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爬虫的数据监控系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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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 云计算服务开始全面普及, 大型互联网公司以及中小型企业已经开始

提供自己的云计算服务, 中国科学院也提供了云计算服务平台——中科院“科技云”. 本文针对中国科学院 “科技云”
项目的实际需求, 参考已有商业云监控系统的功能和运行模式, 设计并实现了一种基于爬虫的数据监控系统. 该系

统相比商业云监控系统, 支持 URL(布尔)类型数据监测的同时, 增加了对数值类型、文本类型的监测, 更好的支持

第三方服务的监测, 并实现了服务故障警报, 监测数据可视化以及监测数据分布式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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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cloud computing services begin to widely
spread. Large-scale Internet companies,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have begun to provide their own cloud computing

services.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lso provides a cloud computing service platform - CAS “science-cloud”.

Concerned with the actual needs of the “Science Cloud” project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this paper designs

and implements a spider-based data monitoring system referencing the function and operation mode of the existing

commercial cloud monitoring systems. Compared with the commercial cloud monitoring system, this system supports the

monitoring of URL (Boolean) type data, adds the monitoring of numeric types and text types, supports better monitoring

of the third party services, and realizes service failure alarm and monitoring data Visualization and monitoring data

distributed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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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产业创新的不断发展, 以

云计算为代表的变革性技术正在迅速的普及, 互联网

进入了大数据时代, 云计算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

快速的发展. 特别是近几年来, 随着云基础服务能力的

提升, 基于云计算的互联网轻量级小规模服务不断增

多, 大量的微小服务急需第三方支持的松耦合数据监

控系统, 进行有效的服务监控和提醒[1].

本论文针对中国科学院 “科技云”项目的实际需

求, 设计并实现了一种基于爬虫的数据监控系统. 此系

统为“科技云”项目所所涵盖的基础设施服务、平台服

务、软件即服务等公开发布的数据及服务状态, 提供

有效的服务监控和数据汇聚. 以满足服务管理人员对

服务进行实时监控、以及用户对服务状况进行了解,

并提供科技云服务门户监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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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现状和相关工作

云计算, 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的计算方式, 通过此种

方式, 可以按需把共享的软硬件资源和信息提供给计

算机和其他设备. 云计算描述了一种基于互联网的新

的 IT 服务增加、使用和交付模式, 其通常涉及通过互

联网来提供动态易扩展且经常是虚拟化的资源[2].
根据美国国家标准和技术院对云计算服务的定义

可明确三种服务模式[3]: Software-as-a-Service(SaaS, 软
件即服务)、Platform-as-a-Service(PaaS, 平台即服

务) 及 Infrastructure-as-a-Service(IaaS, 基础设施即服

务). 如今的云计算服务已经非常普及, 包括大型互联

网公司提供的公有云服务、中小型企业提供的私有云

服务等. 他们在提供云服务的同时, 还提供负责监控云

服务资源的使用情况、健康状况等信息的云服务监测

功能, 如大型的云服务提供商 Amazon、阿里巴巴、腾

讯等都有自己的云服务监控系统.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

以上三个云服务监控系统:
Amazon CloudWatch 是一项针对 AWS (Amazon

web services) 云资源和在 AWS 上运行的应用程序进

行监控的服务. Amazon CloudWatch能够监控 Amazon
EC2 实例、Amazon DynamoDB 表和 Amazon RDS
DB 实例等各种 AWS 资源, 同时也能够监控应用程序

和服务生成的定制指标, 以及应用程序生成的任何日

志文件[4].
阿里云监控是一项针对阿里云资源和互联网应用

进行监控的服务. 云监控服务可用于收集获取阿里云

资源的监控指标, 探测互联网服务可用性, 以及针对指

标设置警报. 阿里云监控服务能够监控云服务 ECS、
云数据库 RDS 和负载均衡等各种云服务资源, 同时也

能够通过 HTTP、CMP等通用网络协议监控互联网应

用的可用性[5].
腾讯云监控为腾讯云服务提供全方位监控, 借助

于腾讯海量数据处理能力能够对于资源及成本进行智

能化的分析, 直观展示各种云服务的资源使用状况、

负载状况性能及系统健康状况等[6].
以上公有云服务平台提供的云监控服务, 存在以

下两个方面的缺陷:
(1) 以企业自有的公有云服务为出发点. 例如阿里

云监控主要针对阿里 ECS 等主机服务提供详细的云

监控服务, 依赖于具体主机所提供的内部接口服务. 例
如主机安全监控服务、网络流量监控服务等.

(2) 针对第三方的监控服务类型有限. 例如对于外

部的第三方服务, 阿里云只能提供 URL服务正常率访

问监测等服务, 利用分布式站点来实现对第三方端口

服务的定期探测, 为第三方服务提供服务故障邮件等

提醒通知. 但是没有提供文本类型数据和数值类型数

据的监测功能.
通过对以上云监控系统的分析可知, 目前还没有

一款能够友好全面支持第三方服务的云监控系统. 根
据中科院“科技云”的实际需求, 在能够定期监测服务

健康率的同时, 还需实现对文本类型和数值类型数据

的监测功能, 因此在已有商业云服务监控系统的功能

和运行模式, 本课题增加了基于文本类型数据和数值

类型数据的监测方法, 并对云服务资源和监控系统之

间进行解耦, 使其能够友好地支持第三方服务监控, 同
时满足对中科院“科技云”云服务的监控.

本文参考阿里云监控等已有商业云服务监控系统

的功能和运行模式, 结合中科院“科技云”的实际需求,
设计并实现了一种基于爬虫的数据监控平台.

2   系统架构设计

根据中国科学院科技云服务监控需求, 科技云服

务监控的类型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文本类型数据监

控、数值类型数据监控以及布尔类型数据监控 (URL
类型数据监控). 其中 URL 类型数据指传统的服务可

用性监控, 通常每次监控为布尔值数据, 即 0或 1; 数值

类型的数据指具体以浮点类型所监控到的数据, 例如

某项服务的数据值等; 文本类型数据为字符串类型, 每
种类型的文本类型数据可自定义解析代码, 在后期进

行数据解析、处理和可视化.
根据每种数据类型的特点和网络爬虫技术, 分别

实现对相应数据的爬取; 并为方便服务管理人员和用

户快速聚焦到关注的服务和数据上, 而实现了数据的

可视化, 以及发生故障的报警. 系统设计主要分为数据

获取层、数据存储层及数据访问层三部分, 整体架构

图如图 1所示.
数据获取层通过爬虫引擎和相应的适配器获取各

类资源数据, 然后按照对应的时间单位 (例如: 分钟, 小
时, 天等) 拼接成 JSON 字符串, 每次爬取都会生成一

个 JSON 字符串. 把 JSON 数据传输到数据存储层, 通
过 Cobar中间件交由分布式MySQL数据库进行存储.
当数据访问层访问数据时, 直接从数据存储层拉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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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 JSON 数据并解析, 对解析出来的数据进行可视

化或者提供给接口访问等. 为了方便对数据的处理, 这
三个模块之间统一利用 JSON 数据作为传输手段, 省
去了各模块之间传输数据不一致造成的麻烦.
 

JSON JSON

Cobar

 
图 1    系统总体框图

 

2.1   数据获取层

数据获取层主要实现用户定制监测项、服务器定

时监测指定监测项并爬取监测项数据. 根据监测的数

据类型, 分别利用不同适配器进行监测和爬取数据. 适
配器主要分为布尔类型、数值类型、文本类型以及数

据库爬取等类型.
布尔类型适配器通过 http 协议访问[7], 定时探测

URL地址, 分为 GET、POST、HEAD访问, 根据访问

获取的状态码和响应时间判断监控对象是否能够正常

访问, 然后将其转换成布尔值并存储. 监测数值类型与

文本类型数据的方法相一致, 都是通过 URL地址去访

问被监测对象的接口[8], 两者利用相同的适配器爬取其

中的数据, 然后在后台分析数据所属类型, 并进行相应

的存储. 数据库爬取适配器即根据用户的数据库配置

信息连接远程数据库, 从中爬取数据, 并根据分析数据

的所属类型进行存储.
2.2   数据存储层

数据存储层主要实现对监测数据的存储和查询.
由于单节点数据库无法满足对大量监测数据的存取,
且对服务器的性能要求较高, 因此本系统数据存储层

采用分布式数据库存储技术[9]. 分布式数据库对网络中

各结点计算机配置要求不高, 同时提高了系统的可靠

性, 再者其非常便于扩充[10].
本系统的分布式数据库将数据表进行水平拆分,

均衡地分配给各个数据库结点, 然后利用中间件来管

理各个数据库结点, 并将其作为应用层访问数据库的

统一接口. 如图 2所示.

 
图 2    数据存储层架构

 

2.3   数据访问层

数据访问层包括接口封装和访问、可视化与展

示、故障报警.
接口封装和访问, 是提供给用户的公共 URL访问

接口. 接口模块有两种用途: 第一, 用于供用户访问并

获取监测的数据. 用户可以通过 URL 请求, 访问指定

监测对象的监测数据, 数据以统一的 JSON 格式展现,
支持三种数据类型的数据. 第二, 用于给可视化模块提

供接口访问, 完成数据的可视化, 数据格式的统一, 为
数据可视化提供很大的便利; 可视化模块通过访问对

应的接口, 利用统一的解析方法对数据进行解析, 最终

可视化出相应的图表.

3   数据爬取与统计策略

本监控系统的监控流程为: 用户定制监测项 (包括

监测时间粒度、监测地址、数据库配置信息等)、服

务器提取监测项配置信息并按照配置进行定时监测、

服务器把监测数据持久化、用户通过系统提供的接口

查看监测数据以及对监测数据进行可视化.
本系统支持多类型数据的监测, 包括 URL 探测、

对象接口以及 DB 的爬取. 监测不同类型的数据需要

实现不同的适配器, 且需要在同样的任务调度逻辑中

进行, 因此抽取共有的任务调度逻辑声明为接口 job,
其中调度方法为 call(). 不同类型数据的适配器通过实

现 job 中的 call() 方法完成不同的监测逻辑, 且共用一

致的调度逻辑, 这样任务调度不用关心每种类型监测

项的监测逻辑的具体实现, 只需执行接口 job中的 call()
方法即可. 如图 3所示.
 

Job 

GET

POST

 Job 

 
图 3    任务调度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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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数据爬取策略

本平台通过爬取不同类型的数据实现对各类云服

务的监控. 数据类型有文本类型、数值类型、以及布

尔类型数据, 爬取不同类型数据需要不同的适配器, 不
同适配器的实现方式包括通过 HTTP 协议的 GET、
POST、HEAD请求访问监控对象, 爬取监控对象的接

口, 直接爬取监控对象数据库等方式. 如图 4所示.
 

GET POST

 
图 4    爬取策略

 

根据 GET、POST、HEAD请求访问服务器, 监测

服务器响应时间、状态码等数据, 并根据以上数据判

断服务是否能够正常访问, 此类数据归为布尔类型数

据, 即用 1、0 分别表示服务正常与否, 主要用来监测

云服务的健康度, 这也是主流的监控系统所具备的通

用功能, 如阿里云监控、腾讯云监控等.
爬取数据库是通过服务器端直接访问监测对象数

据库, 并利用用户设置的 SQL 语句直接查询监测对象

的数据库, 并把数据存储到监控系统中, 由于数据库中

存储着多种类型的数据, 包括文本类型、数值类型等,
不能把爬取的数据统一归为某一数据类型, 必须对爬

取的数据进行解析并判断所属类型, 然后存储至相应

的数据库或表中.
爬取监控对象接口是通过访问监控对象提供的接

口获取数据. 服务提供的数据接口主要以 JSON 数据

返回, 但是直接将 JSON 数据存储到监控系统中无法

从中挖掘到监控信息, 必须对 JSON 数据进行解析, 从
而获取有价值的数据, 并分辨出数据类型, 然后把数据

存储至对应的数据库或表中, 供监控系统分析监控对

象的状况.
数据的爬取策略主要目的是通过对爬取到的各类

型数据进行统一的解析、过滤, 从中挖掘出有价值的

数据, 并按照对应的类型存储至相应的数据库或表中.
通过对数据进行统一地处理、存储, 大大降低了监控

系统对监测对象数据分析的难度, 监控系统只需从数

据库提取数据, 并对数值类型、文本类型、布尔类型

这三种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即可, 而无需关心数据的来

源. 此外, 接口访问模块只需提供这三类数据接口, 同
时可视化只要针对这三种类型数据进行可视化. 数据

的爬取策略从整体上减少了各模块的耦合, 降低了开

发成本.
以下是爬取的三类数据示例:
(1) 该类数据中只有单纯的数值, 这类数据归为数

值类型数据.
{
　　count: 460
}
(2) 这类数据中除了数值数据外, 还有其它文本数

据, 不能对其进行统一的解析, 必须为其实现单独的解

析策略, 因此将其归为文本类型数据.
{
　jobs: [{
　　username: “ucas*”,
　　studyarea: “化学”,
　　hpcname: “era",
　　updatetime: 1462957204,
　　corenum: 1000,
　　walltime: 9025000
　}],
　status_code: 0,
　status_str: “success”
}
(3) 该类数据是通过 http协议访问 URL地址获取

的数据, 用来监测服务是否正常, 其中 health表示服务

是否正常 (1 表示正常), avgReponseTime 表示响应时

间, 该类数据归为 URL监测数据, 即布尔类型数据.
{
　avgReponseTime: 8.74214,
　method: “GET”,
　day: “2017-01-06”,
　health: 1
}

3.2   数据统计策略

本系统主要爬取三种类型数据, 因此存储时需对

三类数据进行分别存储, 同时为方便对三类监测数据

进行访问以及可视化, 需对这些数据分别进行统计, 以
此满足系统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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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系统爬取的数据是以用户或管理人员配置监

测项的时间粒度为单位, 以五分钟、十分钟、三十分

钟或者一个小时等为时间间隔, 每个监测项的时间粒

度不一定一致, 但为方便数据的统计以及可视化, 需要

统一这些监测数据的统计单位, 例如, 全部转换为以

天、周或者月等为单位的监测数据, 这样将极大地简

化后续的数据统计及可视化. 本系统采用的统计单位

为天, 即把各个监测数据最终按天进行统计存储.
爬取的数据类型不同, 统一统计单位时所用的策

略也就不同, 下面对布尔类型数据和数值类型数据的

统计策略进行简单介绍.
(1) 布尔类型数据, 其数据内容主要由 1、0 组成,

其代表所监测的服务健康与否. 监测的时间粒度一般

为一小时以内, 但按此时间粒度为单位进行统计, 统计

的数据偶然性较大且统计单位过小, 不利于从大范围

观察服务一段时间内的整体运行情况.
布尔类型数据按天为单位进行统计时, 云服务管

理人员和用户关心的是云服务一天的健康情况, 即一

天内服务正常运行所在的比率——健康率, 因此我们

计算一天内服务正常的次数与上一天的监测次数的比

值, 算出一天的健康率.
(2) 数值类型数据, 其数据内容为整型或浮点型数

据, 其通常表示一些服务的注册人数、登录人数、资

源使用率等情况.
数值类型数据按天为单位统计时, 服务管理人员

或用户关心的是服务在一天内增加的个数、峰值、最

小值等信息. 关注的是某个点的数据, 而不是比率数据,
因此统计数值类型数据时, 主要统计一天内最后监测

的值、最大值以及最小值等数据.

4   数据访问与可视化

4.1   数据访问

数据访问通过接口访问模块进行, 接口访问模块

主要供用户获取监测数据, 以及给可视化提供数据来

源. 本平台通过对监测数据进行处理、解析、格式化,
最终转换为统一的 JSON 格式. 系统对每种类型的监

测数据进行单独的解析, 抽取出对应的关键数据, 并把

这些数据拼接成统一格式的 JSON 数据, 返回给访问

者, 这样极大地简化了解析通过接口获取监测数据的

过程.
通过上一章可知, 系统会对爬取的数据进行统计.

系统会在每天凌晨一点对前一天的布尔类型、数值类

型及文本类型三类数据按不同逻辑进行统计, 并把实

时的监测数据和统计的监测数据分开存储至数据库中.
这样当访问统计结果时不用临时计算, 而是直接从数

据库中查询即可.
对于布尔类型、数值类型及文本类型这三类数据,

系统提供了基于 JSON 的数据访问方式, 并提供了基

于标准数据访问的可视化访问. 用户通过 URL地址访

问系统接口来进行数据访问和可视化, 分别通过以下

几种方式进行访问 (productName为产品名称、collector-
Name为监测项名称):

(1) 最新数据访问

访问最新数据时, 系统会从数据库中查询存放实

时监测数据的数据表, 查询出距访问时间最近的一次

监测数据, 系统将查询结果拼接成 JSON 数据返回给

访问者. 因为三种类型的监测数据存储在不同的数据

表中, 所以通过发送不同的 URL请求进行访问.
http://{hostname}/probe/api/data/{productName}/{c

o l l e c t o rName} ,  访问最新数值和文本类型数据 ;
http://{hostname}/probe/api/url/{productName}/{collecto
rName}, 访问最新布尔类型数据, 如下所示:

[{
　watchTime: “2017-01-11 10:17:54”,
　data: [{
　　count: 86703
　}],
　collectorId: 7
}]
获取最新的数据类型数据, 其中 watchTime 是这

条数据的获取时间, data字段是监控值.
(2) 统计数据访问

用户可访问最近 n天、n月或者 n年的统计数据.
系统把各类统计数据存放在单独的数据表中, 本系统

只存储以天为单位的统计数据. 当用户访问统计数据

时, 系统通过解析 URL 地址判断访问的数据类型, 并
判断访问统计数据的计量单位 (天、月、年等). 若以

天为单位进行访问, 系统直接根据 URL中指定的天数,
从存放统计数据的表中查询最近的 n 天数据; 若按月

或者年为单位进行访问时, 系统依然从存放统计数据

的表中查询, 由于表中只存放以天为单位的统计数据,
因此系统需对查询的统计数据进行计算, 并把结果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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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成 JSON数据返回给用户.
不同类型的数据, 其计算方式不同. 如上一章所述,

若为布尔类型数据, 对查询的最近 n 月或者 n 年数据

按时间段求平均值; 若为数值类型或文本类型, 则查询

最近 n月或者 n年的数据中每个时间段的最后的监测

数据, 或者最大值、最小值等数据.
http://{hostname}/probe/api/stats/{productName}/{c

ollectorName}?[day|month|year]=value, 访问最近一段

时间的监测数据, 其中参数“day|month|year”表示“天|月
|年”为单位, 例如 day=30 表示之前 30 天的数值统计.
如下所示:

[{
　watchTime: “2017-01-11 10:17:54”,
　data: [
　{count:86703, day: “2017-01-06”},
　{count:86710, day: “2017-01-07”},
　{count:86803, day: “2017-01-08”},
　{count:87021, day: “2017-01-09”},
　{count: 87309, day: “2017-01-10”}
　],
　collectorId: 7
}]
获取监测项最近 5 天的统计数据, data 中的五组

数据为每天的统计结果.
4.2   可视化

可视化主要为方便用户排除冗余信息并快速聚焦

到所关心的问题上. 目前, 本系统实现了对数值类型数

据、布尔类型数据的可视化, 这些数据的内容都是由

可计算的数据组成, 因此可以进行可视化.
布尔类型数据主要展示一个服务的正常率, 反映

一个网站或服务近期的健康状态, 为用户维护网站或

服务提供参考. 监控系统对每个监控对象的监测数据

(主要包括状态码, 响应时间等) 进行统计, 计算出监控

对象每天、每周、每月、每年等不同时间粒度的服务

正常率, 即对监测数据按不同时间粒度求平均值. 该值

通过访问系统的统计数据接口获得, 然后结合时间粒

度的数据 ,  组成坐标轴中的 X 轴、Y 轴 (平均值为

Y 轴, 时间粒度为 X 轴), 通过折线图、柱状图等形式

可视化, 以此反映最近一段时间内不同时间粒度下的

服务正常率.
数值类型数据的可视化主要是展示一些随着时间

变化、且对用户有参考价值的数值数据或者展示某一

类资源的实时状态. 数值类型数据的可视化由二维数

据构成, 其中 X 轴为一组数据, Y 轴为一组数据, 通过

折线图或者柱状图展示两者之间的关系. 例如, 注册用

户数、网站访问量、服务器资源利用率、超级计算机

的作业数量等都是数值类型数据的可视化.
通过该 URL 地址, http://{hostname}/probe/api/

chart/{productName}/{collectorName}, 访问监测对象的

可视化结果, 图 5为某布尔类型数据的可视化结果.

5   系统实现与应用

5.1   系统实现

本监控系统基于 Spring MVC框架, 利用分布式数

据库存储服务监测项以及服务监测数据, 采用 Spring
中集成的 Quartz——开源作业调度框架实现服务平台

的定时任务功能, 借用 Echarts——纯 Javascript的图表

库, 设计并实现监测数据的可视化.

数据访问层利用 Spring MVC 框架实现. Spring

MVC 框架是一个基于驱动的 MVC 框架, 通过实现

Model-View-Controller 模式很好的将数据、业务与展

现进行分离. 用户在视图层可以配置监测对象信息, 在

模型层进行任务调度、数据爬取以及存储逻辑.

数据爬取通过定时执行多种适配器来爬取监测数

据, 本系统利用 Quartz 来实现任务调度和定时任务.

Quartz 是 OpenSymphony 开源组织在 Job scheduling

领域的一个开源项目 ,  其开源作业调度框架完全由

java 编写, 它可以与 J2EE 和 J2SE 应用程序相结合也

可以单独使用. Quartz 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而又不失简

单性, 用户可以通过它来为一个作业创建简单的或复

杂的调度[11].
数据存储层利用分布式数据库存储数据. 本系统

的分布式数据库由 Cobar 中间件和多个 MySQL 数据

库实例组成.

Cobar 是 Alibaba 开源的 MySQL 分布式处理中

间件, 是阿里巴巴 B2B 前台应用访问数据库的统一入

口[12], 它可以在分布式的环境下像传统数据库一样提

供海量数据服务. Cobar支持将一张表水平拆分成多份

并分别放入不同的库, 以此实现表的水平拆分, 也支持

将不同的表放入不同的库. 本系统主要使用第一种方

式, 将监测数据表进行水平拆分, 均衡地分配到每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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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实例中, 每个数据库中保存被分配的数据分片, 以
及其他数据分片的备份, 在保证高性能的同时提高稳

定性.
应用层通过 Cobar进行数据访问, Cobar根据解析

收到的 SQL 语句, 判断该语句所涉及的数据分布在哪

些分库上, 然后分发到各个分库执行, Cobar 将分库的

执行结果进行合并、处理, 最后返回给应用层.
可视化模块通过百度的 Echarts——纯 Javascript

的图表库实现, 此图表库可以流畅的运行在 PC和移动

端, 兼容当前主流浏览器 (IE8/9/10/11, Chrome, Firefox,
Safari等), 底层依赖轻量级的 Canvas类库 ZRender, 提
供直观、生动、可交互、可高度个性化定制的数据可

视化图表.
本系统将 Echarts 集成到系统中, 并基于 Echarts

实现更多的定制功能, 让其在同一表中实现对多种时

间粒度的可视化, 并可任意切换. 如图 5所示可同时对

以日、周、月、年为时间粒度进行可视化.
5.2   应用

目前, 本监控系统已部署在服务器上并应用于中

科院科技云中, 用户可以根据配置信息定时监控科技

云的用户数据、服务资源利用率、服务健康率等数据.
服务管理人员和用户可以通过监控系统定制监控对象,
监控时间粒度来监测关注的服务. 该系统除监控科技

云服务外, 可对第三方服务进行监控, 用户只需正确配

置监控对象信息, 系统便可执行监控, 实现了对布尔类

型、数值类型、文本类型的监控. 本监控系统除可用

于中科院科技云监控外, 也可作为企业和公司内部私

有云的监控系统.
图 6 列出了中科院“科技云”托管的云服务的运行

情况. 可视化出了各个服务每天的健康运行情况.
 

 

图 5    监测对象可视化结果
 

 

 

图 6    服务资源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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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和图 8 是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下超级

计算机中的作业运行情况和资源利用率等信息, 包含

了中科院内一些研究所利用超级计算机的情况. 图 9
和图 10 是中科院“科技云”下团队文档库的. 团队文档

库是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对外提供的团队协作服务, 图
中分别列出了团队文档库的月活跃用户数和日访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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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超级计算机作业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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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超级计算机资源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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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团队文档库月活跃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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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团队文档库日访问量

 

6   结语

本文根据中科院科技云的实际情况, 基于网络爬

虫技术设计并实现了数据监控系统. 结合科技云的服

务和数据的特点, 重点设计了数据爬取和统计策略、

监控和存取逻辑, 以适应对多种类型数据的爬取和存

储; 同时, 为保证服务正常、高效地运行, 设计和实现

了对数据的可视化以及故障报警功能. 该系统兼容多

类型数据的爬取, 具备可定制性强、可视化界面简洁

重点突出、实时故障报警等特点, 能够满足服务管理

人员和用户对科技云服务监控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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