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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证券行业解决方案

®

联想证券行业超融合解决方案

随着互联网金融、大数据、云计算、软件定义数据中心等新技术的发展，证券行业的信息化挑战来自于

以下几个方面：

传统数据中心压力

仍然是硬件定义和架构紧耦合为导向，数据中心建设跟不上业务发展及客户增长需要，业务系统竖井林立，

业务的可靠性和基础架构的可扩展性存在矛盾等。 

互联网金融发展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不仅改变业务入口和模式，也让用户体验变得更加重要；随着业务架构向互联网发展，

数据中心如何在变化中更加从容去支撑业务多领域、差异化发展变得更加挑战。

运维管理的变革

架构耦合导致运维管理复杂，多设备、多界面、多知识体系导致工作效率低下；本地机房、托管机房

等多机房现状，使得无法有效的实现统一管理。

基于以上几点：证券业务快速发展促使 IT 建设者重新思考，选择一个可以支撑业务多样化、差异化、基

于互联网定义的数据中心基础架构解决方案，同时以最小的代价去解决运营的安全性和便捷性。

联想超融合云平台方案设计

联想超融合系统能够帮助用户完成云平台系统建设中最重要的 IaaS 层（云计算基础架构平台）的建设。

联想超融合云管理平台以 B/S 架构设计并保持可扩展性，为客户提供可度量的标准服务。

物理资源的拓扑架构图如下：

N

图：云平台逻辑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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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存储资源是云平台的底层支撑，其建设关系到整个系统是否能安全、高效、稳定的运行，而整个平

台网络架构在满足应用 I/O 吞吐量的前提下，要求具有较高的安全性、扩展性、先进性且可以和云平台

很好地融合。

联想超融合证券行业数据中心解决方案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 基础架构与平台服务的完整堆叠，针对证券公司实际需求，联想超融合方案可以将底层架构与平台业

务结合在一起，使之完整匹配。

• 全自动运维，联想超融合方案具备无人值守全自动运维功能，减少 IT 人员的工作压力，达到一站式、

一键式运维管理的目标。

• 实时伸缩的消费模式，联想超融合方案可随证券行业互联网金融等产品的发布和迭代周期，实时部署

和回收平台资源。

• 整合安全与控制，联想超融合方案在架构中考虑到虚拟化架构内外部的安全，包括数据安全等问题，

以保证整个系统长期安全稳定的运行。

方案优势

使用联想超融合虚拟化基础架构，在保证用户数据的高速访问和高可靠性同时，不再需要传统的集中式

存储架构，避免在今后运行过程中出现设计初期忽视的性能问题。

按照服务器和存储使用现状，建议使用联想超融合来支撑现有应用。在今后随着业务发展，可以方便的

按照节点进行扩容，避免建设初期一次性投资过大，后期却发现性能问题，需要追加投资的问题出现。

联想超融合将基础设施、横向扩展架构和软件定义存储的各种优势结合在一起，可提供极佳的数据中心

虚拟化体验，而其成本仅为传统服务器和存储器的一小部分。

联想 HX 超融合系列的架构优势：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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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场景

上证通 / 深证通等托管机房

• 解决受制于托管机房空间、电力、成本等问题。

• 以最小节点数量的方式部署资源池，业务量增加只需增加节点数量，便可实现横向扩展。

• 同时可以满足证券交易系统的高性能、低延迟，高可靠性和可用性需求。

• 无需本地人员运维，实现便捷的远程管理。

• 空间节省 80% 以上，电力节省 50% 以上。

传统业务向互联网业务转型

• 支撑全新的分布式互联网业务架构。

• 随机的高并发用户访问，并且提供低延迟的业务响应服务。

• 提供高 IOPS 的吞吐量。

• 分布式基础架构，高可靠性，高可用性。

• 线性水平扩展架构，无需大规模一次性采购。

• 数据中心运维的便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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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收益

联想超融合平台旨在通过超融合、虚拟化、高可用等目前业界最先进的互联网计算技术为用户构建新一

代的数据中心资源平台，助力用户实现一个高效开放、按需分配、动态调整、灵活扩展的智慧信息化平台，

使用该方案后用户收益主要有：

提高资源利用率

现已经部署了大量的服务器，资源使用率低是较突出的一个问题，而超融合恰好能

够解决该问题，将资源利用率由原来的 8% 提高到 40% 左右。

快速部署

传统服务器部署时间一般在几小时到 2 天的时间，而超融合采用的脚本化、程序

化的部署方式，初始安装只需要 20 分钟，扩展集群时新节点将被自动发现，并且

无需停机时间，扩展仅需要 15 分钟即可完成，能够实现快速上线的目标。

动态扩展性

在 IT 发展趋势中，动态基础架构已经成为 IT 基础架构的发展方向。联想超融合方

案是一种动态、灵活、具有弹性的 IT 基础架构，同时在 IT 实时地运营过程可进行

灵活的资源动态调整。

节省空间 / 电力

在托管机房部署超融合方案之后，与同等规模的传统方式相比，空间上节省超过

80%，电力消耗上节省超过 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