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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需要聚合？

当我们设计一个订单模块，用户下单时，我们需要确保用户的余额可供支付这笔订单，并且保存这个
单。通俗的理解就是当下单的时候，必须生成订单表记录，并且检查用户余额是否足够支付，并修改
户的余额表。再转换到我们领域驱动设计中，我们必须利用订单模型和账户模型联合来完成操作，并
查保证业务规则（余额可供支付）。那此时有两点缺陷，在保证事务的应用服务中，这些领域知识（
务规则）便从领域模型泄露应用服务层。代码中除了订单模型和账户模型在同一个应用服务中这点之
，客户程序员很难知道在下单请求中订单模型和账户模型之间必须在同一个事务中进行修改。

聚合描述

每个聚合都有一个根和一个边界，边界内定义了聚合的内部有什么。根则是聚合所包含的一个特定的
体。外部对象可以引用根，但不能引用聚合内部的其他对象，聚合内的对象之间可以相互引用，除了
实体外，其他实体拥有本地标识。

举个例子：

在汽修厂的软件中会使用到汽车的模型，这里的汽车就是根实体，因为它具有全局唯一的标识：汽车
别号。汽修厂想要跟踪每台汽车上四个轮胎的使用情况。轮胎在汽车里才是实体，它们拥有本地标识
如汽车的四轮分为左前轮，右前轮，左后轮，右后轮。当轮胎报废了之后我们便不再关心这些轮胎的
命周期了，我们也不会在系统中寻找某一个轮胎现在安在哪台车上。因此，汽车便是这个聚合的根实
，轮胎就在这个聚合的边界之内。

再举个例子：

在订单模块中，下单操作必须生成订单主表和购买商品附表，订单主表即是一个根，通过这个根我们
以找到当时这笔订单购买了哪些商品。但是我们并不会单独去查购买商品附表里的记录，脱离了订单
表，这些记录就没有了意义。

定义

我们应该将实体和值对象分门别类的聚集到聚合当中，并定义聚合的边界。在每个聚合当中，选择一
实体作为根。并通过根来控制边界内其他对象的所有访问。只允许外部对象保持对根的引用。对内部
员的临时引用可以被传递出去，但仅在一次操作中有效。由于根控制访问，因此不能绕过它来修改内
对象。这种设计有利于确保聚合中的对象满足所有固定规则，也可以确保在任何状态变化时聚合作为
个整体满足固定规则。

不变性和一致性边界即是聚合的设计依据和精髓。

不变性和一致性边界

这里的不变性指的是业务规则，该规则应该始终保持一致。一致性边界的意思是单个事务的修改范围。
原则上我们应该在一个事务里只修改一个聚合。

如果理解这个不变性和之前实体和值对象的不变性的区别呢？

之前的实体和值对象中的不变性，针对的是局部的规则，而聚合中的一致性针对的是，各个实体或者
对象共同维持的规则

聚合的主要作用

1. 主要为了维护对象生命周期内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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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聚合的生命周期，在初期的时候我们使用工厂Factory来创建聚合或者复杂对象，在生命周期的
期末期我们使用资源库Repository来提供检索对象或者持久化对象。虽然工厂和资源库本身不属于领
，但我们在使用聚合的过程当中，可以更容易的操作聚合。

2. 通过定义清晰的所属关系和边界，在这个边界中的模型元素在生命周期内必须维护一致性，通俗的
就是业务规则。

聚合就是一组相关对象的集合，我们将他作为数据修改的单元。通俗的说，比如以往我们在一个事务
需要修改三张表，那这三张表映射出的实体和值对象就可以组成一个聚合。

聚合大小（边界范围）

在具有复杂关联的模型中，要想保证对象更改的一致性是很困难的。不仅互不关联的对象需要遵守一
固定规则。而且紧密关联的各组对象也要遵守一些固定规则。然而，过于谨慎的锁定机制又会导致多
用户之间毫无意义地互相干扰，从而使系统不可用。

因为聚合涉及到了事务，因为如果事务边界太大的话，会导致经常发生冲突。所以我们应该合理的设
事务边界。一方面为了对象组合上的方便而将聚合设计得很大，另一方面，我们设计的聚合又可能因
过于贫瘠而丧失了保护真正不变条件的目的。所以聚合的边界不可过大也不可过小，但推荐聚合应该
保证遵守固定规则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小。

小聚合：其中只包含最小数量的属性或者值类型属性，这里的最小数量表示所需的最小属性集合即不
也不少。怎么理解属性时所需的呢？即那些必须与其他属性保持一致的属性。比如三角形的三个角一
要等于180度，你把这三个角放置到不同的聚合的话，那就不合适了。小聚合不仅有性能和可伸缩性
的好处，也有助于事务的成功执行，即减少事务冲突。

举个例子：

比如我们设计一个订单模块。订单模块涉及两张表，一张是订单主表，一张是订单商品附表。我们不
直接去访问订单商品附表，而是应该通过订单主表的id，间接的获取对应的订单商品列表。在领域模
中则是，通过资源库获取订单根实体，再通过订单根实体去获取内部的订单列表。（订单列表可以一
始就在资源库方法中封装好，也可以延迟加载）。这边我们可能会限制一个特殊规则，订单商品数量
能超过订单时间的尾数。因此在每次创建订单或者修改订单的时候都不能破坏这个规则。这个规则是
对订单主表和订单商品附表的一个联合规则。他们应该放置在同一个事务里。如果没有在一个事务中
话，假设当前商品数量差一就会达到最大数量，此时张三和李四同时对这个订单新增了一个商品。此
就破坏了这个规则。

聚合并不是简单理解为比如人类聚合由头、身体、四肢等实体或者值对象组成。它不一定映射到现实
某一个事务的完整轮廓。比如我们的业务规则，只限定头和身子必须满足一定的比例，不关心四肢部
。那么这时候的聚合只包含了头和身体。

聚合特征：

1. 根实体具有全局的标识，它最终负责检查固定规则。

2. 边界内的实体具有本地标识，这些标识只在聚合内部才是唯一的。

3. 聚合外部的对象不能引用根实体之外的聚合内部对象。根实体可以将内部实体的引用传递给它们，
只能临时使用。或者传递一个值对象的副本出去，而不用关心它发生了什么变化。

4. 只有根实体才能直接通过数据库直接查询，其他对象必须通过遍历关联来发现。（意思是根实体可
从资源库中的某个方法获取，但是聚合内的其他对象，资源库不提供直接的访问方法，而是在资源库
生成聚合的时候，直接添加进聚合）

5. 根实体可以保持其他根实体的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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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删除操作，比如删除聚合边界内的所有对象。

7. 当对聚合边界内的任何对象做了修改时，整个聚合的所有固定规则都必须被满足。

设计原则

原则一：通过唯一标识去引用其他聚合

1. 引用聚合和被引用的聚合不可以在同一个事务中进行修改

2. 如果你在试图在单个事务中修改多个聚合，这往往意味着此时的一致性边界是错误的，发生这样的
况通常是我们遗留了某些建模点，或者尚未发现通用语言中的某个概念。

3. 当试图修改多个聚合的话，我们也应该采用最终一致性而非原子一致性。

public class Order {
    private Product product;
}

应改为利用唯一标识去引用其他聚合。

public class Order {
    private ProductId productId;
}

原则二：利用应用层来处理聚合内的依赖关系，避免在聚合中使用资源库或者领域服
。

如果实在需要特定的复杂依赖关系，可以在聚合的命令方法中使用领域服务和资源库。

原则三：在边界之外使用最终一致性。

如果单次用户请求，的确需要修改多个聚合实例的话，比如在一个聚合上执行命令方法时，如果还需
在其他的聚合上执行额外的业务规则，那么则需要使用最终一致性。我们可利用消息中间件之类的机
，完成最终一致性。

但以上这些原则不是完全不能打破的。当出现以下一些情况时，我们可以做出妥协。

1. 方便用户界面：用户界面可能允许用户一次性的给多个对象定义共有的属性，然后再进行批量处理。

2. 缺乏技术机制：最终一致性需要诸如消息，定时器，后台线程之类的技术，当我们的项目没有去使
这些技术的时候。就只能在单个事务中去修改多个聚合实例。

3. 全局事务：考虑遗留技术和企业政策所带来的英雄。

4. 查询性能：有时候还是在一个聚合中维护其他聚合的直接引用，有助于资源库的查询性能。

我们不应该去找借口来打破聚合原则。长远的来看，遵循聚合原则对整个项目是有益的。有时候原子
致性在技术、性能、资源上都不好实现的话。 我们可以弱化一致性，我们可以转而使用最终一致性。

关于DDD的理解各有不同，欢迎网友评论一起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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