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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体现不重复存储的地方是，有时候可能有多个逻辑上不同的版本标记，都指向了 

同一个物理上的制品版本。比如，初始版本用123456的构建顺序号来标记，后面被选中送去 

测试时，又被标记为22-05-02版，即2022年第5个迭代的第二次送测的版本。如果其通过测 

试准备发布，则又被标记为22-05,也就是2022年第5个迭代的发布版本。尽管123456、 

22-05-02和22-05是不同的三个版本名称，但其实它们都指向同一个物理上的实体，故不需要存 

储三份。

2） 控制制品的尺寸

制品的尺寸不宜过大，如果太大，会产生几方面的不利影响。

（1） 传输制品的时间较长。

（2） 在制品库存储制品的空间耗费较多。

（3） 制品运行时耗费的内存等资源较多。

（4） 在生产环境中，随着用户使用量的增加，可能只是一个制品中的部分功能需要扩容， 

但是不得不把此制品作为整体扩容，造成浪费。

从本质上说，降低制品的尺寸还是要做好软件架构工作，要追求细粒度、低耦合、可复 

用的软件架构，尽量采用微服务而不是大型单体应用的方式。

另外，把一个制品拆为部署在同一台机器上的若干个制品，对减少传输制品时长、降低 

存储空间耗费、降低运行时的内存耗费都有帮助。一是因为每次更新时可能只需要更新部分 

上层制品；二是因为部分底层制品可能供若干个上层制品复用，其中，典型的是以动态库形 

式存在的底层制品。Docker镜像的内建分层机制在本质上也具有类似作用•

此外，还可以排查构建、打包、制作制品时有没有混入无用的内容，如果有尽量想办法 

去掉。比如，在构建程序时，作为输入的静态库包含很多方法和函数，它们在程序运行时肯 

定不会全部被调用。那么，如何避免把不被调用的方法和函数放进制品呢？

3） 提高存取速度

制品单体文件体积大和并发下载量高是导致制品库性能差的两个因素，磁盘IO和网络IO 
的瓶颈制约着我们在开发过程中流畅地使用不同类型的制品，这一问题在Docker镜像得到充 

分应用的开发场景下被无限放大，为了提高制品下载和上传的速度，可以考虑如下措施。

（1） 更好的硬件，特别是更快的网络传输速度。

（2） 在构建服务器上构建依赖内容的缓存。

（3） 在运行服务器上构建部署内容的缓存，这在生产环境版本回滚时特别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