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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随着制造企业虚拟化水平的提升，以及云计算、大数据、VDI 和移动应用的快速发展，刀片融合架构在制造企业用

户中获得的认同度越来越高。刀片融合架构不仅可以提高 IT 对业务的支撑能力和响应速度，还能降低 IT 架构总拥有成本，

提高 IT 使用管理效率和高连续性，为业务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弹性、高效、高可扩展架构。 

概况 

当云计算、大数据、社交化、移动化的发展普及以及商业环境的不断变化，都给企业 IT 实施和管理带来新的挑战。为了

对制造行业中刀片融合架构的发展趋势有更准确的把握，中桥国际调研咨询（以下简称“中桥”）在 2014 年进行了一次

调研。参加本次调研的制造企业规模和人员职位分布如图 1 和图 2 所示下： 

图1. 制造企业规模分布 

 

数据来源：中桥调研咨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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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访企业人员职位分布 

 

数据来源：中桥调研咨询公司  

制造企业发展趋势 

据中桥调研显示（图 3 和图 4），16.7%的受访企业表示已将生产应用迁移至虚拟化环境；还有 37%的受访企业在未来 24

个月进行迁移。此外，制造企业中另一个趋势是云计算（私有云/混合云）平台的应用。38.9%参加中桥调查的人员表示，

在未来 24 个月会部署云计算。这仅仅是制造企业在虚拟化和云计算平台上的发展趋势。还有大数据、BYOD、移动互联的

出现促使制造企业从业务到 IT 架构都发生一系列变化。市场变得更加动态，企业也要能够快速及时实现业务调整以抢占

先机。业务应用的不断增加，IT 应用的不断增加，都要求 IT 整个架构能够快速有效地实现优化与调整。 

图3. 制造企业生产应用虚拟化趋势 

 

数据来源：中桥调研咨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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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制造企业部署云计算的趋势 

 

数据来源：中桥调研咨询公司 

IT 架构管理挑战 

据中桥调研数据统计，63%制造企业通常采用的 IT 架构管理模式是服务器、存储、网络分层管理。然而随着虚拟化水平的

不断提高，制造企业 IT 管理结构将被驱动着快速从传统的分层管理转移到以工作负载为核心。以当前采用的 IT 架构管理

模式，制造企业在将生产应用部署在虚拟化和云计算环境下，会面临什么样的难题？从图 5 可知，对于制造企业用户来

讲，“无法对负载进行快速部署、实时监、透明控管理和智能纠错”和“分层管理不能满足负载资源配置和性能监控管理

需求”是他们面临的最大的两个挑战。传统的架构分层管理不仅制约了制造企业虚拟化水平的提高，而且加大了企业在

云计算和虚拟化演进过程中部署管理的复杂性。 

图5. IT架构管理面临的挑战 

 

数据来源：中桥调研咨询公司 

刀片融合架构趋势 

分层管理的问题在于业务部署或系统集成调优的时间耗费很长。高度整合只为简化和优化。将计算和存储资源融合于单

一设备，可提高整体灵活性，降低了复杂性，并尽量降低延迟时间。同时，虚拟化、云计算和大数据在制造企业的快速发

展，也将提升用户对刀片融合架构的接受程度。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图 6），在未来 24 个月内，40.7%的制造企业用户表

示会部署高度整合的刀片架构。随着生产应用虚拟化占比不断上升，IT 管理开支占 TCO 比率也在快速上升，这驱动了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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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流程向以工作负载为核心的调整，从而加快制造企业对刀片融合架构的接受力度。 

图6.刀片融合架构的趋势 

 

数据来源：中桥调研咨询公司 

刀片融合架构的主要价值 

融合基础架构的目的就是整合系统，缩短部署时间，提高资源利用率并降低成本。对于刀片服务器来说，刀片基础架构可

以在机箱层面中实施很好的整合功能，整合有助于简化运营、实现集中化管理并降低运营成本。从下面几组调研数据中

显示了制造企业用户认为到高度整合的刀片架构对于他们的价值。 

提升效率优势 

图 7 调研数据显示，77%以上的制造企业用户普遍认为高度整合刀片架构能够帮助企业提高云计算、VDI、大数据分析、

Web 和移动应用开发部署管理效率。而云计算、VDI、web 应用、大数据和移动应用正是未来 IT 的主流发展趋势。刀片融

合架构对于上述技术的支持，则将有利于推动刀片融合架构的迅速发展。 

图7.刀片融合架构对于提升管理效率的价值 

 

数据来源：中桥调研咨询公司 

降低成本优势 

图 8 数据显示，43.5%和 33.3%的制造企业用户认为刀片融合架构在制冷和能耗和占地等方面，实现 20-40%的降幅。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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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结果中获得选择最多的一项。而图 9 数据则表明，部署刀片融合架构可以帮助制造企业用户在 IT 管理成本上实现 30-

50%数。相对于传统的机架式服务器和分层采购部署模式，部署高度整合的刀片架构在降低 IT 管理复杂程度、节省架构

部署时间、降低耗能制冷、减少数据中心占地，从而在 IT 演进的过程中降低了整体的 TCO。 

图8.刀片融合架构在制冷能耗和占地上的优势 

 

数据来源：中桥调研咨询公司 

图9.刀片融合架构在管理和架构集成部署时间上的优势 

 

数据来源：中桥调研咨询公司 

融合架构评估因素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和移动互联快速成为 IT 投资重点，刀片融合架构在提高虚拟化和应用部署效率，以及硬件利用率、

可用性和可靠性的同时，降低新增硬件设备采购，以及数据中心占地和能耗等需求，驱动着刀片融合架构在中高市场的

快速增长。那么，在部署刀片架构的时候需要考虑哪些因素？调研数据显示（图 10），统一管理（74.1%）是制造企业用

户在选择刀片架构时的最重要考虑因素。面对企业 IT 快速演进，系统的统一管理效率有利于企业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快

速响应业务，从而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除此之外，应用快速部署（55.6%）、高可用高可靠性（53.7%）、降低耗能和占

地（51.9%）作为融合架构的典型特性，也是用户评估融合架构的重要考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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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评估刀片融合架构的因素 

 

数据来源：中桥调研咨询公司 

刀片架构部署方式的选择 

在讨论过评估融合架构部署因素之后，再来看下制造企业用户选择部署刀片架构的方式。整体来讲，中国企业用户比较

熟悉的刀片融合架构包括三种形式： 

 参考架构：主要形式是厂商（一个或多个）提供参考架构，为集成商或用户提供得以验证的方案，提供售前和售后

服务支持，降低 IT 架构技术选择风险，加快 IT 架构部署速度，并简化架构部署管理； 

 部分整合的刀片架构：服务器与网络实现高度整合（背板连接），与存储集成； 

 高度整合刀片架构：计算节点、网络节点和存储节点进行背板连接，实现模块化节点热插拔和负载均衡，最大限度

降低 IT 架构部署和升级所需要时间，保证 IT 架构在不影响业务运营条件下在线升级扩展。 

从制造企业的调研数据可知（图 11），模块化刀片架构在部署方式的选择上排行第一（54.6%）。模块化融合架构支持服务

器、网络和存储的热插拔，采用冗余设计，可以提高稳定性和可靠性，大大缩短硬件采购集成部署周期，并提升资源利用

率和 IT 管理效率。其次是部分整合的刀片架构（33.3%）。部分整合的刀片架构，虽然网络和服务器进行了整合，但是后

期与存储集成仍需要考虑系统采购集成的时间。同时，这种不同技术的集成，往往会带来时间延迟，以及不同设备升级过

程的业务不稳定性和安全性。排在第三的是参考架构（12%）。参考架构的采购部署相对于传统 IT 架构整合可以节省时间，

但和模块化高度整合刀片架构和部分整合刀片架构比，很难满足在高度虚拟化和云计算环境下业务对 IT 响应速度的要求。

从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多数企业评估刀片架构时主要考虑的还是降低采购部署周期，提高稳定性和可靠性，提升整体

管理效率。高度整合模块化刀片架构，成为越来越多用户的 IT 架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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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部署刀片融合架构的方式 

 

数据来源：中桥调研咨询公司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制造企业中大部分企业用户的 IT 管理模式仍然是传统的分层管理。但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

联的高度发展，以及制造企业虚拟化水平的提升，刀片融合架构在制造企业中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 

 制造企业用户普遍认同刀片融合架构除了可以帮助他们提高，诸如大数据分析、Web 应用、VDI、移动应用和云计算

的部署管理分析效率，还能够帮助他们减少企业的管理成本，缩短架构集成部署时间，节省耗能制冷以及数据中心

占地，降低了企业整体的 TCO 等这些价值点。 

 对于制造企业在评估刀片融合架构的过程中，统一管理、应用快速部署、高可用高可靠性、低耗能和占地是重要的

考虑因素。另外，部署刀片融合架构的模式，制造企业更多选择高度整合的模块化刀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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