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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设计模式(一)-单例模式

什么是单例模式
● 单例模式（Singleton Pattern）是 Java 中最简单的设计模式之一。这种类型的设计模式属于创建
模式，它提供了一种创建对象的最佳方式。

● 这种模式涉及到一个单一的类，该类负责创建自己的对象，同时确保只有单个对象被创建。这个类
供了一种访问其唯一的对象的方式，可以直接访问，不需要实例化该类的对象。

实现单例模式的思路
1. 构造方法私有化

保证系统中只有一个对象的实例，那么我们就需要去防止该对象一不小心被new出来，因此我们需要
构造方法私有化

2. 创建静态方法获取实例

外界不能通过new来获得对象实例了，然而我们需要获取一个实例，那么我们就需要提供一个可供外
访问的返回对象实例的静态方法

3. 确保对象实例只有一个

只对对象进行一次实例化，以后的获取都是获取第一次创建的对象实例

几种单例模式的区别
1. 饿汉模式

● 饿汉模式是指，我先把对象创建好，等你需要的时候再来拿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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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class Singleton1 {
  // 无论该对象是否被使用，均会创建，绝大数情况加浪费性能
   private static Singleton1 singleton = new Singleton_1(); 
 private static Singleton1() {
      }
 public Singleton1 getSingleton() {
    return singleton;
  }
}

● 这种模式是最为简单的，而且天生线程安全，但是有一个缺陷在于有资源浪费的嫌疑，不论你
么时候使用，我在类加载的时候就一次性创建了

2. 懒汉模式

● 因为饿汉模式存在浪费资源的嫌疑，懒汉模式应运而生

● 懒汉模式的意思是，我先不创建类的对象实例，等你需要的时候我再创建

public class Singleton2 {
  private static Singleton2 singleton = null;
  private Singleton2() {}

 // 在调用的时候再去创建对象
 // 在并发情况下无法保证项目中只有一个Singleton_2对象，违背单例模式的初衷
 public static Singleton2 getSingleton() {
     if (singleton == null) { // 线程1
         singleton = new Singleton2(); // 线程 2
     }
     return singleton;
 }
}

● 该对象实例只有在执行获取方法的时候才会去创建、解决了饿汉模式的资源浪费的缺陷

● 但是上述代码在并发情况下会出现创建多个对象的情况，例如，此时singleton为null，线程1与
程2均会通过判断，进行对象实例化，因此线程1与线程2会各自创建一个对象

3. synchronized同步锁

● 因为可能出现外界多人同时访问getSingleton()方法，可能会出现因为并发问题导致类被实例化
次，我们可以给获取对象方法加上锁synchronized来控制该方法在同一时刻只有一个线程能进入，
保证该对象只会被实例化一次

public class Singleton3 {

 private static Singleton3 singleton = null;

 private Singleton3() {
 }

 // 这是最简单的解决方案，使用synchronized加锁来解决
 // 可以有多个线程进入getSingleton（）方法，但只会有一个线程进入if判断，其他线程等待
 public static Singleton3 getSingleton() {
     synchronized (Singleton3.class) {
         if (singleton == nu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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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gleton = new Singleton3();
         }
     }
     return singleton;
 }
}

● 我们通过加锁的方式保证了单例模式的安全性，但因为给获取对象的方法进行了加锁，多个线
只有一个能进行判断，其他进程进入阻塞状态，等待上个进程执行结束后才能进行判断，影响性能

4. 双重检验锁

● 我们可以使用双重检验锁的形式来优化

public class Singleton4 {

    private static Singleton4 singleton = null;

    private Singleton_3() {
    }
    public static Singleton4 getSingleton() {
        // 先进行判断，为null再进入同步代码块
        if (singleton == null) {
            synchronized (Singleton_3.class) {
                if (singleton == null) {
                    singleton = new Singleton_3();
                }
            }
        }
        return singleton;
    }
}

● 但是DCL也存在有缺陷，由于jvm的指令重排序，DCL偶尔也会存在失效的情况

● 创建一个对象这个操作并不是一个原子性的操作，jvm会生成三个指令

● 指令1：给对象分配内存空间

● 指令2：调用构造器，初始化对象属性

● 指令3：将对象引用指向内存地址

● java编译器可能会对指令进行优化，可能会把指令执行顺序变为

● 执行指令1：分配对象空间

● 执行指令3：将对象引用执行内存地址

● 执行指令2：调用构造器，初始化对象属性

● 我们来分析重排序后可能存在的问题

● 在线程1执行到重排序后的第二步之后，然后cpu正好切换到线程2工作，且线程2也正好进
了getSingleton操作，此时对象处于创建了引用且分配了内存空间但未进行初始化的状态，那么线程
在执行 **if (singleton == null)**判断的时候，线程2发现对象不为null，那么线程2就获取到了一个
有进行初始化的对象

●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双重检验锁的方式会出现DCL失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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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化双重检验锁以及双重检验锁失效的问题非本文重点，有兴趣可参考 双重检验锁失效”的问题
明以及相关优化以及翻译版本

5. 静态内部类

● 当外部类内被访问时，并不会加载内部类，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特性来进行设计单例

public class Singleton4 {
    private Singleton4() {
    }

    // 定义静态内部类
    private static class BuildSingleton4 {
        // 加载外部类时不会执行，只有加载 BuildSingleton4 时才会执行
        private static Singleton4 singleton = new Singleton4();
    }

    public Singleton4 getSingleton() {
        //当内部类第一次被访问时，创建对象实例
        return BuildSingleton4.singleton;
    }
}

● 当外部内被访问时，并不会加载内部类，所以只要不访问 BuildSingleton4这个内部类，priva
e static Singleton4 singleton = new Singleton4()不会被执行，只有当
ingleton4.getSingleton被调用时访问内部类的属性，此时才会将对象进行实例化，这就相当于实
懒加载的效果，这样既解决了恶汉模式下可能造成资源浪费的问题，也避免了了懒汉模式下的并发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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