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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quote>
<p>战术设计是从微观视角对单个微服务的编码设计，而战略设计是从宏观视角对多个微服务的交互
计。从人体学来说，一个器官的内部构造属于战术设计，多个器官之间的协作属于战略设计。好比心
器官之间的协作配合。</p>
</blockquote>
<h4 id="为什么需要战略设计-">为什么需要战略设计？</h4>
<p>假设我们在设计订单模型时，下单操作涉及到会员等相关规则，比如增加积分等操作。（此时我
还未将订单子域和会员子域进行剥离）。其实一个用户的下单操作不需要与会员的积分产生强烈耦合
一旦会员的积分制度发生变动，又得需要在订单子域中进行修改，而订单子域又是我们的核心域，频
的对核心域进行更改的风险较大。那如果将会员体系从订单核心域剥离出去呢？我们便使得两个子域
职能更为清晰并且解耦，这也体现了单一职责的设计原则。</p>
<p>假设一个开发小组既负责订单逻辑又要负责会员积分逻辑，则使得这个开发小组本身的职责变得
杂。如果使将订单和会员拆分开来，通过上下文之间的交互（即微服务之间的交互）使得订单开发小
成员、会员开发小组各自关心自己的领域（即各自只关心各自的业务逻辑）。</p>
<blockquote>
<p>好比流水线上的工人，有利于分工，大家专注于自己负责的工序。</p>
</blockquote>
<p>战略设计的元素主要有子域、限界上下文、上下文映射图。</p>
<h4 id="领域-子域-限界上下文">领域、子域、限界上下文</h4>
<p>从广义上讲，领域即是一个组织所做的事情以及其中所包含的一切。比如我们是一家网上生鲜超
，我们这个公司的业务范围就是线上的生鲜营销。而它即是我们正面对的领域。那如果在这个领域中
建一个统一大而全的模型，项目将会逐渐陷入混乱，更好的处理方式是在这一整个领域中再细分出子
。好比我们生鲜超市公司里面分了很多部门例如财务部，采购部，营销部，库存部等部门，大家各司
职，分工明确。如果公司不分门别类划分部门，只有一个部门的话，每个人都得会各个部门的一些工
。人员工作就变得杂乱无章且复杂，而公司管理也逐渐失控。DDD 的思想是提出限界上下文的概念
类比于不同的部门，采购部有采购部的模型，营销部有营销部的模型，模型只在限界上下文中变动，
影响其他限界上下文，将变动的影响范围控制在单个限界上下文中。使得风险在可控范围。限界上下
我们可以通俗的理解为微服务中的单个微服务，比如订单微服务，商品微服务等等。</p>
<p>试图去创建一个全功能的领域模型是非常困难的，并且最终很可能是失败的。我们可以试图去通
战略设计，按实际功能将这些交织的模型划分成逻辑上相互分离的子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系统
复杂性。</p>
<blockquote>
<p>限界上下文不一定是我们自己开发的，比如可能某些公司会使用外部的云库存服务，那么这个库
限界上下文就属于外部。</p>
</blockquote>
<h4 id="子域与限界上下文的关系">子域与限界上下文的关系</h4>
<blockquote>
<p>子域是否与限界上下文一一对应？</p>
</blockquote>
<p>不一定，比如我们的营销系统引入了会员优惠制度，但一开始我们的优惠规则非常简单，此时可
将会员优惠作为限界上下文中的一个模块。等到这个会员模块的规则逻辑开始愈加复杂之后，我们再
其进行剥离使其成为一个单独的限界上下文。</p>
<h5 id="一般来说-一个子域对应一个限界上下文-">一般来说，一个子域对应一个限界上下文。</h
>
<p>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子域呢？因为一个概念在不同子域的关注点并不一致。</p>
<p>比如顾客的概念，在商品子域中，顾客的浏览记录，购买记录，偏好作为在商品子域的重要关注
。而在订单子域中，顾客的会员等级，余额，优惠券并是该子域的重要关注点。将模型放置在一个特
子域当中，才能使得该模型更为清晰。</p>
<blockquote>
<p>不同限界上下文如何进行互通有无？此时就需要上下文映射图。</p>
</blockquote>
<h4 id="领域的种类划分">领域的种类划分</h4>
<p>领域中的子域可分为核心域、支撑子域、通用子域。</p>
<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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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核心域：公司主要的业务领域，比如生鲜的商品子域以及订单子域</li>
<li>支撑子域：公司的库存帮助公司完成销售。他们就属于支撑子域。</li>
<li>通用子域：会员子域，在许多的网上购物平台上都会使用到的会员体系。它属于通用子域。</li>
</ul>
<h5 id="核心域并非是绝对的">核心域并非是绝对的</h5>
<p>比如在外卖软件中，商店的位置服务是属于支撑子域，外卖软件中的外卖订单域便是核心域。但
店的位置服务是调用外部的地图服务商的 API，这种位置服务在该地图服务商的业务领域中则是核心
。</p>
<blockquote>
<p>而不同的限界上下文为了解决某个问题而进行协作，如何协作呢？在上下文映射图中我们会继续
到如何通过集成限界上下文的方式来完成不同通用语言间的映射。</p>
</blockquote>
<h4 id="为什么需要限界上下文">为什么需要限界上下文</h4>
<p>限界上下文是一个显式的边界，领域存在于这个边界之内。领域模型把通用语言表达成软件模型
创建边界的原因在于，每一个模型概念，包括它的属性和操作，在边界之内都具有特殊的含义。</p>
<p>举个例子，比如用户模型在权限上下文中代表了某个用户的权限，而在会员上下文中代表了某个
户的会员数据。那如果我们在整个领域中用一个用户模型既代表权限模型又代表会员模型的话，便会
淆开发人员的关注点，大而全的模型是对单一职责设计的破坏，使得后期维护更加困难。所以将模型
分到不同的限界上下文，使得模型与我们的通用语言更加贴切符合。</p>
<p>在我们中文当中也有类似的情况，我举个例子。包袱这个词大家肯定都听过。但是它是一个多义
。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意思。例如：“请大家放心，不要有思想上的包袱。”这句话中包袱指的
负担。而“相声中的包袱”则指的是笑料。不同的语境相当于不同的限界上下文，限界上下文起到对
型的解释更加清晰的作用。</p>
<blockquote>
<p>单个限界上下文的内容包含我们之前讲到的关于战术设计的建模工具。</p>
</blockquote>
<p>有时，我们可以使用模块来避免创建一些微小的限界上下文。通过分析分散在不同限界上下文的
务，你可能会发现，模块可以将多个限界上下文减少到一个。模块也可以用来拆分开发者的任务职责
因此我们可以使用更加战术化的手段来避免过多的限界上下文。</p>
<h5 id="关于DDD的理解各有不同-欢迎网友评论一起探讨-">关于 DDD 的理解各有不同，欢迎网
评论一起探讨。</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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