@J$"J"$$U

%0&#$&.0 !TK6?! ! T6=6 T<27 T2LG4! YK"

%0&#$&.@ " U $ ZU

%0&#$&.Z % % $ Z@

%0&#%&$$ % " $ Z0

%0&#%&$% $ " $ Z@

%0&#%&$" $ $ $ %$$

I>4?:M4 % " $ Z0

!U" 监控网关内存的使用情况

V6:?!?%.!637#单位U["
内存使用情况跟进程个数有关#显示内容如下&

&’(O&-! 6376=6>!#/">./$/0! X475!$@J$"J"$$U

%0&#%&$"\?44848 \?446<F:>:2G?848!:>:2G6848 ! Y?"

%0&#%&$#U#."$# ."U$@#" U.##Z$ %$0@Z@A

%0&#%&$UU#.#%$ ."U$@#" U.##ZU %$0Z$0U

%0&#%&$.U#.#UA ."U$@#" U.##ZA %$0Z%%@

%0&#%&$AU#.#$. ."U$@#" U.##ZU %$0Z$0U

%0&#%&$0 U#."$Z ."U$@#" U.##Z" %$0Z$#$

I>4?:M4 U#."0U ."U$@#" U.##Z# %$0Z$.A

!." 监控消息队列$信号量与共享内存

V2F36!:8]
显示内容如下&
B)’6;:;K6\?78 JL4>Ĵ848:67\R75IKM"%0&

#%&$0 "$$U
CBD[*_ R(D*(N+*,9,(Q)’,*IC(,’9,(Q)

’H_C*&

‘+QR‘H_C*&1&)BD1,)BD&CBR*,CBR*’CBR*
R466:M4‘K4K46&
]$$aL\A$$@@%Y,?<Y?<YYYY?77;65:?77;

65:$$
#"0A@"%A0A0@$%0&#%&$0 %0&#%&$0 .&.U&U@
]%$aL\A$$@@"Y,?<Y?<YYYY?77;65:?77;

65:$$
#"0A@0@$"%A0U%0&#%&$0 %0&#%&$0 .&.U&U@
CBD[*_ R(D*(N+*,9,(Q)’,*IC(,’9,(Q)

+ICC’E
&*9&b’)BD1)BDICBR*DCBR*’CBR*
&S:?4LR487?=&
8#$$$a$$$$%@4.YY?<Y?<Y?<Y?77;6=6

?77;6=6"
"#""@.@@.@U.&.U&$#57Y45;?=.&.U&$#
8%$%$aL\A$$@@AYY?<Y?<YYYY?77;65:

?77;65:$
"$U$0#$0@$%0&#%&$0 %0&#%&$0 .&.U&U@

.!结束语

网关集中集中管理与维护带来的好处一是设备进

一步减少和管理扁平化#完全避免了地市行系统维护

的压力和成本)二是应用号和端口号相同#有利于统一

管理#易于实现网关切换)三是系统升级和版本升级统

一管理#避免了因系统升级带来的不可预见的错误)四

是将为更进一步的集中创造了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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