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anderCluster集群成功案例：中国联通云南分公司 

 

业务扩容，云南联通构建 LanderCluster高可用集群平台 

 

用户概览 

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联通”）成立于 1994年 7月 19日。中国联通的成立在我国基础

电信业务领域引入竞争，对我国电信业的改革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中国联通在全国 30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设立了 30 0多个分公司和子公司。成立以来，中国联通的整体实力不断增强。中国联通经营

的电信业务由成立之初的移动电话（GSM）和无线寻呼发展到目前的移动电话（包括GSM和 CDMA）、

长途电话、本地电话、数据通信（包括因特网业务和 IP电话）、电信增值业务、无线寻呼以及与主营业务

有关的其他业务。中国联通云南分公司成立于 1995年 10月，现下辖 16个地市分公司，共有正式员工 1200

多人。公司自 1998年开始放号经营移动通信业务至今，移动通信用户已突破 200万户，进入为用户提供

综合电信业务的发展阶段，目前是云南省唯一一家获准经营全业务的电信运营商。 

 
业务挑战 

近年来，中国联通云南分公司已先后建成了联通计费系统、CDMA系统、短信平台系统、客户服务中心等

几大核心业务系统。 

随着电信运营商的规模不断壮大，对计费系统的改进迫在眉捷。计费系统是电信运营商的基础与核心，准

确、灵活、实时的计费系统，更能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更增加市场竞争能力，更能促进企业的发展。

目前，本地网的交换机一般都采用点对点脱机计费处理方式，即由机房现场的维护人员通过脱机方式将计

费文件复制到各种可以运输的存储介质上（如磁带），再将存储介质送至相应的本地网计费中心进行分拣、

划价及帐务处理，形成统一格式的数据。这种计费方式在当前电信运营商规模越来越大，电话业务日益增

多的情况下，有以下突出问题：由于系统建设时没有统一的规范，使得软、硬件平台设置各异，不方便新

业务的迅速推广；各套系统缺乏统一的资费管理使得处理计费话单时没有统一衡量的尺度，造成多收费和

乱收费；难以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对于错误话单没有统一的处理办法；不能及时向用户提供业务使用情况

报告和全方位的查询功能。 



CDMA（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直译为码分多址，它是在数学通信技术的分支扩频通信的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所谓扩频，简单说就是把频谱扩展。CDMA技术采用的是直接序列扩频技术，同调频、调幅

技术一样，是一种调制技术，它采用一个码序列（高速）去调制原始数据信息（低速），这样调制后的信

息能以高速传输。各个用户分配在时隙和频率均相同的信道上，以伪随机正交码（PN码）序列来区分各用

户。联通的 CDMA系统采用该制式。 

短信平台是面向企业、培训机构、酒店、团体的商务信息的应用，它为企业建立自己的商务信息平台，实

现信息化管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维系客户，给客户更周到、细致的个性化服务提供了解决方案，同时

系统提供强大的客户信息在线管理系统，使客户信息随时查阅、整理和沟通。其高效率、低成本运作方式，

在短信息服务领域的应用模式中是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案。 

经过多年发展，中国联通充分认识到作为一个通信企业为用户提供的是服务，而不仅仅是通信网络。通信

网络作为业务承载网是服务的基础；服务网络作为支撑网，提供具体的服务手段。因此，在建设通信网的

同时，需要在全国建设覆盖广泛的服务网来保障服务工作。云南联通作为其下分公司之一，将客户作为企

业生存的基础，认为面对客户对企业提供服务的迅速性、方便性的期望和要求越来越高的情况，必须树立

现代客户服务理念，采用先进的服务手段来满足客户的需求。只有这样才能使现有的客户成为忠实的客户，

潜在的客户变成现实的客户。客户服务系统的建设在改善服务的同时，还可以规范业务管理，统一品牌形

象，降低运营成本，使公司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随着手机在中国云南地区的普及，中国联通云南分公司承载着大量的用户信息，如何管理好这些信息以及

客户有需求时是否能够快速做出响应都直接影响到一个电信运营商的整体形象，因此，云南联通对业务的

连续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LanderCluster解决方案 

对通信企业而言，业务的高可用性与连续性是十分必须的。计费系统、客服系统的服务器如果发生故障，

将给企业和手机用户带来诸多不便。为全面确保业务的不间断，云南联通对业务能够持续不间断运作提出

了特别严格的要求。联鼎的 LanderCluster-MN集群软件注重可持续的安全运行，强调对潜在的或真实的

故障情形做出预警，诊断和快速响应，并以独有的先进切换技术实现不间断的安全运行。 

围绕着数据量大、数据类型丰富、实时性强，精度高，安全性强等要求，云南联通采用了先进的存储区域

网络结构(SAN)。为全面保证数据能够被快速地调用，大幅提升工作效率，云南联通配置了 IBM虚拟阵列，

它可以非常简单地接入到 SAN的环境中，存储容量高达 33.6TB。 

在本次项目中，云南联通的系统应用共享一个高性能、高适应性存储的方式，采用此方式，可极大的提高

应用的性能，包括计费系统、CDMA系统、短信平台、客户服务中心查询等。为确保应用的高可用性，云

南联通在服务器上配置 5个节点 LanderCluster-MN实现集群，一备四策略，当任意核心业务发生故障时

都能够快速切换到备机，另外，可灵活的增加应用，保护了现有的投资。同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有备

用机房及足够的光纤链路)，只有再添置一套存储系统，即可以实现异地容灾，保护了现有投资。 
 

LanderCluster产品特性 

l 自主产权软件产品，支持特殊环境下功能定制； 



l 集群配置安装维护简单； 

l 管理员密码验证，安全级别高； 

l 集群软件自我监控功能，确保守护进程健康运行； 

l 对应用程序的灵活监控功能，可以对进程数量、特殊应用进行监控； 

l 节点和任务的可伸缩性； 

l 通过集群管理平台可以进行集中、远程的管理、监控； 

l 理论上支持的节点数无限； 

l 任务的备援规则可以灵活配置，资源利用更加合理； 

l 基于系统级的集群实现应用级的集群； 

l 保证了足够的集群系统综合处理性能； 

l 集群工作方式灵活多样，支持多机互备、多备一、多备多等方式； 

l 完善的日志记录和错误报警，便于错误跟踪；。 

l 应用的无关性，支持几乎所有的数据库环境（Informix/oracle/Sybase等）; 

 
方案优势： 

l 节省管理成本，集群中的节点统一管理，使管理变得轻松； 

l 整合了环境中的应用，使之达到整体高可用； 

l 方案性价比高，关键业务子系统越多、方案的平均投入越低，节省了设备的投资； 

l 方案伸缩性好，集群中主机可以灵活增加、减少； 

l 服务优势明显，借助联鼎服务平台，可以得到全方位、及时的技术服务 

 
实施结果 

在考虑使用 LanderCluster-MN之前，云南联通计划采用双机热备来保障传统应用，通过部署

LanderCluster-MN，云南联通在硬件成本上立即节省了 2/3费用，在其辅助软件的许可成本上节约了人民

币 10万。云南联通的直接回报率也达到 300%。 

 
其他成功案例 
江西电信 

石家庄联通公司 

天津市邮政信息局 

江苏联通帐务查询系统 

中国网通集团湖北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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