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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isObject



字符串

内部编码：
1、int：8个字节的长整型
2、embstr：小于等于44个字节的字符串
3、raw：大于44个字节的字符串



字符串

int型存储



字符串

embstr数据结构



字符串

raw数据结构



哈希

内部编码：
1、ziplist：hash元素个数小于512，所有值
 长度小于64个字节（可以修改）
2、hashtable：当数据无法满足ziplist的要求
时，采用hashtable



哈希

ziplist数据结构



哈希

Redis ziplist数据结构



列表

内部编码：
1、ziplist：元素个数小于512，所有值
 长度小于64个字节（可以修改）
2、linkedlist：当数据无法满足ziplist的要求
时，采用linkedlist



集合

内部编码：
1、intset：元素个数小于512，所有值
 都是整数
2、hashtable：当数据无法满足ziplist的要求
时，采用hashtable



有序集合

内部编码：
1、ziplist：元素个数小于128，所有值
 都是长度均小于64个字节（可配置）
2、skiplist：当数据无法满足ziplist的要求
时，采用skiplist



有序集合

跳跃表





Redis过期策略

1、惰性删除
       当客户端读取带有超时属性的键时，如果已经
超过键设置的过期时间则执行删除操作并返回空

2、定时任务删除
       Redis内部维护有一个定时任务，每10秒随机选
择检查20个键，如果超过25%的过期比例，则循环
执行删除直到超时（慢模式25ms）。如果超时了，
则进入快模式（超时时间1ms，2s内运行1次）





驱逐策略

Ø noevicition：直接返回错误

Ø allkeys-lru：所有key通用，优先删除最少使用的key

Ø volatile-lru：针对设置了expire属性的key

Ø allkeys-random：随机删除一部分key

Ø volatile-random：针对设置了expire的key

Ø volatile-ttl：针对设置了expire的key，优先删除一部
分剩余时间短的key





RDB持久化

      RDB持久化是把当前进程数据生成快照以二进制文件保存在
磁盘中。

1、save命令
       阻塞进程，直到RDB文件创建完毕，中间不会接受其它命令，
线上不建议使用
 
2、bgsave命令
       fork子进程执行，不会阻塞主进程，仍然可以处理请求。
 通过设置save m n 进行m秒内执行n次操作则执行bgsave



RDB优缺点

优点：
        1、全量备份，适用于容灾
        2、Redis加载RDB文件的速度远高于AOF

缺点：
       1、每次都需要fork新的进程，代价比较高昂
       2、没法做到实时持久化



AOF基本介绍

         以追加日志的方式记录命令，每次重启的时候再执行一遍
命令即可。主要用于解决数据持久化的实时性问题。文件格式
为文本文件。



AOF过程

1、命令追加到内存缓存区

2、内存缓存区根据策略进行刷盘操作

3、定期重写AOF文件，减小体积

4、重启的时候进行reload加载到内存中



AOF刷盘策略

always：服务器每写入一个命令，就调用一次fdatasync，
将缓冲区里面的命令写入到硬盘。

everysec（默认）：服务器每一秒调用一次fdatasync，
将缓冲区里面的命令写入到硬盘。

no：服务器不主动调用fdatasync，由操作系统决定何时
将缓冲区里面的命令写入到硬盘。





为什么要复制

1、故障恢复、容灾

2、读写分离



复制的拓扑

1、一主一从

       一个主节点下面挂一个从节点

2、一主多从

       一个主节点下面挂多个从节点

3、树状主从

      主节点下面挂从节点，从节点下面可以继续挂从节点



复制过程

1、从节点执行slave of ip port

2、主从建立socket连接

3、发送ping命令

4、权限校验

5、同步数据集

6、持续复制



全量复制

         用于首次建立主从连接或者主从之
间数据差异过大。主节点生成RDB文件，
并同步给从节点，从节点清除旧的数据
并加载RDB



部分复制

       用于首次建立主从连接后的命令复制

1、主节点维护自身复制偏移量和从节点偏移量。
其中从节点偏移量是从节点每秒上报的

2、主节点也维护有一个复制缓冲区，每次命令
发给从节点的同时，也会写入到复制缓冲区

3、从节点接收到主节点的命令后会更新自身的
偏移量

4、如果因为网络原因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主从复
制数据丢失，主节点可以根据主从复制量偏移
从复制缓冲区把命令传给从节点。如果差异过
大，则会进行全量复制





背景

        主从复制架构下，如果主节点发生
故障，无法自动切换主从，需要人工干
预。同时应用方也需要更新相应的IP地
址，代价比较高昂。



原理

         独立的哨兵节点定时检测主节点的状态，当主节点发生异常
时，进行切主操作，并通知客户端更新主节点信息



搭建Sentinel集群

1、redis-server启动主节点

2、启动从节点，指定slaveof ip port

3、启动sentinel节点，和数据节点一样，只是需要调整一下配置文件

       sentinel monitor mastername ip port n

       sentinel down-after-milliseconds mymaster 5000

       sentinel failover-timeout mymaster 60000



实现原理

1、每隔10s，每个sentinel节点向主节点和从节点发送info命令，

通过解析返回的结果就可以得到主从节点的拓扑关系。

2、每隔2s，每个sentinel节点都会向_sentinel_:hello频道发送该

节点对主节点的判断以及当前sentinel节点的信息。同时每个节

点也会订阅该频道来更新自身的状态。

3、每隔1s，每个sentinel节点会向主节点、从节点以及其他sentinel
节点发送ping命令来做心跳检查。



故障恢复

1、下线认定：当一个sentinel节点认为主节点故障时，会询问其他
sentinel节点，当认为主节点故障的sentinel节点个数超过给定值时，
会认为此主节点确实存在问题

2、领导者Sentinel节点选举：采用Raft算法选出领导者Sentinel

3、故障转移：根据一定规则选出一个从节点作为主节点，调整其它
节点，让它们成为新的主节点的从节点





背景

        RedisSentinel虽然解决了主从切换问题，保证了Redis的
高可用，但无法解决单机在内存、流量等方面的瓶颈问题。
Redis官方提供的RedisCluster方案很好的满足了应用分布式
方面的需求。



一致性Hash



虚拟槽分区



搭建集群-启动服务



搭建集群-节点握手



搭建集群-分配槽



搭建集群



节点通信-Gossip协议

1、每个节点均开辟单独的TCP通道用于节点间通信

2、每个节点固定周期内（1秒10次）基于特定规则（最久没有通信）

       发送ping消息

3、接受到ping消息的节点发送pong消息作为响应



集群扩容

1、准备新节点，加入集群中
       cluster meet ip port

2、迁移槽和数据
      
      



故障转移

1、故障节点认证

2、从节点上升为主节点





高级命令

1、info：获取Redis信息，包含CPU、内存、持久化以及

      集群等信息

2、slowlog get :获取慢请求执行日志

3、redis-cli --bigkeys: 查找大key

4、monitor：集群环境下慎用，会导致很大的内存缓冲区占用





缓存设计

1、Redis数据结构的选择和Key的设计问题

2、缓存穿透问题

3、缓存雪崩问题

4、Redis慢请求排查

5、读写分离





性能排查方向

1、同一节点其它实例的影响

2、持久化的影响

3、Key设计的设计问题

4、使用方式不合理

5、内存使用情况

6、命令执行情况



感谢您的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