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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软件系统概述 
6 代监控数据中心的主要工作是大数据存储,线程调度数据结构,高流量通讯. 

在大数据存储存储环节主要运行 3 套数据引擎,这些数据引擎是使用 ZDB2 体系量身设计的专用引擎. 

• AI 识别数据引擎:这是由 AP 服务器群集传来的 AI 识别结果,具体规模不好说,当 AI 数据为 0,服务器开机 5
分钟以后用 zdb2_info 命令查出来会达到 200 万条. 

• H264 片段数据引擎:由 AP 服务器对监控视频重建编码后生成的 h264 裸码流(下个版本可能会使用 h265),
不含音轨数据,500 路 2k 监控头的单日数据规模在 50-80TB 间,该数据引擎充当 NVR 群集的替代功能. 

• Forever 数据引擎:项目中期由甲方提出的需求,用于解决摘录问题,当发生条件识别,把视频+AI 一并摘录下

来并永久保存.该设计后面被判定为失误,数据中心保留了 Forever 数据引擎,但处于空置不用状态. 

高流量通讯是指在多张万兆级电口+光口的物理网卡高负荷工作,该环节主要使用 ZNet 体系中的 C4 框架.这里细节

非常多,本文后续会详细介绍. 

线程调度是将高流量与大数据引擎相结合,例如 AI 识别数据引擎有 20 个子库,运营期间就会有 20 个 cpu 占用率

100%的线程,线程调度会在高流量进来时用线程执行存储流程.另外,在大数据查询,下载,也会使用线程.整个数据中

心实现的技术面是以堆算法+数据结构完成,这些算法+数据结构也都工作于线程. 

数据中心设备概述 
数据中心对 CPU,内存体量,阵列规模,有所要求. 

• CPU:在数据中心服务器启动后,可以有 100 个 cpu 占用率达到 100%的线程,也可以只有 10 线程,这取决于物

理阵列规模,数据中心对 cpu 的要求是是核心数量或超线程数量,例如 20 盘的 hdd 阵列,这时数据引擎至少

会开 20-40 个子库,等同于数据引擎使用了 40 条线程. 
• 内存体量:内存规模决定了 HDD 阵列系统存储效率,最低要求:内存体量=阵列存储体积*(0.5%..1%),例如

100TB 的阵列存储空间,内存最少需要 500G 规格.在实际运营中 500G 内存大约可以支持候 1-5 分钟内存 IO
读写分离暂存,这种机制会截获写入 IO 数据,存储与内存中,当调用 flush,内存会往阵列 IO 里面物理写入.物
理写入时,如果内存体量可以容纳本次 flush 规模,IO 会瞬间返回,否则写入 IO 会发生等待,而 IO 等待会传导

给对数据的查询.在正规使用情况下,阵列服务器的内存槽应该会全部插满. 
• 阵列规模:SSD 盘 IO 高容量小,HDD 盘 IO 低容量大,最小规则建议 20TB 向上,组盘期间如果走 HDD 路线需计

算好带宽开销. 

建议自己 diy 数据中心服务器,内存槽子不够插就用双路主板,主板只要支持 OCuLink,SlimSAS 这类接口,可以一根线

接 4-8 盘.只要服务器机箱有物理盘架,主板 cpu 内存这些会非常好配. 

6 代监控的 HDD 避免选择监控红盘,寻址比黑盘慢 10 倍,这种盘只能写,查询时寻道时间非常久,建议往企业级 hdd
方向靠.在存储做优化环节,红盘 HDD 会让人吐血,内存如果能跟上,黑盘 HDD 只会让人折腾几天,SSD 盘几乎无需优

化. 

上面只是建议,因为阵列服务器会花钱的,看在钱的面子上,大家会自己去研究琢磨. 

  



部署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分为 GPU 版和 AMD64 版,两个版本都要求服务器在 CPU,内存,阵列,网络,这些环节达到 hpc 级. 

部署数据中心前需要在本机有一个 Z-AI 的副本,如果没有 Z-AI 可以通过 https://zpascal.net 下载.安装 Z-AI 会需要授

权码,申请试用,以及老的授权用户无法安装,可以联系 qq600585 帮忙解决.在 2024-3 到 5 月间,Z-AI 的美国服务器一

直处于故障状态. 

Z-AI 安装完成后,在主工具链启动应用程序发行系统 

 

操作环节按下列箭头进行, 该按钮会生成 6 代监控的所有依赖文件. 

 

  

https://zpascal.net/


如果数据中心有 GPU 设备(必须是 nv 系的 gpu),建议在这里选择 RunTime 或则 NoAuth 的计算引擎来部署. 
Gpu 设备必须是数据中心规格,切勿使用 3090,4090,家用 gpu 有编码器限制! 

 

:设置完成后点该按钮执行部署 

完成后在目标目录会有许多文件,这时候,先不管. 

 

 

  



数据中心操作系统需求 
建议数据中心安装 Windows Server 2022 Desktop Experience,因为数据流量非常大,曾经我们在交付项目中使用的

windows server 2019 出现过下图的操作系统 bug,感兴趣可以搜索一下非页面内存发生泄漏的严重后果. 

当数据中心发生泄漏期间,网络流量大约在 3000Mbps/s,当物理断网后泄漏停止,初步判定与网络相关,后来尝试过

更新系统驱动,更新 bios,因为服务器主板自带几个网口,同时也有别的网卡,还尝试过,走正版渠道,结果,均无法解决

非页泄漏问题.最后拿 ipmi 重装系统使用 2022,接下来,重新编译数据中心,检查所有跟 socket 相关的 received 
buffer 这类东西,具体改动现在已经无从考证.最后谜之泄漏被谜之解决.真实经历,仅供参考. 

 

非页面泄漏的症状:系统启动后,刚开始非页会低于 100M,这时候断网,非页开始慢慢下降到 10M,然后开流量,大约 3
分钟内,非页飙升到 70G,这时候再断网,等 30 分钟,非页一直保持在 70G. 

在操作系统环节,建议沿走我们的老路,选择 IDC 用的品牌主板+IDC 用的品牌网卡跑 server 2022,避免山寨硬件,高
流量服务器网络和 pc 网络是不同的. 

如果大家在数据中心环节遇到类似情况,恭喜中奖!麻烦详细记录一下问题发生的环境,不要像我们这样匆忙间只有

几张截图.! 

 

  



回到主题 
在服务器系统环节,如果选择 AMD64 这类非 GPU 的数据中心系统,可以选择 Hyper-V 来拉数据中心(我们还没有尝

试过 HV 下的系统跑高流量),亦可直接让数据中心工作与裸系统中(这是我们切身使用的方式). 

当使用 Z-AI 的发行工具完成部署以后,只需要把这些文件 copy 到目标操作系统中即可. 

在依赖库环节,需要安装下图箭头所指的 vc_redist.x64.exe,这是 vs2017 的依赖库. 
Install_CUDA_Library.bat 会部署 gpu 所使用的 cudnn 环境,需要先安装 cuda,然后再运行 Install_CUDA_Library.bat 

 

经验技巧:在 windows server(2016 或则以后的版本)家族,文件的 copy,可以被多网卡同步加速,假如有 4 网卡,那么物

理 copy 速度会是单网卡的 4 倍,多网卡 copy 加速对大文件来说是非常棒的机制,必须是大文件,因此使用 zip,rar 打
个包来传会非常快. 

 

现在数据中心已经可以运行,但没有策略支持 
下面两个程序都是数据中心服务器,直接启动即可.不要求启动顺序. 

• Video_2_AI_PortProxy_Service_Console.exe:负责运行 CPM 服务 
• Video_2_AI_Database_Service_Console.exe:负责运行数据中心主体服务 

 

  



解释一下什么是策略 
策略需要区分系统和部署,就部署而言,在 ZNet 的 C4 体系中,服务器是互相依赖的,并且,所有服务器的启动模式都

是脚本化的.在数据中心,总共有 5 种服务. 

• RealTimeVideo2:数据中心核心服务器,所有的高流量通讯,高度复杂的线程,跑磁盘阵列的数据引擎都在这里

面,该服务涉及面非常大,档后续会有大量章节围绕该服务进行陈述. 
• RealTimeVideo2_FS2:数据中心专用的文件系统 FS2.0,主要提供给 AP 服务器调试 AI 数据使用,目前是空置

状态 
• RealTimeVideo2_Log:服务器工作日志信息,该服务目前基本处于空置中,因为 AI 数据量非常多,经常单日 log

文件达到 500G 规模,根本没法使用,直接做空置处理(空置化处理是因为砍掉它会修改运营服务器,容易滋生

隐藏 bug),Log 的空置不是完全空置,是基本上空置. 
• DP:C4 的入网服务器,这里不做解释,细节去看 ZNet 项目, https://github.com/PassByYou888/ZNet 
• CPM:群集端口转发服务,这也就是 6 代监控支持的 IP 转发,AI 盒子,拓展的 app 服务器,例如 web,都使用

CPM 来转发 

如果以策略方式来启动数据中心,在 windows shell 中命令行书写如下,作用是通过 Video_2_AI_Database_Service_Console.exe

程序同时启动 5 个服务 
Video_2_AI_Database_Service_Console.exe Service("0.0.0.0","127.0.0.1","9290",”RealTimeVideo2|RealTimeVideo2_FS2|RealTimeVideo2_Log|DP|CPM”) 

另一种写法是只启动 3 个关键服务,这种写法数据中心也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Video_2_AI_Database_Service_Console.exe Service("0.0.0.0","127.0.0.1","9290",”RealTimeVideo2|DP|CPM”) 

在真实的运营环境下 CPM 是一个独立服务 
这是因为 RealTimeVideo2 服务占据了 90%的网络流量+CPU 资源,CPM 作为 IP 转发的中心服务会或多或少发生延

迟,在 6 代监控的应用端,有大量的实时监控都使用 CPM 播放 RTSP/RTMP/HLS/WebRTC,哪怕是 0.1s 延迟也会发生

画面顿挫问题.在独立服务或则独立 IP 下跑 CPM 服务可以很好解决延迟问题. 

系统策略 
系统策略就是如何启动,如何维护数据中心在运行中的稳定性,使用 Video_2_AI_Processor_Protected.exe 来干,这是

一个进程+操作系统的守护程序.因为可以支持内存 NUMA+CPU 亲和性,对于数据中心来说这是最好系统策略. 

 

  

https://github.com/PassByYou888/ZNet


使用守护程序运行数据中心服务只需要将正常的 windows shell 程序按下列参数填入即可. 

  

运营级部署第一步,首次运行 
任何 C4 的服务都必须经过首次运行来得到内置参数, 

打开 Video_2_AI_Database_Service_Console.exe,会出现如下窗口 

 

  



这时候,在控制台敲入 help 命令,然后往上翻,会看到箭头的 Save_All_C4Service_Config()命令 

 

然后敲入 Save_All_C4Service_Config()命令,如下箭头所指,这时候,所有已经启动的服务参数都会生成在对应的文件

中. 

 

然后敲 exit 关闭服务器,并且打开 RealTimeVideo2 服务所生成的那个.conf 配置文件 

  



这里的主要是使用磁盘阵列的数据库引擎参数,优化数据中心的存储 IO,就是在这里面来干.这些参数非常庞大,并
且晦涩,也非常不易讲清. 

 

数据引擎工作参数 
该环节紧接上文,这里会比较复杂,繁多,此处可以先初略过一下,待实际部署时可以使用搜索方式进行 

SafeCheckTime=45000 
SafeCheckTime 由 C4 框架定时触发,在数据中心服务器中,每隔 45 秒会做一次 flush 写 IO 操作 

如果打开了读写分离机制,例如 Frag_Fragment_Space_Enabled=True,并且希望在内存保存 2 分钟内的所有写 IO 数

据,那么可以写成 SafeCheckTime=2*60*1000 

当 SafeCheckTime 触发时会使用线程引导物理 flush 机制启动,因此不会阻塞网络通讯,但会影响数据引擎的读操作,
在 flush 运行期间,读操作会等待 flush 结束,而读操作会传递给高级的视频查询,视频下载,用户端 app 将会出现短暂

卡顿感. 

Flush 如何结束 

• 当参数 Wait_hardware=True 时,这时 flush 会等待硬件 IO 完成写入. 
• 当参数 Wait_hardware=False 时,Flush 不会等待硬件 IO,而会直接写入缓存,当缓存不够用,会等待缓存刷新. 

说明:flush 操作是并发 IO,例如有 20 个数据库,会是同时执行 flush,不会等 flush 结束再做下一个 flush. 

 

 



Alias=RealTimeVideo2 
C4 框架特殊数据,别名,一般用于搜索服务器群,在数据中心服务器该选项无用,忽略即可 

Ignored=False 
DP 服务运行同步机制时忽略该服务,这一部分去了解 C4 框架,https://github.com/PassByYou888/ZNet 

OnlyInstance=True 
独立化实例,这一部分去了解 C4 框架,https://github.com/PassByYou888/ZNet 

FileSystem=True 
这是一个安全选项,表示是否会包含底层 DT 框架中的文件系统. 
DT 框架的文件服务总是单目录文件服务,一般是进程当前目录,并且不提供文件列表和目录切换. 
FileSystem 无论开关都是安全的.细节去了解 C4 框架,https://github.com/PassByYou888/ZNet 

Load_Thread_Num=8 
讲解线程前,必须说明,zdb2 数据需要经过一次 load 才会工作,load 作用是建立数据结构从而达到提升数据库工作效率目的,并
且,必须是逐条 load:ZDB2 的 load 模型衍生很长,load 需要区分:全条目 load,条目块 load,最后是 external-header 方式 load. 

• 全条目 load:zdb2 的数据条目是数据体,在代码中会出现很多 body 这类名词,例如单个条目体积在 10M,这时候 load 10
万条,数据量会接近 1TB,对于 hdd 来说 load 将非常耗时.全条目 load 大多用于非常小的数据 load,例如 AI 识别结果的

数据结构. 
• 条目块 load:zdb2 是空间数据库,与硬盘分区类似,zdb2 会有一张分区表,这张表会指向数据块,每一个数据条目都会占

据若干数据块.全条目 load 会读取若干数据块,而条目块 load 则是指定读取数据条目的其中一个块,从而减少阵列盘的

io 开销,达到加速的作用.例如 h264 的监控视频数据大都在 10-300M 不等,这种是走的条目块 Load.在大型阵列工作期

间,hdd 的 load 会有寻道时间,即使减少 io 读取体量仍然非常耗时.所以条目块 load 模型最终是作为后备 load 方式使

用. 
• External-header 方式 load:这种方式是生成 load 的预置数据,在设计专用数据引擎时,都会针对目标需求设计一些结构

体来提速工作,当数据库关闭再重新打开时,这些结构体需要 load 进内存才能工作.External-header 方式 load 是提前生

成一个巨型数据结构体,这样来替代前面两种 load.在监控视频数据引擎中,主要使用这种方式,只有在找不到可以被

load 的预置数据时,会使用条目块 load. 

ZDB2 的 Load 每次只读一个库,每个数据引擎都会有一堆子库,ZDB2 在进行大规模 Load 时会逐库读,例如条目 1,2,3 分别存放于

3 个子库,Load 时不会按 1,2,3 顺序进行,而是直接一次性读完全库再读取下一个. 

从 Load 到线程是流水线模型:Load 是连续性流程,把 load 完成的数据放到内存,然后再使用 IO-Thread 模型对这些 load 完的数

据进行结构化处理,这里可以理解 2 个闸口,一个负责物理 Load,另一个负责结构化计算. 

Load_Thread_Num=8 表示结构计算会有 8 条线程以抢占式方法从 Load 闸口抢数据进行结构计算,也许大家会疑惑,为什么用 8
条线程而不用 100 条线程提速?这点我在 ZNet 手册已经解释过,8 在 hpc 的机器上是速度+效率最优的参数.使用 100 条线程反

而更慢. 

注意:如果使用 External-header 方式 Load,那么 Load_Thread_Num 会无效,External-header 方式会把最终的数据结构直接通过

load 方式生成出来,不再需要走数据遍历流程.同时 External-header 方式也是瞬间完成的.这是最高的效率,远超线程 Load 方式. 

External-header 方式是内部结构被程序化处理的产物,不是通过简单开关控制,必须是数据引擎支持这种技术.AI 状态数据引擎

天生不支持 External-Header 技术,因为 AI 状态数据非常小,且数量繁多,直接全部仍内存,减少硬盘 IO 开销.而视频数据引擎则

是全方位支持 external-header 技术的. 

当数据中心的存储规模达到或则接近 50TB 以后,会出现 video_info 数据库每次打开 load 等 10 分钟,而 video_info 的全部数据

100GB 不到.视频数据库可以高达 49TB,每次打开都是瞬间完成,发生这种现象就是 external-header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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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it_hardware=False 
Flush 时是否等待所有数据全部完成物理写入. 

当 Wait_hardware=True 此处必须理解 flush 的前置流程是将内存数据依次按 position 排序,坐标由小到大以物理方

式写入.这一步的写入规模会由 SafeCheckTime 决定.如果 SafeCheckTime 是 5 分钟,期间使用的内存规模大约可以

达到 100GB,这时候,Flush 的等待时间大约为 100GB/每秒阵列吞吐量+2 秒. 

当 Wait_hardware=False,那么 Flush 操作将会是无等待的,但这种无等待并不是立即,会发生 2 秒的作用时间,这 2 秒

大致可以理解成为页面内存待写入数据传递到阵列非页面内存缓存内存区所使用的时间.这是在内存足够使用的

情况下发生的.如果内存紧缺,这一步会等缓存刷新. 

如果 Wait_hardware=True,这是存储设备为 SSD,M2 这类高速介质时给的,在 hdd 和低速 ssd 环境不可以等.曾经我

们运营项目都以 Wait_hardware=True 状态跑,有一次,甲方在 hdd 阵列 copy 很大的东西,期间耗时大约 5 分钟,在
copy 过程中刚好触发 flush,然后,flush 一直处于等待状态,因为 hdd 的读写一旦叠加性能会变成原来 1/10,但是网

络仍然还接收巨量的视频数据,一直往写缓存里面无限堆,结果是,服务器触发安全条件被强制关闭,等同于崩溃,并
且丢失很多数据. 

Max_Flush_History=10 
Flush 在执行前会生成一个历史文件,该文件会记录全部写入,并且会以物理方式关闭,然后才执行 Flush. 
在任何时间,如果发生断电,系统都以历史文件进行恢复:就是从最早的历史文件依次写入. 

说明一下读写分离技术的恢复模型:读写分离可以每次只恢复最近写入状态,但是这样会要求每次 flush 必须等待物

理 IO,因此 flush 的恢复一律是全历史恢复.例如 SafeCheckTime 的间隔是 5 分钟,每次 flush 的规模 100GB,10 个历

史文件就会有 1TB 的写入历史,当发生断电重启,这 1TB 写入数据会从最早到最新的重新写入.从而实现断电重启

的自动化恢复. 

VideoInfo_Fragment_Space_Enabled=False 
凡 VideoInfo 开头=存储 AI 识别状态的数据引擎 
VideoInfo_Fragment_Space_Enabled 表示是否启用 IO 读写分离技术. 
如果不启用读写分离,那么所有的写都会是实时的,一旦发生异常关机,可能造成不可逆的数据丢失. 

VideoInfo_ForeverSave=False 
凡 VideoInfo 开头=存储 AI 识别状态的数据引擎 
VideoInfo_ForeverSave 表示持续使用数据库. 
如果 VideoInfo_ForeverSave=False 在关闭数据中心服务时会直接删除数据库,同时在启动时也会先删除老数据库然

后再建立一个新数据库.等同于数据库只存在于运行期间,服务器关闭即数据全部消失. 

VideoInfo_DeltaSpace=100*1024*1024 
凡 VideoInfo 开头=存储 AI 识别状态的数据引擎 
ZDB2 是一种空间数据库,头部是一张空间分配表,body 是数据主体,因此 ZDB2 的数据文件不可以随意增容,需要使

用增容机制(AppendSpace),并且每次增容都要指定空间尺寸.ZDB2 在运行过程中数据会不断的追加,增容机制也是

不断在反复运行. 

VideoInfo_DeltaSpace=100*1024*1024 表示每次增容 100M,增容机制会自动化触发,每次在写入时发现空间不足就

会触发增容机制. 

  



VideoInfo_BlockSize=1024 
凡 VideoInfo 开头=存储 AI 识别状态的数据引擎 
ZDB2 是一种空间数据库,头部是一张空间分配表,在这张空间表中每一项都是一个 block,这个 block 会用于保存数

据,例如待数据的数据为 1.5k,而 blocksize=1024,就会需要 2 个 block. 

VideoInfo_BlockSize=1024 表示每个 block 是 1k,这是因为 AI 数据都很小,在某些场景,一张图会检测出几十个框框,AI
数据可能会在 4-8k 之间,这时候,这条 AI 数就会用掉 4-8 个 block,这种情况是少数,大多数情况下 AI 数据就是 1k. 

VideoInfo_EnabledCipher=False 
凡 VideoInfo 开头=存储 AI 识别状态的数据引擎 
VideoInfo_EnabledCipher 表示是否启用加密编码器 

VideoInfo_Cipher=None 
凡 VideoInfo 开头=存储 AI 识别状态的数据引擎 
VideoInfo_Cipher 是指定加密编码器算法,可以使用的算法如下 
None,DES64,DES128,DES192,Blowfish,LBC,LQC,RNG32,RNG64,LSC,XXTea512,RC6,Serpent,Mars,Rijndael,TwoFish,AES128,AES192,AES256 
建议加密算法:RC6,Serpent,Mars,Rijndael,TwoFish,AES128,AES192,AES256 

注意:加密算法会影响 IO 性能,如果数据量达到 1000M/s,开加密以后大约会降级为 500M/s,IO 性能会下降 50%左右. 

VideoInfo_Password=DTC40@ZSERVER 
凡 VideoInfo 开头=存储 AI 识别状态的数据引擎 
VideoInfo_Password 表示加密算法的 Key 算子, DTC40@ZSERVER 是 C4 框架的默认 Key 

VideoInfo_DB_Num=1 
凡 VideoInfo 开头=存储 AI 识别状态的数据引擎 
VideoInfo_DB_Num 表示数据引擎的子库数目,这项参数的正确用法并不是直接给值就能完事, 
VideoInfo_DB_Num 会影响后面的 DTC40_Info_RealTimeVideo2_(1).Space2,如果给 2 就会有 2 个 Key 值 

• DTC40_Info_RealTimeVideo2_(1).Space2=xxx 
• DTC40_Info_RealTimeVideo2_(2).Space2=xxx 

技巧: VideoInfo_DB_Num 给值以后,立即保存,并且重启数据中心服务, 使用 Save_All_C4Service_Config()命令重新生

成参数 

DTC40_Info_RealTimeVideo2_(1).Space2=D:\CoreLibrary\zAI\Binary\RealTimeVideo2\DTC40_Info_RealTimeVideo2_(1).Space2 
凡 VideoInfo 开头=存储 AI 识别状态的数据引擎 
非常重要:指定数据库的文件路径,如果阵列服务器内存不够,或则优化需求,这里直接给硬盘的路径,例如 
d:\mydb\disk1\1.space 
d:\mydb\disk2\2.space 

以上是极限优化的做法,如果懒一点,可以直接组 10 盘阵列(后面会介绍 server2022 组阵列),然后把整个数据中心全

部仍阵列里面运行,不需要单独指定子库.因为内存并不便宜,并且插槽有限,在内存不够的情况下,优先考虑以指定

每个子库来跑. 

  



Limit_VideoInfo_DB_Space=1024*1024*1024 
凡 VideoInfo 开头=存储 AI 识别状态的数据引擎 
Limit_VideoInfo_DB_Space 表示单个数据引擎子库的滚动临界点 

当数据库规模达到该临界点,会以 VideoInfo_Rolling_Space_Step 参数执行删头机制,当子库规模达到或接近磁盘容

量时,删头意味着新增数据必定发生 hdd 寻址延迟.删除大文件头部,再从头部重新写入,意味着 hdd 的机械寻址会

由外向内以盘面半径反复定位. 

在真实运营时,这是一个稳定性的重要转折点条件,增容模型往滚动模型切换以后会持续走滚动模型,如果数据中心

走了极限优化,当接近或则达到滚动模型当天,应该全时间观察服务器稳定性,因为寻址延迟大概率会导致 IO 性能

下降,传导效应会影响服务器的整体运行.只有在滚动模型稳定以后,服务器才可以是长时间稳定运行. 

运营时的滚动模型通常会在 15-45 天以后,开始启动,视阵列容量规模而定. 

Limit_VideoInfo_DB_Space=1024*1024*1024,表示单库临界点为 1GB 

VideoInfo_First_Inited_Physics_Space=500*1024*1024 
凡 VideoInfo 开头=存储 AI 识别状态的数据引擎 
VideoInfo_First_Inited_Physics_Space 表示首次运行时,对数据库的初始容量,达到该容量会启用增容机制,一直会持

续容量到达到 Limit_VideoInfo_DB_Space 参数的限制,然后进入滚动模型. 

VideoInfo_First_Inited_Physics_Space 切勿给大,切勿给大,切勿给大,重要的事情说三次! 

ZDB2 的空间结构是空间表在前面,数据存储在后面,每一次增容并不是重建空间表,内部设计是在尾部追加一张新

的空间表,并在新空间表尾部给出数据空间,这一步可以理解成 Link 新的硬盘.当每次有数据保存时,对空间表的修

改,会在局部范围中,如果初始容量给大,例如 5TB,这时候,每一次写入数据,修改空间表,在 6TB 物理空间的硬盘中磁

头会来回跳,IO 能力变成 20%都有可能. 

正确的做法是给一个合适的初始化容量,然后依赖于 VideoInfo_DeltaSpace 参数,一次一次的走增容机制,这样每次

写入数据会是靠近的.这是很优化的存储模型. 

VideoInfo_Rolling_Space_Step=100000 
凡 VideoInfo 开头=存储 AI 识别状态的数据引擎 
VideoInfo_Rolling_Space_Step 表示当子库数据容量达到 Limit_VideoInfo_DB_Space 所指定的额度,立即移除头部的

10 万条数据. 

VideoInfo_External_Header_Technology=False 
凡 VideoInfo 开头=存储 AI 识别状态的数据引擎 
在 VideoInfo 数据引擎中没有使用 External-Header 技术,无论是否开关数据条目都是完全 Load 

 

  



Time_Plan_Manager_Tool_config_File=D:\CoreLibrary\zAI\Binary\RealTimeVideo2\Time_Plan_Manager_Tool_config_File.DFE 
监控时间计划系统的配置文件,主要作用是服务器重启以后还原. 

关于 ZDB2 的备份技术 
备份就是 copy,在 ZDB2 体系中 copy 技术有 2 种模型,在讲解 copy 技术前需要说一个名词:命令队列,ZDB2 本身只

是一个数据结构的存储支持库,如果要在 ZDB2 基础上做出多线性和支持并行的增删查改,会用到一种线程模型,这
就是命令队列,它的作用是往队列里面仍命令,线程里面的主循环反复执行这些命令.因此 ZDB2 的所有数据操作都

是队列化的:在这时候,会有个卡队列的问题,如果队列在前面发生了卡顿,会传导给后面.因此 copy 技术需要用如下

方式区分: 

• 静态 copy 模型:数据量很小使用的方案,静态 copy 是作为一种独立的 copy 命令存在,例如数据量只有 10GB,
那么就是一条命令干完.10GB 很小,后面的等待不会超过 2 秒,因为有缓存. 

• 动态 copy 模型:这种模式是建立一个 checkpoint 点(起始 copy 位置和结束 copy 位置),然后额定每次 copy
的数目 500 条,待完成再 copy 后面的 500 条.这种模式不会因为数据量很大发生队列阻塞.即使在 copy 过程

中,也可以立即执行各种增删查改, 500 秒这种数据规模会瞬间完成(每次完成 500 条 copy 再往命令队列仍

下一个 500 条 copy).动态 copy 模型也是备份系统使用的主力技术模型. 

Backup_Directory=d:\backup\ 
备份系统的目标目录 

Max_Backup=2 
最大备份副本 

Auto_Backup=False 
自动备份,不要打开,监控数据很廉价,无需备份,丢了就丢了. 
备份还原非常耗时,花 2 天时间还原会等同于数据中心瘫痪 2 天. 

Auto_Backup_Hour_Span=8 
自动化备份的时间跨度,单位是小时 

 

  



Frag_Fragment_Space_Enabled=False 
凡 Frag 开头=存储 H264 视频剪辑的数据引擎 
Frag_Fragment_Space_Enabled 表示是否启用 IO 读写分离技术. 
如果不启用读写分离,那么所有的写都会是实时的,一旦发生异常关机,可能造成不可逆的数据丢失. 

Frag_ForeverSave=False 
凡 Frag 开头=存储 H264 视频剪辑的数据引擎 
Frag_ForeverSave 表示持续使用数据库. 
如果 Frag_ForeverSave =False 在关闭数据中心服务时会直接删除数据库,同时在启动时也会先删除老数据库然后再

建立一个新数据库.等同于数据库只存在于运行期间,服务器关闭即数据全部消失. 

Frag_Used_GPU=False 
凡 Frag 开头=存储 H264 视频剪辑的数据引擎 
Frag_Used_GPU 表示在使用数据中心服务器重建视频时是否使用 gpu 进行加速 
6 代监控有专用视频下载工具端.无论数据中心是否使用 GPU 都应该避免使用使用数据中心服务器编码. 

Frag_GPU_Device_Num=1 
凡 Frag 开头=存储 H264 视频剪辑的数据引擎 
Frag_GPU_Device_Num 表示 GPU 的设备数量,如果服务器安装了多块 GPU,数据中心在做视频编码时会自动切换设

备. 
6 代监控有专用视频下载工具端.无论数据中心是否使用 GPU 都应该避免使用使用数据中心服务器编码. 

Frag_H264_Build_Limit_As_Minute=5.0 
凡 Frag 开头=存储 H264 视频剪辑的数据引擎 
作为对页面内存溢出保护,数据中心服务器限制了多个连续视频的拼接长度,最长 5 分钟. 
6 代监控有专用视频下载工具端.无论数据中心是否使用 GPU 都应该避免使用使用数据中心服务器编码. 

Frag_DeltaSpace=1024*1024*1024*10 
凡 Frag 开头=存储 H264 视频剪辑的数据引擎 
ZDB2 是一种空间数据库,头部是一张空间分配表,body 是数据主体,因此 ZDB2 的数据文件不可以随意增容,需要使

用增容机制(AppendSpace),并且每次增容都要指定空间尺寸.ZDB2 在运行过程中数据会不断的追加,增容机制也是

不断在反复运行. 

Frag_DeltaSpace =100*1024*1024*10 表示每次增容 10GB,增容机制会自动化触发,每次在写入时发现空间不足就会

触发增容机制. 

Frag_BlockSize=$FFFF 
凡 Frag 开头=存储 H264 视频剪辑的数据引擎 
ZDB2 是一种空间数据库,头部是一张空间分配表,在这张空间表中每一项都是一个 block,这个 block 会用于保存数

据,例如待数据的数据为 1.5k,而 blocksize=1024,就会需要 2 个 block. 

Frag_BlockSize =$FFFF 表示每个 block 是 64k,这是因为视频数据都很大.BlockSize 最大就是$FFFF. 

Frag_EnabledCipher=False 
凡 Frag 开头=存储 H264 视频剪辑的数据引擎 
Frag_EnabledCiphe 表示是否启用加密编码器 

  



Frag_Cipher=None 
凡 Frag 开头=存储 H264 视频剪辑的数据引擎 
Frag_Cipher 是指定加密编码器算法,可以使用的算法如下 
None,DES64,DES128,DES192,Blowfish,LBC,LQC,RNG32,RNG64,LSC,XXTea512,RC6,Serpent,Mars,Rijndael,TwoFish,AES128,AES192,AES256 
建议加密算法:RC6,Serpent,Mars,Rijndael,TwoFish,AES128,AES192,AES256 

注意:加密算法会影响 IO 性能,如果数据量达到 1000M/s,开加密以后大约会降级为 500M/s,IO 性能会下降 50%左右. 

Frag_Password=DTC40@ZSERVER 
凡 Frag 开头=存储 H264 视频剪辑的数据引擎 
Frag_Password 表示加密算法的 Key 算子, DTC40@ZSERVER 是 C4 框架的默认 Key 

Frag_DB_Num=2 
凡 Frag 开头=存储 H264 视频剪辑的数据引擎 
Frag_DB_Num 表示数据引擎的子库数目,这项参数的正确用法并不是直接给值就能完事, 
Frag_DB_Num 会影响后面的 DTC40_Frag_RealTimeVideo2_(1).Space2,如果给 2 就会有 2 个 Key 值 

• DTC40_Frag_RealTimeVideo2_(1).Space2=XX 
• DTC40_Frag_RealTimeVideo2_(2).Space2=XX 

技巧: Frag_DB_Num 给值以后,立即保存,并且重启数据中心服务, 使用 Save_All_C4Service_Config()命令重新生成参

数 

DTC40_Frag_RealTimeVideo2_(1).Space2=D:\CoreLibrary\zAI\Binary\RealTimeVideo2\DTC40_Frag_RealTimeVideo2_(1).Space2 
凡 Frag 开头=存储 H264 视频剪辑的数据引擎 
非常重要:指定数据库的文件路径,如果阵列服务器内存不够,或则优化需求,这里直接给硬盘的路径,例如 
d:\mydb\disk1\1.space 
d:\mydb\disk2\2.space 

以上是极限优化的做法,如果懒一点,可以直接组 10 盘阵列(后面会介绍 server2022 组阵列),然后把整个数据中心全

部仍阵列里面运行,不需要单独指定子库.因为内存并不便宜,并且插槽有限,在内存不够的情况下,优先考虑以指定

每个子库来跑. 

DTC40_Frag_RealTimeVideo2_(2).Space2=D:\CoreLibrary\zAI\Binary\RealTimeVideo2\DTC40_Frag_RealTimeVideo2_(2).Space2 
凡 Frag 开头=存储 H264 视频剪辑的数据引擎 
非常重要:指定数据库的文件路径,如果阵列服务器内存不够,或则优化需求,这里直接给硬盘的路径,例如 
d:\mydb\disk1\1.space 
d:\mydb\disk2\2.space 

以上是极限优化的做法,如果懒一点,可以直接组 10 盘阵列(后面会介绍 server2022 组阵列),然后把整个数据中心全

部仍阵列里面运行,不需要单独指定子库.因为内存并不便宜,并且插槽有限,在内存不够的情况下,优先考虑以指定

每个子库来跑. 
  



Limit_Frag_DB_Space=100*1024*1024*1024 
凡 Frag 开头=存储 H264 视频剪辑的数据引擎 
Limit_Frag_DB_Space 表示单个数据引擎子库的滚动临界点 

当数据库规模达到该临界点,会以 Frag_Rolling_Space_Step 参数执行删头机制,当子库规模达到或接近磁盘容量时,
删头意味着新增数据必定发生 hdd 寻址延迟.删除大文件头部,再从头部重新写入,意味着 hdd 的机械寻址会由外向

内以盘面半径反复定位. 

在真实运营时,这是一个稳定性的重要转折点条件,增容模型往滚动模型切换以后会持续走滚动模型,如果数据中心

走了极限优化,当接近或则达到滚动模型当天,应该全时间观察服务器稳定性,因为寻址延迟大概率会导致 IO 性能

下降,传导效应会影响服务器的整体运行.只有在滚动模型稳定以后,服务器才可以是长时间稳定运行. 

运营时的滚动模型通常会在 15-45 天以后,开始启动,视阵列容量规模而定. 

Limit_Frag_DB_Space=100*1024*1024*1024,表示单库临界点为 100GB 

Frag_First_Inited_Physics_Space=100*1024*1024 
凡 Frag 开头=存储 H264 视频剪辑的数据引擎 
Frag_First_Inited_Physics_Space 表示首次运行时,对数据库的初始容量,达到该容量会启用增容机制,一直会持续容

量到达到 Limit_Frag_DB_Space 参数的限制,然后进入滚动模型. 

Frag_First_Inited_Physics_Space 切勿给大,切勿给大,切勿给大,重要的事情说三次! 

ZDB2 的空间结构是空间表在前面,数据存储在后面,每一次增容并不是重建空间表,内部设计是在尾部追加一张新

的空间表,并在新空间表尾部给出数据空间,这一步可以理解成 Link 新的硬盘.当每次有数据保存时,对空间表的修

改,会在局部范围中,如果初始容量给大,例如 5TB,这时候,每一次写入数据,修改空间表,在 6TB 物理空间的硬盘中磁

头会来回跳,IO 能力变成 20%都有可能. 

正确的做法是给一个合适的初始化容量,然后依赖于 Frag_DeltaSpace 参数,一次一次的走增容机制,这样每次写入数

据会是靠近的.这是很优化的存储模型. 

Frag_Rolling_Space_Step=10000 
凡 Frag 开头=存储 H264 视频剪辑的数据引擎 
Frag_Rolling_Space_Step 表示当子库数据容量达到 Limit_Frag_DB_Space 所指定的额度,立即移除头部的 1 万条数据. 

Frag_External_Header_Technology=True 
凡 Frag 开头=存储 H264 视频剪辑的数据引擎 
参见 Load 章节 

Frag_Full_Data_Load=True 
凡 Frag 开头=存储 H264 视频剪辑的数据引擎 
参见 Load 章节 

 

  



Forever 数据引擎是一个无效设计,目前处于空置状态,直接使用默认参数即可 
• Forever_ForeverSave=False 
• Forever_Used_GPU=False 
• Forever_GPU_Device_Num=1 
• Forever_Save_Limit_As_Minute=5.0 
• Forever_DeltaSpace=1024*1024*1024 
• Forever_BlockSize=$FFFF 
• Forever_EnabledCipher=False 
• Forever_Cipher=None 
• Forever_Password=DTC40@ZSERVER 
• Forever_DB_Num=2 
• DTC40_Forever_RealTimeVideo2_(1).Space2=D:\CoreLibrary\zAI\Binary\RealTimeVideo2\DTC40_Forever_RealT

imeVideo2_(1).Space2 
• DTC40_Forever_RealTimeVideo2_(2).Space2=D:\CoreLibrary\zAI\Binary\RealTimeVideo2\DTC40_Forever_RealT

imeVideo2_(2).Space2 
• Limit_Forever_DB_Space=50*1024*1024*1024 
• Forever_First_Inited_Physics_Space=1024*1024*1024 
• Forever_Rolling_Space_Step=100 
• Forever_Header_Technology=True 
• Forever_Fragment_Space_Enabled=True 

 
 
  



首次运行的 RealTimeVideo2 配置范例 
范例服务器配置:CPU>20Core(超线程>40),内存配置 384G,阵列用 6 张 hdd 总容量 40TB,使用时先按首次运行方法,
生成配置文件,然后把下列参数粘贴进去全部覆盖,保存.重启服务器. 
 

• SafeCheckTime=45000 
• Ignored=False 
• Load_Thread_Num=8 
• VideoInfo_DeltaSpace=200*1024*1024 
• VideoInfo_BlockSize=1536 
• VideoInfo_DB_Num=8 
• Limit_VideoInfo_DB_Space=1*1024*1024*1024 
• VideoInfo_ForeverSave=True 
• VideoInfo_First_Inited_Physics_Space=200*1024*1024 
• VideoInfo_Rolling_Space_Step=10000 
• VideoInfo_External_Header_Technology=True 
• VideoInfo_Fragment_Space_Enabled=True 
• Wait_hardware=False 
• Max_Flush_History=5 
• Frag_Used_GPU=False 
• Frag_GPU_Device_Num=1 
• Frag_H264_Build_Limit_As_Minute=5.0 
• Frag_DeltaSpace=10*1024*1024*1024 
• Frag_BlockSize=$FFFF 
• Frag_DB_Num=10 
• Limit_Frag_DB_Space=1024*1024*1024*1024 
• Frag_ForeverSave=True 
• Frag_First_Inited_Physics_Space=10*1024*1024*1024 
• Frag_Rolling_Space_Step=1000 
• Frag_External_Header_Technology=True 
• Frag_Fragment_Space_Enabled=True 
• Frag_Full_Data_Load=False 

启动服务器后,在 AI 数据载入环节会走完全 Load 模型,与配置无关,并行化 load 数据效率大约会在 1-2W/s 左右. 
Load 完成后 compute video-info...环节会做 3 件事,关联实例,统计监控名,生成 hour-span 结构,后续会详细说明. 
Rebuild sequence 环节会做一次重新排序,子库条目会是离散的,以大库方式还原条目序列. 

 

Frag 载入环节走的大数据路线,同样也会关联实例,生成 hour-span 结构. 

 

  



运营级部署第二步,监视数据中心的方法 
当数据中心的完成脚本配置,启动它,如果有数据它这时候会 Load,耐心等待.当启动完成后,敲入命令 ZDB2_Info,如
下图所示,会输出数据库及其子库的状态.记住这条命令,运营中的使用频率很高. 

 

上图入箭头所指信息 

• total static-technology copy task,正在运行中的静态备份任务状态,这里会输出当前备份进度 
• total dynamic-technology copy task,正在运行中的动态备份状态,这里会输出当前备份进度 
• "TZDB2_Th_Engine_Marshal" Owner "TZDB2_Video_Data_Tool" database 80664/422.71M/3.90G,AI 识别状态数据引擎

的统计结果,当前条目,条目所占空间,物理空间(物理空间受扩容机制影响) 
• 1: DTC40_Info_RealTimeVideo2_(1).Space2 Data-Num:26915 IO-Queue:0 Size:140.90M/1004.00M Fragment:0/0, AI 识别

状态数据引擎的单库状态,就是单独文件的存储状态,IO-Queue 表示正在队列中等待处理的命令,Size 表示数据占用空

间和物理空间(物理空间受扩容机制影响),Fragment 表示读写分离状态,当前写分离的数据块/当前写分离的总量 
• "TZDB2_FFMPEG_Engine_Marshal__" Owner "TZDB2_FFMPEG_Data_Marshal" database 1190/3.71G/99.88G,这是 h264

视频剪辑数据引擎,信息含义参照上面 

理解子库工作机制 
子库使用卷动写入模型,例如数据 1,2,3,在子库写入模型中,会优选物理容量最小的子库写入.不是无脑卷动. 

在选择容量最小的子库会计算当前子库物理容量+处于队列中尚未执行 IO 写入.最后的写入结果会是数据 1,2,3 分

别写入不同的子库. 

理解 CPU 使用率 
请在 windows 进程工具勾出内核时间,该时间表示 windows core 层的 cpu 占用率,数据中心内部实现以堆砌结构+
算法为主,内核时间消耗极少,GPU 环节主要异构不会消耗内核,不确定某些阵列卡和网卡设备是否会消耗内核,品牌

设备跑高负载拉满也只会轻度消耗内核(<10%).如果发现内核时间消耗占比达到 20%或则更高数据中心服务器都会

是不稳定的,这表示计算会被干扰.这个时候,可以查询一下进程,某些刷过参数的内存条也会出高内核时间问题. 

 



使用自带工具分析单进程内核时间占用率 
当 Z-AI 被正常安装以后,会包含一套 windows 内部工具.建议使用 procexp64.exe+ Autoruns64.exe 来分析单进程和

自动任务. 

   

在数据中心运行中,监视句柄和线程变化 
在进程工具给出句柄,线程状态,在数据启动以后该值通常会比较稳定,即使在高流量期间该值也会长时间保持稳定.
如果发生跳跃,或则不断增加,这种问题如果不是驱动程序 bug(某些便宜的山寨网卡,插 usb 的 wiki 网卡),一定会是

擅自修改过程序,亦或是并入了没有经过 test case 的模块.数据中心在随发行版本部署后,是不会有泄漏的,已经历运

营洗礼. 

 

 

  



监视磁盘 
Windows 自带的资源监视器是最好的阵列监视工具,在调教数据中心时,我都是根据该工具来分析磁盘阵列状态.在
启用 IO 读写分离机制以后,每次 flush 都会出现短暂爆发期,在爆发期当中,IO 会是拉满,关键是监视爆发期持续时长.
首次运营会有点生疏,后面会熟能生巧,根据硬件能力给出合理的数据中心脚本. 

 

建议专机专用 
规范部署,专机专用,跑数据中心的机器不要跑 AI Processor 这类服务.AP 不光消耗北桥+GPU,也非常消耗 CPU,而网

络,阵列,内存中的数据传递,都会依靠 cpu.即使跑 20 路 1080p 也会吃掉很多 cpu 算力. 

GPU 服务器在机房中是比较下贱的存在,坏了走修理,退货流程,平时都可以随以关机重启,但数据中心不同,数据都

在里面,所以,还是专机专用把. 

运营级部署第三步,部署群集 IP 转发 
群集 IP 转发是自动化服务,只需要启动 Video_2_AI_PortProxy_Service_Console.exe,因为数据中心承载了高流量,磁
盘阵列,在数据中心里面不适合集成群集 IP 转发,这会导致延迟,故专门给出小型 C4 服务. 

群集 IP 转发与数据中心的通讯方式最好走内网,不给参数直启会以内环回接口通讯(ipv4(127.0.0.1),ipv6(::1)). 

运营级部署第四步,部署 AP 服务器(GPU 群集) 
AP 服务器环节会有专门文档做细节介绍,这里面会有许多侦错,调试,建模,编写 AP 脚本,修正脚本等等步骤. 

运营级部署第五步,部署外围服务器:直播服务器,web 服务器,CS 服务器,小程序服务器,远程桌面 
直播服务器环节会有推流规范,不会是直接自建直播服务器就完结,需要 AP 脚本配合,推流服务器亦可使用云服务

器运营商资源.直播服务器搭建细节在 AP 文档给. 

直播,web,cs,小程序,完全可以在本机直接用 Hyper-V 来跑(远比 kvm+vmsphrere 灵活),不必购买服务器.数据中心都

是高配,划分出 1/20 的系统资源即可. 

我们的数据中心有 GPU,但不是用于跑业务,而是专门跑 AI 训练.跑业务模型用专用 GPU 服务器. 
远程桌面可以选择 ToDesk, Windows-RD,VNC,亦可使用 Z-AI 自带的远程桌面. 



运营级部署第六步,拓扑网络交换机优化 
500 路 2k 监控如果工作与于无忧化的拓扑网络,会导致整个网络陷入瘫痪,即使万兆交换机,即使 4 万兆交换机,瘫
痪的症状会是内网连接频繁断线,内部原因会是 ip 包丢失.优化分两方面进行. 

• 第一,主力交换机给出 truck 隧道,尽量保证网段点对点,现场的拓扑网络情况通常很复杂,应该根据网管给出

的信息进行网段流量优化,让现场的人去优化,不要迷信那些不了解拓扑情况的网管,即使不了解拓扑网络的

技术,也是可以现学现用的,chatGPT,文心一言,这些都是解决问题的利器.现场总是优于远程协助. 
• 第二,所有的 AP 服务器可以与数据中心走专线,弄个交换机来解决,光口+电口均可直连.这样能降低拓扑网

络的中枢主干流量. 

运营级部署第七步, 给所有服务器接入进程保护系统 
保护系统主要作用于物理内存超额保护+无节制的 CPU 使用保护.同时保护系统也是一种半自动化的部署工具. 

保护系统是针对 6 代监控体系专用的,可以支持 AP 系统,数据中心,web 统计,Subscribe 系统. 
• 简单说一下 CPU 占用率:进程管理面板上的 CPU 占用率并不是真实的 CPU 开销,在服务器程序中,会大量使用线程,并

行,SSE,AVX2 这类技术,凡是硬件优化类技术都是会带来瓶颈的,例如面板 cpu 使用率 80%,但点不开”开始”菜单,随便打开一个 app
等 30 秒.这在运行计算程序类的服务器很常见,甚至是算法 author 都无法准确控制算力资源(CPU 高负荷以后,内存,HDD-IO,网络,
都会出现卡顿),这种工作会交给系统集成自动化,而解决办法就是”亲和性”参数,也就是给 app 限核,只有这种办法可以控制住多任

务. 
• 简单说一下内存超额:在高流量+无人值守项目中,内存使用率很难确定,例如在学校放学,街道上千人在行走,这个时候服务器的内存,HDD,网

络,算力,等等使用率会比平时高出 20%,而半夜到凌晨,服务器又几乎是空闲状态.保护系统的作用就是当内存超额,以及系统接近崩溃,就重启,然后

还原服务器. 

   

我们平日做更新升级,都是直接 copy 文件到目标服务器群,然后直接重启系统,当系统启动完毕,保护系统会自动启

动目标服务.该功能主要解决系统崩溃重启后自动还原服务器. 

帮助数据中心二次开发 
数据中心设计采用 C4 服务器框架,做法是往里面堆砌各种通讯命令,这些命令有很多线程分载机制,这样干是某些

查询,下载,数据搜索,这类命令会有很长的流程,直接在主线程会造成卡顿.但这些并不是关键.最关键的地方是长期

升级+更新+维护的可行性,以及规范化的编程. 

在升级更新可行性环节:当远程请求过来,使用 HPC_Thread 方法开一条线程,处理请求,然后反馈回去.亦或是请求过

来,新建一个事件实例,通过触发事件来执行反馈.这种模式有绝对可行性,并且在未来更新升级环节,可以一直沿用.
一般我把这种做法叫做程序模型,也许我的叫法不太准确,以程序范式来理解即可:不需要用发掘性方式去思考机制

可行性和人性化,既然定出范式就一定会可行,具体二次开发时只需要借鉴相近的功能,然后复刻这种范式,一直保持

它就能做好持续的升级更新,这种方式可以长期更新推进. 



数据中心的核心服务只有一个,与核心服务器对应的客户端也是只有一个,这种 1 对 1 服务器+客户端机制是 C4 的

规则要求(所有 C4 通讯模型都要求服务器+客户端必须成对提供).因此,在数据中心外围体系,AP 服务器,下载工具,
统计工具,WEB 接口,监控员端,Subscribe 系统,很多很多环节,它们都使用同一个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就是与核心服务

所对应的. 

并入的模块都会有 Test 方法 
数据中心的网络服务器+客户端是用一个接近万行源码单元实现的.这个源码文件周围有许多依赖模块,尤其是数据

引擎环节,这些数据引擎都是在通过了单独 test case 以后并入到服务器中的.在并入以后,因为无法单独测试,我是直

接拿实际项目来跑,在运行过程中,随时监视服务器运行状态.单独写完流程,通过 test case,再并入到数据中心,只要

严格按流程走,正确率几乎 99%. 

砍而不删 
在数据中心服务器中,很多流程和方法,是不用的,甚至一些比较大型的结构也会直接空置化处理. 

蝴蝶效应下的崩溃记忆 
数据中心大约稳定运行了 1 年以后,处于对大型模块的深入实测,我们希望能更逼近物理设备极限,于是修改策略,把
单日 AI 的数据条目从 1000 万,提升至了 5000 万.这时候原本 5 秒可以完成的遍历搜索,变成 40 秒,直接导致前端查

询这类应用变得很卡. 

为了解决 40 秒问题,数据中心提出了一种跨度方法,思路上是使用内存来加速范围时间搜索,将原本数千万次遍历

计算量降低成 2000,因为是优化工作,需要数据中心以最简单的改动来提速,这也导致了在结构设计做的很复杂(用
了很多 Pair 做结构体).在记忆中,当时已经全部通过 test case,可最后漏了一个逻辑:test case 是走构建->释放,然后,
检查内存泄漏,没有泄漏,就算 passed.而对数据中心来说,构建既永久,不会释放,算法必须是在处于永久性运行中动

态管理释放(漏在这一步). 

大致说一下泄漏机制,例如 2024-1-1 9:00:00 到 2024-1-1 10:00:00,这 1 小时跨度有 2 万条数据,这时候,随着数据引

擎运行,时间来到, 2024-2-1 9:00:00,以前这 2 万条已经被释放了,但是, 2024-1-1 9:00:00 到 2024-1-1 10:00:00 这个跨

度小结构还在,这几乎是个极小的内存粒度空间.服务器必须进入滚动存储模型以后(1 个月),然后再连续运行 15 天,
最开始是微小泄漏,后面变成物理内存使用量超出常规(设计阵列系统参数时会有一个内存规格,可它严重超标). 

上述的微泄露是靠猜解决的,修复以后,很不确定的重启了服务器,当服务器再次连续运行 15 天以后,才真正的确定

解决.修复库为 Z.HashHours.Templet.pas + Z.HashMinutes.Templet.pas. 

 

 

  



关闭数据中心的方法 
命令行敲入 exit,然后等待,如果读写缓存规模上来,也许会等上 15 分钟,不会卡死,一直等. 

通过 exit 退出,不会遗留读写缓存,所有的数据库都将会是正常关闭状态,并且在下一次启动也会更快. 

如果直接点 X 关闭会等同于断电,数据库同目录下将会遗留许多 flush 临时文件,并且在下一次启动时,会自动化的

进入断电恢复模式,这会比正常启动更加耗时. 

数据中心硬盘坏了怎么办 
监控数据不像金融数据,监控数据很廉价,坏了仍掉.重新配置一下存储策略就行了. 

Z-AI 自带远程桌面 
使用新版本的 Z-AI 安装程序会包含 ZRemoteDesktop,不用再跑去配置网关,穿透,ToDesk,向日葵.详细使用方法请参

考 ZRemoteDesktop 产品文档 

 

6 代监控的数据中心服务是不可复制的独特程序 
数据中心服务是整个监控体系的后台中枢,做这一步的开发,需要是主程序级. 
如果技能点加在,MIS,erp 这些环节上,切入会比较吃力,应该以净化灵魂的方式对待. 

对于全堆结构+算法的大型服务器后台,使用常年操作 sql,UI,app 这类程序,大概率无法胜任后续开发.同理,放眼整个

pas 圈,能写出数据中心后台的人也会屈指可数.从数据库到通讯框架,再到细微的各种算法,数据中心是独特程序. 

数据中心是一种具有策略性质的项目:使用社区的开源机制接入一些新技术,例如 gpt,sam,也许只会花上 2 周,而作

为 gpt,sam 这类前沿技术的老人,如果要用 AI 替代监控,会花上 n 年重走我们的老路,而更大概率也会是在监控周

围酱油. 

2024-4-22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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