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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稳定性保障的可观测性产品 - Flashcat

从采集到集成

从产品到平台

从工具到方案

从观测“指标”到观测“对象”

从“无效”的规范到“可用”的规范

思考规划：Flashcat 的智能化探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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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稳定性保障的可观测性产品 - Flashca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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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稳定性保障的可观测性产品 - Flashcat1

u 定故障 ü 确定业务影响的范围和程度
ü 变业务反馈问题为主动发现

u 定边界 ü 确定问题的范围和对象
ü 下钻追查异常原因和特征

下钻定位

业务健康状态

IT对象健康状态

日志分析 链路分析 事件分析指标分析 容量分析

下钻定位

…. u 定特征
u 定事件

ü 串联数据分析异常

Actionable Insight

北极星

灭火图

问题定
位矩阵

串联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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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采集到集成2

利旧集成 vs. 推倒重来

• 从怀疑到坚定

• 从场景和目标反推产品
和技术的演进路径

• 区别“增量”和“存量”问题
的处理方法

• 区分国内和国外的国情



从产品到平台3

产品：
最佳实践的落地

平台：
具备API能力，支持个性化
和场景化之外的需求



从工具到方案4

观测工具平台

稳定性保障场景 安全审计

成本容量 。。。

场景

游戏行业 门店行业

汽车行业 。。。

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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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观测“指标”到观测“对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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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 中间件 功能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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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观测“指标”到观测“对象”5



从“无效”的规范到“可用”的规范6

文档规范

自动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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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规范

自动执行



思考规划：Flashcat 的智能化探索之路7

• 这一波人工智能一定会颠覆很多行业，包括可观测性

• 但首先，可观测性更像是AI的基础，而不是反过来

Data for AI：
构建观测数据的“意义”仍然是有很意义的工作，有意义的数据
可以大幅减少分析所需的数据量

AI for Data：
AI 在数据采集的智能化方面或许未来也能够发挥重要价值

基于AI的智能问答、智能交互、智能巡检、智能定位等工作是
Flashcat 在实践中的方向，并将持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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