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服务已成为企业日常活动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组成

部分，系统管理员必须不断的监视信息系统，以提供

不间断、可靠而又实时的服务。性能、价格和可靠性

是企业信息化过程中，人们普遍关心的三大要素。目

前，国内许多行业和企业在信息化的过程中，都选用

了价格低廉而性能高效的开放系统平台。这种系统平

台给用户带来性价比优势的同时，由于系统的复杂性

和开放性以及应用环境的多样化，也给应用系统的运

行带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这些因素严重威胁着应用

系统的稳定有效运行，有时甚至会引发系统的瘫痪。 

双机容错是计算机应用系统稳定、可靠、有效、持续

运行的重要保证。它通过系统冗余的方法解决计算

机应用系统的可靠性问题，并具有安装维护简单、稳

定可靠、监测直观等优点。当一台主机出现故障的时

候，可及时启动另一台主机接替原主机任务，保证了

用户数据的可靠性和系统的持续运行。

在高可用性方案中，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是安装在

两台服务器的本地系统盘上的，而整个网络系统的

数据是通过磁盘阵列集中管理和数据备份的。数据

的集中管理是通过双机热备份系统，将所有站点的
数据直接从中央存储设备来读取和存储，并由专业

人员进行管理，极大地保护了数据的安全性和保密

性。用户的数据存放在外接共享磁盘阵列中，在一

台服务器出现故障时，备机主动替代主机工作，保

证网络服务不间断。 

双机热备份系统采用“心跳”方法保证主系统与备用

系统的联系。所谓“心跳”，指的是主从系统之间

相互按照一定的时间间隔发送通讯信号，表明各自系

统当前的运行状态。一旦“心跳”信号表明主机系统

发生故障，或者是备用系统无法收到主机系统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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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机容错是计算机应用系统稳定、可靠、有效、持
续运行的重要保证。当一台主机出现故障的时候，
可及时启动另一台主机接替原主机任务，保证了用
户数据的可靠性和系统的持续运行。



跳”信号，则系统的高可用性管理软件（双机软件）

认为主机系统发生故障，立即令主机停止工作，并将

系统资源转移到备用系统上，备用系统将替代主机发

挥作用，以保证网络服务运行不间断。 

双机备份方案中，根据两台服务器的工作方式可以有

三种不同的工作模式，即双机热备模式、双机互备模

式和双机双工模式。下面分别予以简单介绍：

• 双机热备模式即目前通常所说的active/standby 方

式，active服务器处于工作状态；而standby服务

器处于监控准备状态。当active服务器出现故障的

时候，通过软件诊测或手工方式将standby机器激

活，保证应用在短时间内完全恢复正常使用。典

型应用在证券资金服务器或行情服务器。这是目

前采用较多的一种模式，但由于另外一台服务器

长期处于后备的状态，从计算资源方面考量，就

存在一定的浪费。 

• 双机互备模式，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应用在两台机器

同时运行，但彼此均设为备机，当某一台服务器

出现故障时，另一台服务器可以在短时间内将故

障服务器的应用接管过来，从而保证了应用的持

续性，但对服务器的性能要求比较高。服务器配

置相对要好。 

• 双机双工模式 : 是目前Cluster（集群）的一种形

式，两台服务器均为活动状态，同时运行相同的

应用，保证整体的性能，也实现了负载均衡和互

为备份。WEB服务器或FTP服务器等用此种方式比

较多。 

双机热备有两种实现模式，一种是基于共享的存储设

备的方式，另一种是没有共享的存储设备的方式，

一般称为纯软件方式。基于存储共享的双机热备是双

机热备的最标准方案。这种方式采用两台（或多台）

服务器，使用共享的存储设备（磁盘阵列柜或存储区

域网SAN）。两台服务器可以采用热备（主从）、互

备、双工（并行）等不同的方式。在工作过程中，两

台服务器将以一个虚拟的IP地址对外提供服务，依工

作方式的不同，将服务请求发送给其中一台服务器承

担。同时，服务器通过心跳线（目前往往采用建立私

有网络的方式）侦测另一台服务器的工作状况。当一

台服务器出现故障时，另一台服务器根据心跳侦测的

情况做出判断，并进行切换，接管服务。对于用户而

言，这一过程是全自动的，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从而

对业务不会造成影响。由于使用共享的存储设备，因

此两台服务器使用的实际上是一样的数据，由双机或

集群软件对其进行管理。

 系统设计特点

• 高性能：由于服务器作为核心设备，要对系统内的

所有用户服务，所以在选型时首先需要考虑的是服务

器性能是否能够满足用户的应用。



• 可用性：在双机方案中服务器涉及关键数据资料，

因此必须要考虑到服务器的可用性。一般来讲，

单台服务器的可用性通常需要考虑到关键部件的冗

余。还有双机方案是否合理，服务响应是否及时。

• 可管理性：可管理性直接影响到企业用户使用工业

标准服务器的方便程度。良好的可管理性主要包括

人性化的管理界面；硬盘、内存、电源、处理器等

主要部件便于拆装、维护和升级；具有方便的远程

管理和监控功能；具有较强的安全保护措施等。在

正常的情况下，系统必须支持这几类部件有可能出

现故障时的隐患提示信号，如硬盘故障隐患提示、

电源故障隐患提示等。

• 可扩展性：应考虑系统的可扩展能力，即系统应该

留有足够的扩展空间，以便于随业务应用增加对系

统进行扩充和升级。可扩展性主要包括处理器和内

存的扩展能力、存储设备的扩展能力以及外部设备

的可扩展能力和应用软件的升级能力，等等。     

 惠普双机集群系统解决方案

双机高可用系统的组成部件有：两台服务器，一套共

享存储和一个双机软件。服务器、存储和双机软件的

具体选择见下面的“订购信息”。

实例一：高配双机系统。

采用两台四路服务器DL580G5，一台半光纤存储

MSA2000fc和两台光纤交换机组成。这是一种双链路

冗余的光纤存储解决方案，每台DL580G5均配置1

块双通道的FC HBA卡（每个卡含2个FC口），通过

光纤线缆分别连到两台冗余的光纤交换机上，2台光

纤交换机再分别连到MSA2000fc的两个冗余控制器

上。这种配置模式，不仅可以保证主服务器出现问

题时可以正常地切换到备服务器，还可以保证当光

纤链路中任何一个环节（例如，某块FC HBA卡，某

根光纤线缆，某个光纤交换机）出现问题时，系统

都不会宕机。

当然，此配置还有几种更低成本的架构：

• 只采用一台光纤交换机连接两台服务器和存储，每

台服务器只配置一块FC HBA卡

• 不采用光纤交换机，用2台服务器直连存储的方式

来实现双机。

实例一：高配双机系统



实例二：入门级双机系统。

采用两台双路服务器DL380G5和一台SAS接口存储

MSA2000sa组成。每台DL380G5均配置1块SAS HBA

卡，通过SAS线缆连到MSA2000sa的控制器上。这种

配置模式中，由于MSA2000sa采用的是SAS的传输模

式，较MSA2000fc的光纤传输模式便宜，无需配置光

纤交换机，且SAS HBA卡的成本也要远低于FC HBA

卡，所以这是一种低成本实现双机的方案。

以上的两个实例中的MSA2000fc和MSA2000sa都可

以换成MSA2000i，即采用iSCSI协议的方式用IP网络

走存储数据。服务器只需要有一块单独的千兆以太网

卡，利用现有的以太网交换机即可实现双机系统。成

本介于MSA2000FC和MSA2000SA之间。

 

 

实例二：入门级双机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