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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值传递业务管理系统容灾备份的研究与实现① 
张 明, 李 丽, 刘羿彤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信息中心, 北京 100013) 

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在量值传递体系中的深入应用, 量值传递业务管理系统的数据安全成为了量传体系顺利

开展的关键因素. 从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量值传递业务管理系统容灾备份的需求出发, 结合业务实际情况分析

研究, 提出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实现方式, 实现对数据的集中备份和快速恢复, 从而保障了量值传递的安全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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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ong with the IT technical development application in quantity value dissemination system,  data security 

of NIM MIS is the key factor in quantity value dissemination.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demand of NIM MIS data 

backup and disaster recovery programs,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business, point of a different solution. By 

this way, we could realization data backup and quickly recovery, the quantity value dissemination could safety devel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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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值传递是统一计量器具量值的重要手段, 是保

证计量结果准确可靠的基础[1]. 基本物理量准确地从

基准传递至计量机构, 保障了我国国防、贸易、国民

生活等秩序的正常进行.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自 2008

年开始自主研发了量值传递业务管理系统, 对我院的

计量基准、标准、标准物质信息进行实时动态管理并

对量值传递业务流程进行业务管理, 为计量检定工作

和计量资源的配置提供实时的数据支持. 由于该系统

数据的重要性, 就需要通过一定的安全机制, 使之在

灾难损害发生后能够保障信息数据安全, 并尽快恢复

应用系统使用, 最大限度地提供和保障应用服务.  

 

1 需求分析及研究 
1.1 量值传递业务管理系统特点 

量值传递业务管理系统分为两大部分, 一部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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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业务能力数据动态维护, 另一部分为量值传递业

务管理. 该系统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数据类型多样. 我院现有国家计量基准 127

项, 标准 258 项, 有证标准物质 1062 种(一级 354 种, 

二级 708 种), 国际计量局(BIPM)公布的国际互认的校

准和测量能力 1011 项, 量值传递业务管理系统需要动

态管理这些业务能力相关的大量 word、pdf 及图形文

件.  

(2) 系统结构复杂. 量值传递业务管理系统分为

CS 及 BS 不同部分组成, 还拥有多个自处理程序同时

运行. 所有子系统均需要 7*24 小时不间断运行.  

(3) 数据增长迅速. 我院每年开具的检定证书存

储量巨大. 从 2009 年本系统上线以来, 每年都有十几

万份证书生成, 数据每年增长约 50G.  

(4) 我院信息系统一直在建设, 不断与业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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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管理、科技管理、财务管理及固定资产管理等相

关业务流程紧密融合. 在 “一数一源”的原则下, 系统

需保证各项业务数据的准确性和真实性[2].  

1.2 现有网络环境 

量值传递业务管理系统由 7 台服务器构成, 包括

运行业务数据库的数据库服务器 A, 运行文件数据库

的数据库服务器 B, 程序发布及网站系统服务器, PDF

转换服务器, 外网数据填报服务器, VPN 系统认证服

务器, 备份恢复服务器. 所有服务器均配置双网卡, 

在两个不同网段中运行.  

1.3 Symantec NetBackup 备份软件简介 

Symantec NetBackup 备份软件可以在异构操作系

统、应用程序、管理程序以及磁盘和磁带架构上实现

数据保护功能, 如实现全面保护、有效存储、随处恢

复和集中管理[3-5]. 它集重复数据删除、复制和虚拟机

防护功能于一体, 可以实现对存储效率、基础架构利

用率和恢复速度有较大提升. 改软件分为客户端和服

务器端两部分, 在需进行数据备份的服务器上安装客

户端软件, 使用客户端软件管理数据的备份及恢复; 

在连接存储介质的服务器上安装服务器端软件, 使用

服务器端软件实现与各个客户端的通信, 并对数据传

输进行优化, 存储至存储介质. 此外, 该软件可以在

联网的任意计算机上安装一个 java 控制台软件, 可以

实现对客户端软件及服务器端软件的控制管理, 这样

就可以关闭服务器远程桌面连接的端口服务, 提高了

系统整体安全性.  

   

2 实现方案 
通过评估量值传递业务管理系统的 RTO 及 RPO, 

鉴于本系统的实时性要求[6], 决定使用虚拟带库替代传

统的磁带库实现容灾备份. 虚拟带库并不以磁带为存

储介质[7], 而是使用硬盘作为存储介质, 对于备份系统

而言, 与直接备份至磁带中是一样的, 但是存储速度比

磁带库大大提高, 特别是在数据恢复过程中, 虚拟带库

不需要先倒带, 数据速度可达到 800GB/h, 能够达到量

值传递业务管理系统的 RTO 及 RPO 要求[8-10]. 故选用

惠普公司的D2D4106FC主机柜, 搭配MSA60扩展柜之

后存储量为 10TB(RAID5 后).  

同时, 又考虑到目前机房现有设备及网络情况, 

提出了一种不同于以往采用光纤网络实现虚拟带库与

数据服务器进行数据交换的方式. 我们采用的方式是

将部署在昌平实验基地的备份恢复服务器与虚拟带库

进行光纤冗余直连, 而备份恢复服务器与部署在本院

区的各业务服务器直接采用以太网专线连接的方式. 

这样搭建容灾系统, 满足了量值传递业务管理系统的

RTO 及RPO要求, 同时做到了异地备份处利用现有网

络条件即可完成备份还原任务, 不必新购置光纤交换

机, 最大限度地做到了节约能源及经费. 备份恢复服

务器采用 IBM3650M2[11], 并安装 HBA 卡用以连接光

纤, 备份软件采用美国 Symantec NetBackup 备份软件.  

在数据库服务器等需要进行数据备份的服务器中

按照以下备份策略进行数据备份: 在每天系统使用低

潮期的深夜自动在本地服务器进行 SQL 数据备份, 生

成 BAK 文件, 并于周末将 BAK 文件备份至虚拟带库

并删除服务器本地BAK文件; 同时每天深夜由备份软

件向虚拟带库进行一次增量备份, 周末进行一次完全

备份. 容灾备份系统框图如图 1 所示:  

 

 

 

 

 

 

 

 

 

 

图 1 容灾备份系统框图 

 

3 使用效果 
通过对 Symantec NetBackup备份软件和D2D4106 

FC 的备份日志进行分析, 完成一次增量备份时间很

短, 大约为 10 分钟. 完成一次完全备份, 平均速度可

达每小时 260G. 进行一次完全数据恢复, 平均速度可

达每小时 62.5G, 完全符合本系统 RTO 及 RPO 要求.  

 

4 小结 
通过更新改造, 一是整个系统技术先进、安全可

靠, 应用系统和数据的稳定性、可靠性大大提高, 从根

本上改变多年来 “死看死守”的被动局面; 二是系统

RTO 及 RPO 能力大幅提高, 能实现 30 分钟系统恢复

至可以支持各部门运作、恢复运营; 三是维修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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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 通过大量采用技术先进、结构简单、稳定可靠

和免维护的系统设备, 达到减少维修量、工作量和降

低维修成本的目标; 四是节能环保, 通过采用远程异

地存储的方式, 减少了使用本地磁盘及移动存储设备

的存储量; 五是提升系统运营管理效率和水平, 按照

系统运营管理模式的改革目标配备先进可靠的技术设

备, 为实现新的系统实现方式及设备维修模式创造了

良好条件.  

通过一段时间的实际使用, 本容灾备份方案很好

地保证了数据的完整性和量传业务的连续性, 并且具

有很高的性价比和可扩充性, 可以满足同类系统的容

灾要求及业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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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缺陷的分析基础上, 提出一个新方案. 该方案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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