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3 改良现有架构
赋予现有架构演进能力取决于三个因素。组件精告皮、工程实践成熟度，以及开发人员构

建适应皮函数的难晶程度.

6.3.1 适当的销合和内聚
组件阔的捐告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技术架构的演进能力.然而，如果数据模式死握、僵化，

即便最具演进性的技术架构也注定会失败. 清晰解娟的系统晶于演进，充满绢告的系统~II

会妨碍演进. 想构建出真正可被选的系统，架构师必须考虑架构中所有受影响的维度.

除丁技术层面的辑告，架构师还必须考虑和保护系统中组件的功能内聚.当从一种架构迁

移到另一种架构时，功能内聚性决定丁组件重构后的最终位度. 这并不意味架构师可以随

心所欲地分解组件，而是说基于特定的问题上下文，组件的大小应该是适当的. 例如，有

些业务问题相较其他问题鹅告度更高，比如有着大量事务的系统.试图构建极其解稿的架

构与这类问题相左，因此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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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个建议看f似以5多喜余.但是仍然有团队选择最炫目的新架构模式，而不是最告适的架

构.在一定程度上，选择架构要基于对业务问题和物理架构的综告理解.

6.3.2 工程实践
工程实践对定义架构的可演进性至关重要. 虽然持续交付实践无能保证架构能实现油进，

但它依然不可或缺.

为了追求效率，很多团队着手改进工程实践. 一旦这些实践增强了，它们便能为更高级的

能力(例如演进式架构)提供基础.因此，构建演进式架构能够促进效率提升.

很多公司处于新、 旧实践的过渡阶段. 它们可能已经实现了一些相对容品的实践，例如持

续集成，但是仍然需要大量手工测试. 虽然这些手工测试会延长生产周期，但在部署流水

线中包含一些手动阶段很重要.第一，这样会将应用构建的每个阶段都置人部署流水线

中.第二，随着团队逐步将更多部署工作自动化，手动阶段也会实现自动化，不再中断部

署过程. 第三，阎明每个阶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构建的各个手工部分，创造更好的反

馈环并推动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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