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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astDFS简介 

FastDFS(distributed file system)是一款开源的分布式文件系统，用来对文件进行管理，功能包括：

文件存储、文件同步、文件访问（上传、下载），解决了大容量存储的问题，并支持负载均衡。（FastDFS

开源社区论坛地址：http://bbs.chinaunix.net/forum-240-1.html，此资料中的绝大部分内容来源于开源

社区）。 

2 FastDFS应用场景 

FastDFS 是为互联网应用量身定做的一套分布式文件存储系统，非常适合用来存储用户图片、

视频、文档等文件，不适合分布式计算场景。 

FastDFS Server 仅支持 unix 系统，在 Linux 和 FreeBSD 测试通过。 

V5.0 以前的版本还依赖 libevent；V5.0 以后不再依赖 libevent。V5.04 开始依赖 libfastcommon。

V5 版本从 V5.05 开始才是稳定版本，截止目前（2015-11-25）为止最新版是 V5.07。 

3 FastDFS的组成 

FastDFS 服务端包含两个角色： 

Tracker（跟踪器）：负责访问调度工作，实现负载均衡。 

Storage（存储节点）：完成管理文件的所有功能，包括：文件的存储、同步、访问；同时对文件

的 metadata（元数据）进行管理，metadata 是文件属性的键值对。 

4 FastDFS的系统架构 

 

FastDFS 中的两个角色 Tracker 和 Storage 都支持集群部署，即 Tracker 和 Storage 都可以由一个

或多个服务器构成，Tracker 和 Storage 中的节点可以随时添加或删除，而且不会影响其他线上节点

的使用。 

Tracker 中的所有服务器都是对等的，可以根据服务器的压力情况随时增加或减少。 

 Storage 采用来了分卷（组）的管理方式，存储系统由一个或多个卷组成。 

卷之间彼此独立，不进行数据同步。 

一个卷可以由一台或多台存储服务器组成，一个卷下的服务器之间的文件都是相同的，卷中的

多台服务器起到了冗余备份和负载均衡的作用。 

在卷中增加服务器时，文件同步由系统自动完成，同步完成后，系统自动将新服务器切换到线

http://bbs.chinaunix.net/forum-24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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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提供服务。 

容量的扩充通过添加新卷完成，当存储空间不足或即将耗尽时，可以动态添加卷。只需要增加

一台或多台服务器，并将它们配置为一个新的卷，这样就扩大了存储系统的容量。 

一台 storage 服务器可以管理多块硬盘啊，一台 storage 服务器上只需要启动一个 storage server

进程即可，即一台 storage server 只属于一个 group。 

 

5 FastDFS的文件上传过程 

 

1. Client 询问 Tracker 上传到的 Storage，不需要附加参数。 

2. Tracker 返回一台可用的 Storage。 

3. Client 直接和 Storage 通讯完成文件上传。 

 

6 FastDFS的文件下载过程 

 

1. Client 询问 Tracker 下载文件的 Storage，参数为文件标识（组名和文件名） 

2. Tracker 返回一台可用的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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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lient 直接和 Storage 通讯完成文件下载 

7 Storage文件源同步过程 

每次部署集群，源同步就会发生，首次启动第一台机器时是直接添加到组内，而后面的机器都

要进行源同步。添加 Storage 需要做源同步，也就是从组内现有的一台机器上推送历史数据到新机器。

源同步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持新添加的机器数据与旧机器一致。 

源同步性能： 

整个源同步过程中都是源机器使用一个同步线程，将数据推到新机器，因此和机器的磁盘个数

没有关系。也就是说最多只能达到一个磁盘的 IO，而不能并发。 

 由于源同步的截止条件为取不到 binlog 的时刻，因此若系统很繁忙，不断有新数据写入，就将

会导致一致无法完成源同步这个过程。所以不建议在使用高峰期进行数据同步。 

概念解释： 

源机器：表示被 Tracker 选择出来，源机器需要将持有的数据推送给新机器。 

源同步：就是源机器推送旧数据给新机器的过程。 

增量同步：也就是 Binlog 同步，此时是组内的机器进行互相同步。 

涉及到的文件： 

$base_path/data/.data_init_flag，与源同步相关的内容： 

sync_old_done=1         ##是否成功获取到源机器 IP 

sync_src_server=192.168.126.131   ##源主机的 IP 地址 

sync_until_timestamp=1418285426    ##源主机负责的旧数据截止时间 

 

$base_path/data/sync/192.168.126.131_23000.mark，与源同步相关的内容： 

need_sync_old=0    ##是否需要同步旧文件给对方 

sync_old_done=0    ##若需要同步旧文件，那么旧文件是否同步完成 

until_timestamp=0   ##源主机负责的旧数据截止时间 

源同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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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同步过程 

Storage 在启动时会为每个 Tracker 开启一个线程，用于维持与其的通讯。当 Storage 是首次加入

集群时，会向 Tracker 发送一个请求，向 Tracker 咨询由哪台机器作为源。 

Tracker 收到请求后的处理如下： 

若组内没有机器，则告诉新机器不需要进行源同步； 

若组内有机器但是没有状态为 Active 的机器，那么返回一个错误，新机器将睡眠后重试； 

若组内有机器并且有状态为 Active 的机器，那么选择一台作为其源，返回两个值：当前时间作

为源同步截止时间与源机器的 IP，并且在本地记录该信息，同时将新机器状态设置成WAIT_SYNC。 

由于可能配置多个 Tracker，因此该请求在 Storage 中是采用互斥量同步的，因此一次只会有一

个线程能够发起该请求，若请求成功则会设置标志位，第二个线程就不会再作该请求。 

当新机器收到 Tracker 返回的源机器 IP 和源同步截止时间后，会将信息被写入到 .data_init_flag

的 sync_src_server 和 sync_until_timestamp 两个字段，并且将 sync_old_done 字段更新成 1，表示

已完成获取源主机的操作。 

 

例如：当前 FastDFS 集群的配置如下，两个 Tracker 为 Tracker-A，Tracker-B；两台已存在的

Storage-A、Storage-B，现在添加 Storage-C。当添加 Storage-C 时查询到的源机器为 Storage-A。 

新机器 Storage-C： 

在从一台 Tracker 获取到源机器的 IP 和截止时间后，马上将该信息通知其他的 Tracker。然后进

入循环定期向 Tracker 发送心跳信息。当源同步完成后，源会将 Storage-C 状态设置成 OFFLINE，

在下一个心跳中，Tracker 会将 Storage-C 状态设置成 ACTIVE。此时新机器加入完毕。 

源机器 Storage-A： 

在与 Trakcer 的心跳中，得到新机器 Storage-C 的信息，启动一个线程负责对 Storage-C 的同步。

下面的操作都在该同步线程之中： 

1. 由于本地并没有 Storage-C 的信息（没有对应的 mark 文件），因此就会向 Tracker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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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age-C 的源机器 IP 与源同步截止时间，同时判断这个源是否为自己。 

2. 发现自己就是新机器 Storage-C 的源，则将信息写入到 Storage-C_23000.mark 文件之中，其

中 need_sync_old=1; sync_old_done=0; util_timestamp = 截止时间。 

3. 请求 Tracker 将 Storage-C 的状态设置成 SYNING。 

4. 从头开始遍历本地的 binlog 文件，对于每一条记录执行如下判断： 

 若为源操作、或者非源操作并且操作时间小于源同步截止时间，则将该条记录对应操作同

步给 Storage-C；（同步过程中也会记录最后同步的 offset，假如此时宕机了，下次启动也可以读

到 Storage-C_23000.mark 文件的 need_sync_old 与 binlog_offset 值继续源同步过程）。 

5. 当在某一个时刻，取不到更多地 binlog 时，请求 Tracker 将 Storage-C 状态设置成 OFFLINE。

此时源同步完成。 

非源机器 Storage-B： 

在与 Trakcer 的心跳中，得到新机器 Storage-C 的信息，启动一个线程负责对 Storage-C 的同步。

下面的操作都在该同步线程之中，Storage-B的同步属于增量同步过程： 

1. 由于本地并没有 Storage-C 的信息（没有对应的 mark 文件），因此就会向 Tracker 查询

Storage-C 的源机器 IP 与源同步截止时间，同时判断这个源是否为自己。 

2. 新机器 Storage-C的源是 Storage-A不是自己，将信息写入到 Storage-C_23000.mark文件之中，

其中 need_sync_old=0; sync_old_done=0; util_timestamp = 截止时间。 

3. 进入睡眠等待，知道 Storage-C 的状态变成 ACTIVE。 

4. 打开 binlog，跳过操作时间小于源同步截止时间的记录，对之后的每一条为元操作的 Binlog，

都同步给 Storage-C。 

 

8 Storage文件增量同步过程 

Storage 节点增量同步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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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ker1 Tracker2

S1T1

S1T2

同步进程打开mark文件，读
取
binlog_index、binlog_off
set,例如取到值为：1、100

打开binlog.001文件，
查找到100这个位置。 循环读取binlog.001中

的内容 是否源操作

是

否

将文件同步到其他存储
节点，并更新
binlog_offset标志。

Storage1

线程S1T1、S1T2：通过心跳和Tracker保持通信，
同时从Tracker获取Storage2的信息，然后开启同
步线程SS2。
SS2：负责完成向Storage2的同步。

Storage2

线程S2T1、S2T2：通过心跳和Tracker保持通信，
同时从Tracker获取Storage2和Storage3的信息，
然后开启同步线程SS1。
SS1：负责完成向Storage1的同步。

S2T2
S2T1

 

文件同步过程 

同步过程描述： 

1. 获取组内的其他 Storage 信息，并启动同步线程 

 在 Storage.conf配置文件中，只配置了 Tracker的 IP地址，并没有配置组内其他的 Storage。

因此同组的其他 Storage必须从 Tracker获取。具体过程如下： 

      1）Storage启动时为每一个配置的Tracker启动一个线程负责与该Tracker的通讯。 

      2）默认每间隔30秒，与Tracker发送一次心跳包，在心跳包的回复中，将会有该组内的

其他Storage信息。 

      3）Storage获取到同组的其他Storage信息之后，为组内的每个其他Storage开启一个线

程负责同步。 

2. 同步线程执行同步过程 

每个同步线程负责一台 Storage的同步，以阻塞方式进行。 

 1）打开对应 Storage的 mark文件，如负责到 192.168.182.132 的同步则打开

192.168.182.132_23000.mark 文件，从中读取 binlog_index、binlog_offset两个字段值，如取到

值为：1、100，那么就打开 binlog.001文件，seek到 100这个位置。 

 2）进入一个 while循环，尝试着读取一行，若读取不到则睡眠等待。若读取到一行，并且该

行的操作方式为源操作，如 C、A、D、T（大写的都是），则将该行指定的操作同步给对方（非源操

作不需要同步），同步成功后更新 binlog_offset标志，该值会定期写入到

192.168.182.132_23000.mark 文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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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信息记录位置：base_path/data/sync，同步涉及到的文件： 

IP_XXX.mark：同步状态文件，记录本机到IP地址机器的同步状态。 

binlog.index：记录当前使用的binlog文件序号，如果为1，则使用binlog.001文件。 

binlog.000,binlog001...binlogXXX：真实的 binlog文件。 

 

Mark文件内容说明 

Mark文件名的格式：192.168.182.132_23000.mark 

Mark文件中同步相关内容描述： 

binlog_index=0 表示上次同步给192.168.182.132机器的最后一条binlog文件索引。 

binlog_offset=116 表示上次同步给 192.168.182.132 机器的最后一条 binlog偏移量，若程序重启

了，只要从这个位置开始向后同步即可。 

 

Binlog文件内容说明 

binlog.000文件是由一条条binlog日志组成的,内容样例： 

1418285342 c M01/00/00/CgAHl1SJUR6AZqSHAAAF1vgN0rw59.conf   

1418285734 C M00/00/00/CgAFklSJUqaAL7hBAAAF1vgN0rw38.conf   

1418285809 C M01/00/00/CgAFklSJUvGAL96CAAAF1vgN0rw96.conf 

 

每一条记录都是使用空格符分成三个字段： 

1. 第一个字1418285342表示文件上传的时间戳。 

2. 第二个字段表示文件创建方式： 

C表示源创建、c表示副本创建 

A表示源追加、a表示副本追加 

D表示源删除、d表示副本删除 

T表示源Truncate、t表示副本Truncate 

3. 第三个字段M01/00/00/CgAHl1SJUR6AZqSHAAAF1vgN0rw59.conf 

M01为storepath索引，紧接着00/00/为路径，后面CgAHl1SJUR6AZqSHAAAF1vgN0rw59.conf 为文

件系统中实际的文件名。 

9 Storage文件最后最早被同步时间 

一组内有Storage-A、Storage-B、Storage-C三台机器。对于A这台机器来说，B与C机器都会同

步Binlog（包括文件）给他，A在接受同步时会记录每台机器同步给他的最后时间（也就是Binlog

中的第一个字段timpstamp）。比如B最后同步给A的Binlog-timestamp为100，C最后同步给A的

Binlog-timestamp为200，那么A机器的最后最早被同步时间就为100. 

最早被同步时间判断一个文件是否存在某个Storage上。比如这里A机器的最后最早被同步时间

为100，那么如果一个文件的创建时间为99，就可以肯定这个文件在A上肯定有。为什呢？一个文件

会Upload到组内三台机器的任何一台上： 

1）若这个文件是直接Upload到A上，那么A肯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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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若这个文件是Upload到B上，由于B同步给A的最后时间为100，也就是说在100之前的文件都

已经同步A了，那么A肯定有。 

3）同理C也一样。 

Storage会定期将每台机器同步给他的最后时间告诉给Tracker，Tracker在客户端要下载一个文

件时，需要判断一个Storage是否有该文件，只要解析文件的创建时间，然后与该值作比较，若该值

大于创建创建时间，说明该Storage存在这个文件，可以从其下载。 

Tracker也会定期将该值写入到一个文件之中，Storage_sync_timestamp.dat，内容如下： 

group1,10.0.0.1,0,1408524351,1408524352 

group1,10.0.0.2,1408524353,0,1408524354 

group1,10.0.0.3,1408524355,1408524356,0 

  每一行记录了，对应 Storage 同步给其他 Storage的最后时间，如第一行表示 10.0.0.1同步给

10.0.0.2的最后时间为 1408524351，同步给 10.0.0.3 的最后时间为 1408524352；同理可以知道后

面两行的含义了。每行中间都有一个 0，这个零表示自己同步给自己，没有记录。按照纵列看，取

非零最小值就是最后最早同步时间了，如第三纵列为 10.0.0.1 被同步的时间，其中 1408524353就

是其最后最早被同步时间。 

 

10 FastDFS配置文件说明 

10.1 跟踪器配置文件 Tracker.conf 

10.1.1 基础配置参数 

disabled=false 

定义 tracker.conf 配置文件是否生效，false 生效，true 不生效，需要注意。 

bind_addr=  

设置 tracker 服务绑定的 IP，如果服务器有多个 IP 地址，但只想用一个 IP 提供服务可以使用此

项，默认为空，即所有 IP 都提供服务。 

port=22122 

 tracker 服务使用的端口号。 

download_server=0 

 执行文件下载的服务器位置，取值范围：0，1。 

 0：轮询方式，在存储文件的卷中的节点上轮流下载。 

 1：从源存储节点下载文件（就是文件一开始上传到的存储节点）。 

reserved_storage_space = 10% 

 指定存储节点保留的空闲空间，可以是百分比或绝对值大小，可以指定 K,M,G 大小，百分比支

持 xx.xx%的格式。如果一个卷中的存储节点磁盘大小不一样，如果有一个节点的剩余空间<= 

reserved_storage_space 的值，则该组中的所有节点都不能再上传文件。 

run_by_group= 

 运行 FastDFS 软件的操作系统用户组，不填默认为启动 FastDFS 的用户所在用户组。 

run_by_user= 

 运行 FastDFS 软件的操作系统用户，不填默认为启动 FastDFS 的用户。 

store_slave_file_use_link =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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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从文件是否采用 symbol link（符号链接）方式。如果设置为 true，一个从文件将占用两个

文件：原始文件及指向它的符号链接。 

base_path=/data/fastdfs/tracker 

 存储数据和日志的根目录，base_path 的值必须设置，子目录不用设置，会自动创建。 

 

10.1.2 网络参数 

allow_hosts=* 

 允许连接到当前 tracker 服务器的主机，可以是主机名和 IP 地址，默认为*即所有主机都可以连

接到此 tracker 服务器，此限制对客户端、存储节点都有效。 

 配置文件中给出的示例： 

 allow_hosts=10.0.1.[1-15,20]：主机 IP地址在10.0.1.1到10.0.1.15之间的机器和 IP地址为10.0.1.20

的机器都能连接当前 tracker 服务器，一共 16 台机器，要连接当前 tracker 服务器的客户端和存储节

IP 地址必须是这 16 个 IP 中的一个。 

allow_hosts=host[01-08,20-25].domain.com：主机名为 host01.domain.com 到 host08.domain.com、

host020.domain.com 到 host25.domain.com 之间的机器都能连接当前 tracker 服务器，一共 14 台机器，

要连接当前 tracker 服务器的客户端和存储节点的主机名必须是这 14 个主机名中的一个。 

 

10.1.3 连接、线程、内存参数 

use_connection_pool = false 

是否使用连接池。 

connection_pool_max_idle_time = 3600 

连接池中连接的最大空闲时间，单位秒，默认 3600 秒，一个连接的空闲时间超过此值后将被关

闭。 

connect_timeout=30 

 连接超时时间，单位为秒，默认 30 秒。 

network_timeout=60 

 tracker 服务的网络超时时间，单位为秒，默认 60 秒。发送或接收数据时，如果在超时时间后还

不能发送或接收数据，则本次网络通信失败。 

max_connections=256 

服务能提供的最大连接数，默认值 256。 

work_threads=4 

工作线程数，通常设置为 CPU 数。 

thread_stack_size = 64KB 

线程栈的大小，默认是 64KB，不能小于 64KB，线程栈越大，一个线程占用的系统内存资源就

越多。如果线程分配不够用，并且一个线程栈分配过大时，可以适当加大线程数，并降低线程栈的

大小，但是不能小于 64KB。 

 

10.1.4 storage和 tracker 通信参数 

store_server=0 

指定上传到存储节点的方式，取值范围 0、1、2。 

0：轮询方式。 

1：根据 IP 地址排序，选择 IP 最小的一个服务器。 

2：根据优先级来设置，每个存储节点的优先级在存储节点的 storage.conf 文件中配置，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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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load_priority 参数决定。 

store_server 相当于指定了一个卷中文件存放的源节点，源节点会将该文件同步到一个卷中的其

他存储节点上。 

store_path=0 

指定文件上传时选择目录的方式，store_path 取值范围：0，2。 

0：轮询方式，多个磁盘依次存放。 

2：选择剩余空间最大的目录存放。 

store_path 指定将文件上传到存储节点的哪个 base_path 目录下，因为在一个存储节点中可以指

定多个 base_path，一个 base_path 可以设置为一个磁盘挂载点。 

store_lookup=2 

 文件上传到卷的方式，取值范围：0、1、2。 

0：轮询方式，假如有 2 个存储卷，第 1 次文件上传到卷 1，第二次文件上传到卷 2，第 3 次文

件再上传到卷 1，第 4 次文件上传到卷 2，如此循环。 

1：指定卷，指定上传的卷。 

2：平衡负载，选择空闲空间最大的卷存放文件。 

如果在应用中指定了上传到哪个组，那么这个参数被绕过。 

store_group=group2 

当 store_lookup=1 时和 store_lookup 配合使用，指定文件上传的卷。如果 store_lookup 的值为 0

或 2，此参数即使有值也失效。 

check_active_interval = 120 

检查存储节点是否活跃的时间间隔，单位秒，默认 120 秒检查一次。 

storage server 定期向 tracker server 发心跳，如果 tracker server 在一个 check_active_interval 内还

没有收到 storage server 的一次心跳，那边将认为该 storage server 已经下线。所以本参数值必须大于

storage server 配置的心跳时间间隔。通常配置为 storage server 心跳时间间隔的 2 倍或 3 倍。 

storage_ip_changed_auto_adjust = true 

控制当 storage server IP 地址改变时，集群是否自动调整，只有在 storage server 进程重启时才完

成自动调整。 

storage_sync_file_max_delay = 86400 

存储服务器之间同步文件的最大延迟时间，单位秒，默认为 1 天（86400 秒）。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调整。 

storage_sync_file_max_time = 300 

存储服务器同步一个文件需要消耗的最大时间，缺省为 300s，即 5 分钟。 

use_storage_id = false 

是否使用 server ID 作为 storage server 标识。 

storage_ids_filename = storage_ids.conf 

 use_storage_id 设置为 true，才需要设置本参数，可以使用相对路径或绝对路径。在文件中设置

组名、server ID 和对应的 IP 地址，参见源码目录下的配置示例：conf/storage_ids.conf 

storage_id.conf 文件示例： 

 

id_type_in_filename = ip 

设置存储节点服务器在文件中的 id 类型，可以为 ip 或 id，默认为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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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存储节点服务器的 ip 地址。 

id：存储节点服务器的 id。 

只有 use_storage_id=true 时，此参数才生效。 

 

10.1.5 日志文件参数 

log_level=info 

 定义日志级别，区分大小写，日志级别由高到低有： 

 emerg：紧急，alert：警报，crit：严重，error：错误，warn：警告，notice：注意事项，info：信

息，debug：调试。 

log_file_keep_days = 0 

日志文件保存的天数，默认值 0 表示不删除日志文件一直保存。 

######################## error log 错误日志######################## 

rotate_error_log = false 

是否定期轮转 error log，目前仅支持一天轮转一次。 

error_log_rotate_time=00:00 

error log 定期轮转的时间点，只有当 rotate_error_log 设置为 true 时有效。 

rotate_error_log_size = 0 

 error log 按大小轮转 

设置为 0 表示不按文件大小轮转，否则当 error log 达到该大小，就会轮转到新文件中。 

 

10.1.6 文件由内存到磁盘的同步参数 

sync_log_buff_interval = 10 

将内存中的日志信息写入到磁盘的时间间隔，单位秒，默认 10 秒写入一次。 

 

10.1.7 小文件合并存储特性参数 

use_trunk_file = false 

是否使用小文件合并存储特性，缺省是关闭的。 

slot_min_size = 256 

trunk file 分配的最小字节数。比如文件只有 16 个字节，系统也会分配 slot_min_size 个字节。 

slot_max_size = 16MB 

定义小文件的界限值，当文件<=slot_max_size 时，才会合并存储。如果一个文件的大小大于这

个参数值，将直接保存到一个文件中（即不采用合并存储方式）。 

slot_max_size 必须大约 slot_min_size。 

trunk_file_size = 64MB 

合并存储的 trunk file 大小，至少 4MB，默认值 64MB。不建议设置的过大。 

trunk_create_file_advance = false 

是否提前创建 trunk file。只有当这个参数为 true，下面 3 个以 trunk_create_file_打头的参数才有

效。 

trunk_create_file_time_base = 02:00 

提前创建 trunk file 的起始时间点，02:00 表示第一次创建的时间点是凌晨 2 点。 

trunk_create_file_interval = 86400 

创建 trunk file 的时间间隔，单位为秒。如果每天只提前创建一次，则设置为 86400。 

trunk_create_file_space_threshold = 2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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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创建 trunk file时，需要达到的空闲 trunk大小，比如本参数为20G，而当前空闲 trunk为4GB，

那么只需要创建 16GB 的 trunk file 即可。 

trunk_init_check_occupying = false 

trunk 初始化时，是否检查可用空间是否被占用。 

trunk_init_reload_from_binlog = false 

是否无条件从 trunk binlog 中加载 trunk 可用空间信息 

FastDFS 缺省是从快照文件 storage_trunk.dat 中加载 trunk 可用空间， 

该文件的第一行记录的是 trunk binlog 的 offset，然后从 binlog 的 offset 开始加载 

trunk_compress_binlog_min_interval = 0 

压缩 binlog 文件的最小时间间隔，默认值为 0，不压缩。 

FastDFS 在 trunk 文件初始化和销毁时压缩 binlog，推荐设置为 86400 秒。 

10.1.8 其他参数 

http.server_port=8080 

tracker 服务的端口 

http.check_alive_interval=30 

每隔多长时间检查 storage 服务器的活动状态，单位秒，默认每隔 30 秒检查一次 

http.check_alive_type=tcp 

设定检查 storage 服务器活动的类型，取值：tcp 或 http， 

tcp：表示只连接到 storage 服务器的 http 端口，不请求和获取回复。 

http：检查 storage 服务器活动的 url，必须返回 http 的状态为 200。 

http.check_alive_uri=/status.html 

检查 storage 的 http 服务活动的 url 

 

10.2 存储节点配置文件 Storage.conf 

10.2.1 基础配置参数 

disabled=false 

定义 storage.conf 配置文件是否生效，false 生效，true 不生效，需要注意。 

group_name=group1 

指定存储节点所属的卷（组），如果不配置或注释掉这个属性，需要将 tracker.conf 中的

use_storage_id 设置为 true，并配置 storage_ids.conf 配置，才能使用这个存储节点。 

base_path=/home/yuqing/fastdfs 

数据文件和日志文件的存放位置。  

store_path_count=1 

存放文件时 storage server 支持多个路径（例如磁盘）。这里配置存放文件的基路径数目，通常只

配一个目录。 

store_path0=/home/yuqing/fastdfs 

#store_path1=/home/yuqing/fastdfs2 

逐一配置 store_path 的路径，索引号基于 0。注意配置方法后面有 0,1,2 ......，需要配置 0 到

store_path - 1。如果不配置 base_path0，那它就和 base_path 对应的路径一样。 

subdir_count_per_path=256 

FastDFS 存储文件时，采用了两级目录。这里配置存放文件的目录个数，取值范围 1-256。 

如果本参数只为 N（如：256），那么 storage server 在初次运行时，会自动创建 N * N 个存放文件的

子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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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_by_group= 

运行 FastDFS 软件的操作系统用户组，不填默认为启动 FastDFS 的用户所在用户组。 

run_by_user= 

运行 FastDFS 软件的操作系统用户，不填默认为启动 FastDFS 的用户所在用户。 

file_distribute_path_mode=0 

文件在 data 目录下分散存储策略。 

0: 轮流存放，在一个目录下存储设置的文件数后（参数 file_distribute_rotate_count 中设置文件

数），使用下一个目录进行存储。 

1: 随机存储，根据文件名对应的 hash code 来分散存储。 

file_distribute_rotate_count=100 

当 file_distribute_path_mode 配置为 0（轮流存放方式）时，本参数有效。 

当一个目录下的文件存放的文件数达到本参数值时，后续上传的文件存储到下一个目录中。 

upload_priority=10 

本 storage server 作为源服务器，上传文件的优先级，可以为负数。值越小，优先级越高，默认

值 10。这里和 tracker.conf 中 store_server= 2 时的配置相对应。 

 

10.2.2 网络参数 

bind_addr= 

设置 storage 服务绑定的 IP，如果服务器有多个 IP 地址，但只想用一个 IP 提供服务可以使用此

项，默认为空，即所有 IP 都提供服务。 

client_bind=true 

 本 storage server 作为 client 连接其他服务器（如 tracker server、其他 storage server）时是否绑定

IP 地址，true 绑定和 bing_addr 一样的地址，false 表示可以绑定任意一个本机的 IP 地址。 

port=23000 

storage server 服务端口。 

connect_timeout=30 

连接超时时间，单位秒，针对 socket 套接字函数 connect。 

network_timeout=60 

 storage 服务器网络超时时间，单位秒。发送或接收数据时，如果在该值后还不能发送或接收数

据，则本次网络通信失败。 

allow_hosts=* 

允许连接到当前 storage 服务器的主机，可以是主机名和 IP 地址，默认为*即所有主机都可以连

接到此 storage 服务器。 

 配置文件中给出的示例： 

allow_hosts=10.0.1.[1-15,20]：主机 IP地址在10.0.1.1到10.0.1.15之间的机器和 IP地址为10.0.1.20

的机器都能连接当前 storage 服务器，一共 16 台机器，要连接当前 storage 服务器的客户端和存储节

IP 地址必须是这 16 个 IP 中的一个。 

allow_hosts=host[01-08,20-25].domain.com：主机名为 host01.domain.com 到 host08.domain.com、

host020.domain.com 到 host25.domain.com 之间的机器都能连接当前 storage 服务器，一共 14 台机器，

要连接当前 storage 服务器的客户端和存储节点的主机名必须是这 14 个主机名中的一个。 

if_alias_prefix= 

网卡接口的前缀，例如 linux 中的 eth，多个前缀用逗号分隔，默认为空，意思为自动使用操作

系统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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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 连接、线程、内存参数 

use_connection_pool = false 

是否使用连接池，默认 false，不使用。 

connection_pool_max_idle_time = 3600 

连接池中连接的最大空闲时间，单位秒，默认值 3600，空闲时间超过此值的连接将被关闭。 

max_connections=256 

服务器支持的最大连接数 

buff_size = 256KB 

设置队列结点的 buffer 大小。工作队列消耗的内存大小 = buff_size * max_connections。设置得

大一些，系统整体性能会有所提升。对于 32 位系统，请注意使用到的内存不要超过 3GB。 

work_threads=4 

工作线程数，通常设置为 CPU 数，配置的是 NIO 线程，也就是网络线程数。 

accept_threads=1 

配置 accept 线程数，专门处理客户端的连接操作，并为每个 Socket 连接创建一个任务，将该任

务提交到 NIO 线程，如果配置了多个 Accept 线程，那么会开启 N-1 个线程执行同样地操作，因为主

线程也执行该操作，如果为 1 则直接在主线程上进行。 

Storage 之中有两种处理网络的线程，分别为 Accept 线程与 NIO 线程，前者专门处理客户端的

连接操作，并为每个 Socket 连接创建一个任务，将该任务提交到 NIO 线程，处理网络数据的读写。

这两种线程的个数都可以独立配置。 

thread_stack_size=512KB 

线程栈的大小。FastDFS server 端采用了线程方式。 线程栈越大，一个线程占用的系统资源就

越多。torage server 线程栈不应不小于 512KB 

 

10.2.4 I/O参数 

disk_rw_separated = true 

磁盘读写是否分离，默认磁盘读写分离。 

disk_reader_threads = 1 

针对单个存储路径的读线程数，缺省值为 1。 

读写分离时，系统中的读线程数 = disk_reader_threads * store_path_count。 

读写混合时，系统中的读写线程数 = (disk_reader_threads + disk_writer_threads) *  

disk_writer_threads = 1 

针对单个存储路径的写线程数，缺省值为 1。 

读写分离时，系统中的写线程数 = disk_writer_threads * store_path_count。 

读 写 混 合 时 ， 系 统 中 的 读 写 线 程 数  = (disk_reader_threads + disk_writer_threads) * 

store_path_count。 

 

10.2.5 storage和 tracker 通信参数 

heart_beat_interval=30 

心跳间隔时间，单位秒，这里是指主动向 tracker server 发送心跳。 

stat_report_interval=60 

向 tracker server 报告磁盘剩余空间的时间间隔，单位为秒。 

tracker_server=192.168.209.121:22122 

tracker 可以配置多个，格式：tracker_server=host:port，host 可以是主机名或 IP 地址，端口号必



 

 

19 

填，如果有多个 tracker_server，可以配置多行 tracker_server=host:port。 

 

10.2.6 storage服务之间的同步参数 

sync_wait_msec=50 

同步等待时间，单位毫秒。同步文件时，如果从 binlog 中没有读到要同步的文件，休眠 N 毫秒

后重新读取。0 表示不休眠，立即再次尝试读取。 

出于 CPU 消耗考虑，不建议设置为 0。如果希望同步尽可能快一些，可以将本参数设置得小一

些，比如设置为 10ms。 

sync_interval=0 

同步上一个文件后，再同步下一个文件的时间间隔，单位为毫秒，0 表示不休眠，直接同步下

一个文件。  

sync_start_time=00:00 

同步开始时间，格式[小时:分钟]，小时取值：0-23，分钟取值：0-59。 

sync_end_time=23:59 

同步结束时间，格式[小时 :分钟]，小时取值：0-23，分钟取值：0-59。sync_start_time 和

sync_end_time 共同设置允许系统同步的时间段 (默认是全天) 。一般用于避免高峰同步产生一些问

题而设定。 

file_sync_skip_invalid_record=false 

文件同步的时候，是否忽略无效的 binlog 记录。 

 

10.2.7 文件由内存到磁盘的同步参数 

sync_binlog_buff_interval=10 

 同步 binglog（更新操作日志）到硬盘的时间间隔，单位为秒，默认值 60 秒。本参数会影响新

上传文件同步延迟时间。【7.2.6】中的参数配合此参数一块使用。 

write_mark_file_freq=500 

同步完 N 个文件后，把 storage 的 mark 文件同步到磁盘，默认值 500。 

sync_log_buff_interval=10 

同步或刷新日志信息到硬盘的时间间隔，单位为秒，默认值 10 秒。storage server 的日志信息不

是时时写硬盘的，而是先写内存。 

sync_stat_file_interval=300 

把 storage 的 stat 文件同步到磁盘的时间间隔，单位为秒，如果 stat 文件内容没有变化，不会进

行同步，单位秒，默认值 300。 

fsync_after_written_bytes=0 

当写入大文件时，每写入 N 个字节，调用一次系统函数 fsync 将内容强行同步到硬盘。默认值

为 0，表示从不调用 fsync。 

 

10.2.8 日志文件参数 

log_level=info 

定义日志级别，区分大小写，日志级别由高到低有： 

emerg：紧急，alert：警报，crit：严重，error：错误，warn：警告，notice：注意事项，info：信

息，debug：调试。 

log_file_keep_days = 0 

日志文件保存的天数，默认为 0，表示不删除任何旧的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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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ess log 访问日志######################### 

use_access_log = false 

是否将文件操作记录到 access log。 

rotate_access_log = false 

是否定期轮转 access log，目前仅支持一天轮转一次。 

access_log_rotate_time=00:00 

access log 定期轮转的时间点，只有当 rotate_access_log 设置为 true 时有效。 

rotate_access_log_size = 0 

 access log 按文件大小轮转。 

设置为 0 表示不按文件大小轮转，否则当 access log 达到该大小，就会轮转到新文件中。 

 

######################### error log 错误日志######################### 

rotate_error_log = false 

是否定期轮转 error log，目前仅支持一天轮转一次。 

error_log_rotate_time=00:00 

error log 定期轮转的时间点，只有当 rotate_error_log 设置为 true 时有效。 

rotate_error_log_size = 0 

error log 按文件大小轮转。 

设置为 0 表示不按文件大小轮转，否则当 error log 达到该大小，就会轮转到新文件中 

 

10.2.9 其他参数 

check_file_duplicate=0 

是否检测上传文件已经存在。如果已经存在，则不存在文件内容，建立一个符号链接以节省磁

盘空间。  

这个应用要配合 FastDHT 使用，所以打开前要先安装 FastDHT  

1 或 yes 是检测，0 或 no 是不检测。 

file_signature_method=hash 

文件去重时，文件内容的签名方式：hash 或 md5，默认 hash。 

key_namespace=FastDFS 

 当 check_file_duplicate 的值为 1 或 yes 时，在 FastDHT 中的命名空间，此时 key_namespace 必

须设置。 

keep_alive=0 

与 FastDHT servers 的连接方式 (是否为持久连接) ，默认是 0（短连接方式）。可以考虑使用长

连接，这要看 FastDHT server 的连接数是否够用。 

##include /home/yuqing/fastdht/conf/fdht_servers.conf 

可以通过 #include filename 方式来加载 FastDHT servers  的配置。 

同样要求 check_file_duplicate=1 时才有用，不然系统会忽略。 

fdht_servers.conf 记载的是 FastDHT servers 列表。 

 

####################### HTTP 服务配置部分####################### 

http.domain_name= 

storage server 上 web server 域名，通常仅针对单独部署的 web server。这样 URL 中就可以通过

域名方式来访问 storage server 上的文件了，这个参数为空就是 IP 地址的方式。 

http.server_port=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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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的访问端口。 

11 FastDFS的安装 

安装一个 FastDFS 的文件服务器集群 

部署结构图： 

storage2
192.168.182.122 storage4

192.168.182.124

storage1
192.168.182.121

storage3
192.168.182.123

Tracker1/192.168.182.101 Tracker2/192.168.182.102

 

 

服务器操作系统为 RHEL7.0，详细信息如下： 

主机名/IP 地址 卷（组）名 角色 备注 base_path 

tracker1/192.168.182.101 - 跟踪器 管 理 group1 、

group2 

/tracker 

tracker2/192.168.182.102 - 跟踪器 管 理 group1 、

group2 

/tracker 

tracker3/192.168.182.103 - 跟踪器 用来演示 tracker

节点的添加、删

除 

 

storage1/192.168.182.121 group1 存储节点  /storage 

storage2/192.168.182.122 group1 存储节点  /storage 

storage3/192.168.182.123 group2 存储节点  /storage 

storage4/192.168.182.124 group2 存储节点  /storage 

storage5/192.168.182.125 group1 存储节点 用来演示 storage

节点的添加、删

除 

/storage 

安装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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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所有服务器上关闭防火墙服务，并禁止开机自启动 

RHEL7、centOS7、OEL7 版本： 

systemctl stop firewalld.service  --关闭防火墙服务 

systemctl disable firewalld.service  --关闭开机自动启 

linux5、6 版本： 

service iptables stop    --关闭防火墙服务 

chkconfig iptables off   --关闭开机自动启 

2. 在所有服务器上关闭 seLinux 服务 

vim /etc/selinux/config 

将 SELINUX 的改为 disabled 

 

3. 在所有服务器上，安装 libfastcommon 软件包 

解压 libfastcommon-1.0.7.zip 包并将文件夹 cp 到/usr/local/src 目录下，执行命令 

cd libfastcommon-1.0.7 

./make.sh 

./make.sh install 

4. 安装 FastDFS 

解压 FastDFS_v5.05.tar.gz 包并将文件夹 cp 到/usr/local/src 目录下，执行命令 

cd FastDFS 

./make.sh 

./make.sh install 

5. 配置 Tracker（tracker1 和 tracker2 都做如下配置） 

FastDFS 配置文件的默认目录/etc/fdfs，操作如下： 

1） 进入配置文件目录，使用 sample 文件复制一份 tracker.conf 文件进行修改： 

cd /etc/fdfs 

cp tracker.conf.sample tracker.co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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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辑 tracker.conf 配置文件，命令 vim tracker.conf，修改如下内容： 

base_path=/tracker  ##数据和日志的存放路径 

store_lookup=2     ##存储组的选择方式，负载均衡方式，这是默认方式 

store_server=0     ##存储节点的选择方式，轮询方式，这是默认方式 

store_path=2      ##存储路径的选择方式，负载均衡方式  

thread_stack_size = 128KB  ##线程栈大小，默认 64K 

storage_sync_file_max_delay=600  ##存储节点间文件同步的最大延迟时间，默认 1 天，此处测试

改为 10 分钟 

rotate_error_log = true ##启用错误日志 

其他参数默认即可。 

3） 启动 tracker 服务器： 

fdfs_trackerd /etc/fdfs/tracker.conf start 

如果报错，查看日志： 

$base_path/logs/trackerd.log ， 此 处 配 置 的 base_path=/tracker ， 所 以 日 志 文 件 路 径 ：

/tracker/logs/trackerd.log 

6. 配置 Storage 

1） 进入配置文件目录，使用 sample 文件复制一份 storage.conf 文件进行修改： 

cd /etc/fdfs 

cp storage.conf.sample storage.conf 

2） 编辑 storage.conf 配置文件，命令 vim storage.conf，修改如下内容： 

storage1 和 storage2 的配置文件： 

group_name=group1  ##卷名 

base_path=/fastdfs   ##基础路径，存放 storage 运行所需文件 

sync_wait_msec=1000  ##同步检查间隔时间 1000ms 

store_path0=/storage  ##文件存放路径 

tracker_server=192.168.182.101:22122  ##storage 注册到 tracker1 

tracker_server=192.168.182.102:22122  ##storage 注册到 tracker2 

use_access_log = true ##开启访问日志 

storage3 和 storage4 的配置文件： 

group_name=group2  ##卷名 

base_path=/fastdfs   ##基础路径，存放 storage 运行所需文件 

sync_wait_msec=1000  ##同步检查间隔时间 1000ms 

##store_path0=/storage  ##如果不配置 store_path，那么文件默认存放在${base_path}/data 下 

store_path0，实际生产环境中，尽量将所有节点的存储位置保持一致，方便管理。 

tracker_server=192.168.182.101:22122  ##storage 注册到 tracker1 

tracker_server=192.168.182.102:22122  ##storage 注册到 tracker2 

use_access_log = true ##开启访问日志 

3） 启动 storage 服务器： 

在四个存储节点执行启动命令： 

fdfs_storaged /etc/fdfs/storage.conf start 

如果报错，查看日志： 

$base_path/logs/storaged.log 此 处 配 置 的 base_path=/fastdfs ， 所 以 日 志 文 件 路 径 ：

/fastdfs/logs/storaged.log 

7. 查看 FastDFS 文件服务器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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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客户端安装 FastDFS（此处选择 tracker1 作为客户端）。 

2） 配置 client.conf 文件 

cp client.conf.sample client.conf 

vim client.conf 

client 的配置文件： 

base_path=/client    ##配置 client 的基本目录 

tracker_server=192.168.182.101:22122  ##配置 tracker1 服务的地址 

tracker_server=192.168.182.102:22122  ##配置 tracker2 服务的地址 

3） 使用 fdfs_monitor 命令查看 FastDFS 文件服务器的状态： 

fdfs_monitor /etc/fdfs/client.conf -h 192.168.182.101 list 

fdfs_monitor /etc/fdfs/client.conf -h 192.168.182.102 list 

参数说明： 

/etc/fdfs/client.conf：客户端配置文件 

-h 192.168.182.101/-h 192.168.182.102：tracker1/tracker2 服务器的 ip 地址 

list：显示指定的 tracker 的服务器信息 

 

以 tracker1 192.168.182.101 为例，查询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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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tracker1 和 tracker2 的信息都能查看到 group1 和 group2 的信息，说明部署成功，如果部署

过程中出现问题，需要参照日志文件中的信息进行修正。 

12 文件的上传 

上传文件命令：fdfs_upload_file 

语法： 

fdfs_upload_file <config_file> <local_filename> [storage_ip:port] [store_path_index] 

<config_file>：客户端配置文件名称，必须有。 

<local_filename>：要上传的文件名称，必须有。 

[storage_ip:port]：上传的存储节点名称，选择项。 

[store_path_index]：存储路径，选择项。 

示例,上传 testupload 文件： 

 

返回值文件 ID：【group名+节点上存储目录编号+storage节点创建的目录+加密的一个文件名】，

根据文件 ID，可以查看文件信息，使用 fdfs_file_info 命令，示例： 

 

从返回结果中可以知道： 

文件上传位置：192.168.182.121 服务器，存储节点 ID：0 

创建时间：2015-12-02:21:18:35 

文件大小：62bytes 

crc32 校验码：1868958003，fdfs_crc32 命令可以直接查看文件的 crc32 校验码，例如： 

 

文件上传前和上传后的 crc32 校验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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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文件的下载 

下载文件命令：fdfs_download_file 

语法： 

fdfs_download_file <config_file> <file_id> [local_filename] [<download_offset> <download_bytes>] 

<config_file> ：客户端配置文件，必须有 

<file_id> ：要下载的文件 ID，必须有。 

[local_filename] ：存储到本地的文件，选择项。 

[<download_offset> <download_bytes>]：下载偏移量、下载大小，选择项。 

示例： 

fdfs_download_file /etc/fdfs/client.conf 

group1/M00/00/00/wKi2eVZf0KuAEPaaAAAAPm9mCTM1183578 /root/testdownload 

 

测试 crc32 校验码，显示正确无误： 

 

14 文件的删除 

文件删除命令：fdfs_delete_file 

语法： 

fdfs_delete_file <config_file> <file_id> 

<config_file> ：客户端配置文件，必须有。 

<file_id>：文件 ID，必须有。 

示例： 

 

删除完成后，查询文件信息还能查看，但是下载时会提示文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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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服务器存储节点的路径下查看，文件也已经删除： 

 

15 FastDFS Tracker 节点维护 

tracker 的添加和删除比较麻烦，不光要修改 tracker 的配置文件，原有的存储节点配置文件也要

修改。所有 tracker 之间是对等的。 

15.1.1 添加 Tracker节点 

添加一个节点 tracker3，tracker3 只监控 group2，查看 tracker3 的状态并通过 tracker3 上传文件。 

tracker3 主机的信息： 

 

参照 FastDFS 的安装步骤安装 FastDFS 并修改 client.conf 配置文件(将 tracker1 或 tracker2 上的

client.conf 直接 scp 到 tracker3)，启动 tracker3 服务。 

 

停止 group2 中 storage3，storage4 的存储服务： 

 

 

修改 storage3，storage4 的配置文件 storage.conf，添加 tracker3 的配置内容并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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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 storage3，storage4 节点，并在客户端配置文件中添加 tracker3 的信息： 

 

在客户端查看 tracker3 服务器的状态信息： 

 

发现即使在 storage1 和 storage2 中没有配置 tracker3 的信息，在 tracker3 启动后，tracker 在启动后也

能管理所有的 group，测试上传文件： 

 

查看服务器存储目录下内容： 

storage3 和 storage4 中的目录全部存有上传后的 file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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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age1 和 storage2 中的目录全部存有上传后的 file11： 

 

 

删除客户端配置文件中的 tracker1 和 tracker2 的配置，只保留 tracker3 的配置： 

 

尝试将文件 file11 上传到 storage1 节点，仍然成功： 

 

查看 storage1 存储目录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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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添加 tracker3 节点实验得出结论：即使 tracker3 只有 group2 向其注册，tracker3 启动后，和其他的

tracker 节点是等效的，也能向其他节点监听的 group 中上传数据，即使其他节点停机。 

 

15.1.2 删除 Tracker节点 

1. 将各个 storage 节点配置文件中的 tracker_server=IP:PORT 删除，重启 storage。这样 storage 节点

就不再像 tracker 推送信息。 

2. 停止 tracker 节点服务。 

3. 删除客户端配置文件中的 tracker_server=IP:PORT 

示例 

1. 查看 tracker3（192.168.182.103）监控的信息： 

fdfs_monitor /etc/fdfs/client.conf -h 192.168.182.103 list | grep -iE 'group|storage|ip_addr' 

 

 

可以看出 tracker3 节点监控 4 个存储节点 4 个节点都是 ACTIVE 状态。 

2. 修改 4 个节点的/etc/fdfs/storage.conf 文件，删除下图中高亮部分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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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重启四个 storage 服务器，命令：fdfs_storaged /etc/fdfs/storage.conf restart，此时查看 storage 节点

在 tracker3 中的状态，发现都是 OFFLINE： 

 

 

在 tracker1 和 tracker2 都是 ACTIVE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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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停止 tracker3 服务 

 

再次查看 tracker3 的状态： 

 

发现 tracker3 已经拒绝连接，FastDFS 自动把 tracker1 的监听信息给返回。 

删除客户端文件中的 tracker3 配置信息，即高亮内容： 

 

再次查看 tracker3 的信息： 

 

系统提示 tracer3 服务器找不到，表示 tracker3 删除成功。 

 

16 FastDFS Storage 节点维护 

16.1.1 添加 Storage节点 

在 group1 中多添加一个节点 storage5，查看文件同步情况： 

环境准备： 

准备 10 个文件 file1-file10，将文件上传到服务器，返回了 10 个文件的 ID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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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 storage1、storage2 服务器存储节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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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age1 和 storage 2 上的文件全部存在，冗余完成，现在开始添加节点 storage5，并将其注册到

tracke1 和 tracker2，添加完成后，如果 storage5 上的数据能自动冗余完成，说明 storage5 添加成功。 

添加 storage5： 

参照 FastDFS 的安装步骤安装 FastDFS 并修改配置文件，然后启动 FastDFS 即可。 

因为是测试环境，所以将 storage5 配置文件中的#store_path0=/storage 注释掉，文件会默认存放到

base_path 下的 data 目录，如下： 

 
查看 00/00 目录下的文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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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同步完成，查看 tracker1（192.168.182.101）： 

 

tracker2（192.168.182.102）的信息： 

 

group1 中 storage3 节点的信息就是刚添加的 192.168.182.125 存储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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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2 删除 Storage节点 

以删除 storage5 节点为例： 

1. 停止 storage5 节点的服务 

 

2. fdfs_monitor 命令删除节点 5 的服务： 

 

查看 tracker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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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age5 的状态是 deleted，重启 tracker1 服务器： 

 

重启 tracker1 后看到 active server count=0，没有活动的 storage，等待一个心跳的时间，storage

将信息推送到 tracker1 后，再次查看 tracker1 信息，可以看到 active server count=2： 

 

同理重启 tracker2，即可完成 storage5 的删除。 

这种情况下，如果 storage5 中的 FastDFS 安装信息还保留这，如果启动 storage 服务，storage5 会再

次加入到 group1 中，所有要完全删除 storage5，还需要将 storage5 上安装的 FastDFS 卸载。 

17 FastDFS卸载 

1. 到 FastDFS 的软件目录下，执行./make.sh cl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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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删除 fastDFS 文件的如下目录： 

1） tracker.conf/storage.conf/client.conf 配置文件中指定的 base 目录，特别是删除 storage.conf 中指

定的存储目录时要特别注意，上传的文件都在这个目录中，必训先确认数据确实不再使用了之

后再删除，因为数据删除后找不回来。 

查看 tracker.conf 目录配置： 

cat /etc/fdfs/tracker.conf |grep -i base_path 

 

 

查看 storage.conf 目录配置： 

cat /etc/fdfs/storage.conf |grep -iE 'base_path|store_path' 

#storage.conf 可以更换为自己的配置文件名称。 

 
 

查看 client.conf 目录配置： 

cat /etc/fdfs/client.conf | grep -i base_path 

 

2） 配置文件目录：rm -rf /etc/fdfs 

3） 删除/bin 目录先相关的文件命令 rm -rf /etc/fdfs_* 

4） 查找根目录下 fastDFS 相关的文件还有哪些，文件查找命令：find / |grep -iE 'fdfs|fastdfs' 

一般会包含： 

/usr/include/fastdfs 

/etc/rc.d/init.d/fdfs_storaged 

/etc/rc.d/init.d/fdfs_trackerd 

/root/installFastDFS.sh 

到此 FastDFS 的卸载完成。 

 

使用如上的卸载方法是否可以将 FastDFS 卸载干净，以及是否会对以后再次在此机器上使用

FastDFS 造成干扰做了如下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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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载 FastDFS 后重启服务器，查看进程信息，没有 fastDFS 进程相关信息，说明没有 FastDFS

的残留进程。 

 

再次重新安装，不报错： 

 

再次将其配置为 storage 服务器，添加到 group1 中，并查看 tracker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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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68.182.103 节点成功添加到 group1 中，成为 Storage 1 节点，状态 ACTIVE，查看存储目录： 

 

数据文件同步也已经完成，新节点成功添加。 

测试附件的上传、下载、和删除命令都没问题： 

 

通过重新安装试验，说明之前的 FastDFS 卸载干净，没有对 FastDFS 的再次使用造成干扰。 

 

18 FastDFS目录结构和文件的说明 

18.1 tracker服务器的目录结构和文件 

完成 tracker 节点的配置并启动 tracker 服务后，在 base_path 目录下会生成 tracker 节点运行所必

须的目录结构和文件，目录和文件如下： 

${base_path} 

    |__data 

    |     |__storage_groups_new.dat：存储分卷（组）信息 

    |     |__storage_servers_new.dat：存储服务器列表 

    |__logs 

          |__trackerd.log：tracker server 日志文件  

进入目录结构下，目录结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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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1 data目录 

18.1.1.1 storage_groups_new.dat文件 

storage_groups_new.dat 文件用来记录存储卷（组）的信息，文件信息示例： 

 

storage_groups_new.dat 参数说明： 

group_count：卷的个数 

group_name：卷（组）名 

storage_port：存储服务的端口号 

storage_http_port：存储服务的 http 服务端口号 

store_path_count：存储节点存储路径的个数 

subdir_count_per_path：每个存储路径子目录的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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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_trunk_file_id=0：目前 trunk 文件的 id 

trunk_server=trunk 服务器 

last_trunk_server=最近使用的 trunk 服务器 

18.1.1.2 storage_servers_new.dat文件 

storage_servers_new.dat 文件记录了各个存储节点的详细信息，文件最后有一个节点总数的统计信息，

文件信息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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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age_servers_new.dat 参数说明： 

group_name：存储节点所属组名 

ip_addr：ip 地址 

status：状态 

version：版本 

join_time：加入集群的时间 

storage_port：存储节点的端口号 

storage_http_port：存储节点 http 服务端口号 

domain_name：域名 

sync_src_server：向 storage server 同步已有数据文件的源服务器 

sync_until_timestamp：同步已有数据文件的截至时间，服务器时间。 

store_path_count：存储路径根目录数 

subdir_count_per_path：每个根目录的子目录数 

upload_priority：上传优先级 

total_mb：总容量，单位 MB 

free_mb：剩余空闲容量，单位 MB 

total_upload_count：上传文件总个数 

success_upload_count：成功上传的个数 

total_append_count：总的附加文件个数 

success_append_count：成功附加的文件个数 

total_set_meta_count：总共更改 metadata（元数据）的次数 

success_set_meta_count：成功更改 metadata 的次数 

total_delete_count：总共删除文件的个数 

success_delete_count：成功删除文件的个数 

total_download_count：总共下载文件的个数 

success_download_count：成功下载文件的个数 

total_get_meta_count：总共获取 metdata 的次数 

success_get_meta_count：成功获取 metdata 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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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_create_link_count：总共创建链接的个数 

success_create_link_count：成功创建链接的个数 

total_delete_link_count：总共删除链接的个数 

success_delete_link_count：成功删除链接的个数 

total_upload_bytes：总共上传的文件大小 

success_upload_bytes：成功上传的文件大小 

total_append_bytes：总得附加文件大小 

success_append_bytes：成功附加的文件大小 

total_download_bytes：总共下载的文件大小 

success_download_bytes：成功下载的文件大小 

total_sync_in_bytes：总共同步到该存储节点的文件大小 

success_sync_in_bytes：成功同步到该存储节点的文件大小 

total_sync_out_bytes：此节点作为源，总共同步到同组其他存储节点的文件大小 

success_sync_out_bytes：此节点作为源，成功同步到同组其他存储节点的文件大小 

total_file_open_count：文件打开总数 

success_file_open_count：成功打开的文件数 

total_file_read_count：文件读取总数 

success_file_read_count：成功读取的文件数 

total_file_write_count：写文件的总数 

success_file_write_count：成功写文件的总数 

last_source_update：最后一次源头更新时间（更新操作来自客户端） 

last_sync_update：最后一次同步更新时间（更新操作来自其他 storage server 的同步） 

last_synced_timestamp：最后同步时间戳 

last_heart_beat_time：最后的心跳时间 

changelog_offset：日志偏移量 

18.1.1.3 storage_sync_timestamp.dat 文件 

storage_sync_timestamp.dat 文件中记录了每个 storage 同步给其他 storage 的最后时间戳，数据以逗号

分隔。以第一行数据为例介绍： 

group1,192.168.182.121,0,1449552104,1449552104 

group1：stroage 节点所在的组。 

192.168.182.121：storage 节点的 IP 地址。 

IP 地址后边的数字代表同组内 storage 节点同步的时间戳，第一行中 0 表示未同步，第一个

1449552104 表示从 192.168.182.121 同步到 192.168.182.122 的最后时间戳，第二个 1449552104 表示

192.168.182.121 同步到 192.168.182.123 的时间戳，因为 group1 中有 3 个 storage 节点，所以在 IP 地

址后有 3 列数字。 

按照纵列看，取非零最小值就是最后最早同步时间，最后最早同步时间用来判断一个文件在存

储节点中是否存在，最后最早同步时间的详细信息可参照第 9 部分 storage 最后最早时间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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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1.4 storage_changelog.dat 文件 

storage_changelog.dat 文件中记录的 storage 节点 IP 的变更信息。 

当 storage 启动时，会将以前存在文件中的 IP(文件.data_init_flag, 不是第一次启动)和现在的 IP 比

较,如果 IP 改变了,就会将 IP 变化的情况告诉 Tracker； Tracker 将更新原来的 storage 的 IP 地址, 但原

来的 IP 继续保留在 server 列表中; 并将更新情况记录到 storage_changelog.dat 中。 

下载文件时主要是看 group name; 如果 IP 更改了, 用指定源 IP server 下载时, 如果找不到，还是

会用轮询的方式选择 storage 节点。 

Tracker 每次都会将当前的 storage 节点信息保存在 storage_servers_new.dat 中，每次启动是先加

载 storage_servers_new.dat 中的老的信息，后续如果 storage 的信息如果有变化就会更改 server 列表的

信息(如 IP 更改等)。 

 

storage_changelog.dat 文件信息示例如下： 

 

18.1.1.5 fdfs_trackerd.pid 文件 

fdfs_trackerd.pid 文件记录了 tracker 服务器进程的进程号 PID，了解即可。信息内容如下： 

 

18.1.1.6 .tracker_status 文件 

.tracker_status 文件是隐藏文件，记录 tracker 启动时间和最后一次检查时间，包含信息如下： 

 

18.1.2 logs目录 

18.1.2.1 trackerd.log 文件 

trackerd.log 是 tracker 节点的日志文件，tracker 服务器的信息运行信息都会记录到此日志中，此

日志可以用来在存储节点出错时辅助查错。信息内容样例如下： 

 

 

18.2 storage服务器的目录结构和文件 



 

 

47 

完成 storage 节点的配置并启动 storage 服务后，在 base_path 目录下会生成 storage 节点运行所必

须的目录结构和文件，目录和文件如下： 

${base_path}：在 storage.conf 中配置的 base_path 路径 

    |__data 

    |     |__.data_init_flag：当前 storage server 初始化信息，信息含义下面有详细介绍 

    |     |__storage_stat.dat：当前 storage server 统计信息，信息含义下面有详细介绍 

    |     |__sync：存放数据同步相关文件 

    |     |     |__binlog.index：当前的 binlog 文件索引号 

    |     |     |__binlog.###：存放更新操作的记录（日志） 

    |     |     |__${ip_addr}_${port}.mark：存放同步的完成情况 

    |     | 

    |     |__一级目录：256 个存放数据文件的目录，如果 store_path 不配置，文件默认存放到此处。 

    |           |__二级目录：256 个存放数据文件的目录 

    |__logs 

          |__storaged.log：storage server 日志文件 

          |__storage_access.log：访问日志文件，如果开启了访问日志才会存在该日志文件，默认不存在。 

进入目录结构下，目录结构信息： 

 

18.2.1 data目录 

data 目录中存放了 storage 节点运行时所必须的一些文件，包括 storage 节点的初始化信息、运行

状态信息、storage 节点间的同步信息等。 

18.2.1.1 .data_init_flag 文件 

.data_init_flag 文件中记录了 storage 节点的初始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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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age_join_time：存储节点加入的时间 

sync_old_done：是否成功获取到源机器 IP，1 表示成功获得。 

sync_src_server：源主机的 IP 地址。 

sync_until_timestamp：源主机负责的旧数据截止时间。 

last_ip_addr：最后使用的 IP 地址 

last_server_port：最后使用的服务器端口 

last_http_port：最后使用的 http 服务端口 

current_trunk_file_id：当前合并文件的 ID，默认 0 

trunk_last_compress_time：合并文件最后的压缩时间，默认 0 

其中 sync_old_done、sync_src_server、sync_until_timestamp 三个参数和源同步相关。 

 

18.2.1.2 fdfs_storaged.pid 文件 

fdfs_storaged.pid 文件记录了 storage 服务的进程号，这个文件不需要手动更改，了解即可： 

 

18.2.1.3 storage_stat.dat 文件 

storage_stat.dat 记录了 storage 服务的状态信息，不需要手动更改，了解信息含义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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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_upload_count：上传文件总个数 

success_upload_count：成功上传的个数 

total_append_count：总上传追加个数 

success_append_count：成功上传追加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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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_modify_count：总共修改文件的个数 

success_modify_count：成功修改文件的个数 

total_truncate_count：总共合并文件的个数 

success_truncate_count：成功合并文件的个数 

total_download_count：总共下载文件的个数 

success_download_count：成功下载文件的个数 

total_set_meta_count：总共设置 metadata（元数据）的个数 

success_set_meta_count：成功设置 metadata 的个数 

total_delete_count：总共删除文件的个数 

success_delete_count：成功删除文件的个数 

total_get_meta_count：总共获取 metdata 的次数 

success_get_meta_count：成功获取 metdata 的次数 

total_create_link_count：如果文件存在，创建连接个数，用连接来访问文件 

success_create_link_count：如果文件存在，成功创建连接个数， 用连接来访问文件 

total_delete_link_count：总共删除链接的次数 

success_delete_link_count：成功删除连接的次数 

total_upload_bytes：上传文件的总大小 

success_upload_bytes：成功上传文件的大小 

total_append_bytes：附加文件的总大小 

success_append_bytes：成功附加文件大小 

total_modify_bytes：修改文件的总大小 

success_modify_bytes：成功修改文件的大小 

total_download_bytes：下载文件的总大小 

success_download_bytes：成功下载文件的大小 

total_sync_in_bytes：同步同组下机器文件的总大小 

success_sync_in_bytes：成功同步同组下机器文件的总大小 

total_sync_out_bytes：本机器同步到同组别的机器文件大小 

success_sync_out_bytes：本机器成功同步到同组别的机器文件大小 

total_file_open_count：打开文件总数量(同步文件个数+上传次数+流量次数) 

success_file_op 

en_count：成功打开文件数量(同步文件个数+上传次数+流量次数) 

total_file_read_count：读取文件总个数 

success_file_read_count：成功读取文件个数 

total_file_write_count：上传文件数，可能还有同步别的机器过来的文件数量 

success_file_write_count：成功上传文件数，可能还有同步别的机器过来的文件数量 

last_source_update：最后一次上传文件时间 

last_sync_update：同步别的机器数据过来的时间  

dist_path_index_high： 

dist_path_index_low： 

dist_write_file_count： 

 

18.2.1.4 sync 目录 

sync 目录中的文件用来记录 storage 之间同步的信息。 

18.2.1.4.1 ${ip_addr}_${port}.mark 文件 



 

 

51 

mark 文件的格式：${ip_addr}_${port}.mark，每个 storage 包含一个或多个 mark 文件，每个 mark

文件对应同组中的一个 storage 节点，mark 文件中信息如下：  

 

增量同步相关参数： 

binlog_index：已处理（同步）到的 binlog 索引号，记录当前使用的 Binlog 文件序号，如为 1，

则表示使用 binlog.001，binlog.001 就是真实地 Binlog 文件。 

binlog_offset：已处理（同步）到的 binlog 文件偏移量（字节数），表示上次同步给对方的最后

一条 binlog 偏移量，若程序重启了，也只要从这个位置开始向后同步即可。 

源同步相关参数： 

need_sync_old：是否需要同步旧文件给对方，1 需要同步，0 不需要同步。 

sync_old_done：若需要同步旧文件，那么旧文件是否同步完成，1 完成，0 未完成。 

until_timestamp：源主机同步数据的截止时间戳。 

其他参数： 

scan_row_count：已扫描的 binlog 记录数。 

sync_row_count：已同步的 binlog 记录数。 

18.2.1.4.2 binlog.index 文件 

binlog.index 中只有一个数据项：当前 binlog 的文件索引号。如下： 

 

18.2.1.4.3 binlog.###文件 

binlog.###，###为索引号对应的 3 位十进制字符，不足三位，前面补 0。索引号基于 0，最大为

999。一个 binlog 文件最大为 1GB。记录之间以换行符（\n）分隔，字段之间以西文空格分隔。字段

依次为： 

timestamp：更新发生时间（Unix 时间戳）。 

op_type：操作类型，一个字符。操作类型说明： 

C 表示源创建、c 表示副本创建 

A 表示源追加、a 表示副本追加 

D 表示源删除、d 表示副本删除 

T 表示源 Truncate、t 表示副本 Truncate 

源表示客户端直接操作的那个 Storage 即为源，其他的 Storage 都为副本。 

filename：文件名，如：M00/00/00/wKi2eVZg-tuEesvaAAAAAJ0Wlpo33.docx。其中的 M01 为

storepath 索引，紧接着 00/00/为路径，后面 M00/00/00/wKi2eVZg-tuEesvaAAAAAJ0Wlpo33.docx 为

文件系统中实际的文件名（不采用合并存储时，若采用合并存储并不是一个实际的文件名）。 

文件名组成：M00/00/00/wKi2eVZg-tuEesvaAAAAAJ0Wlpo33.docx，这个文件名中，除了 docx

为文件后缀，CgAHl1SJUR6AZqSHAAAF1vgN0rw59 这部分是一个 base64 编码缓冲区，组成如下： 

Storage_id（ip 的数值型） 

timestamp（创建时间） 

file_size（若原始值为 32 位则前面加入一个随机值填充，最终为 64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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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c32（文件内容的检验码） 

示例： 

 

 

18.2.2 logs目录 

18.2.2.1 storaged.log 文件 

storaged.log 是 storage 节点的日志文件，storage 服务器的信息运行信息都会记录到此日志中，

此日志可以用来在存储节点出错时辅助查错。信息内容样例如下： 

 

18.2.2.2 storage_access.log 文件 

storage_access.log 访问日志记录了文件的操作记录，信息样例如下： 

 

 

19 FastDFS自动备份和恢复 

19.1 FastDFS自动备份 

FastDFS 的同一卷（组）内的 Storage 节点之间数据完全一致，互相作为备份。同一个组内的存

储节点越多，数据冗余分数越多，数据的安全性越高。如果想要添加一个冗余备份，只需要向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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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一个存储节点即可，FastDFS 会采用源同步的方式在新增加的节点中完全冗余一份数据。 

19.2 FastDFS恢复 

FastDFS 的磁盘恢复属于自动完成，不需要手动干预，这里只介绍原来，方便出现问题后查错。 

磁盘恢复也就是一台服务器的某个磁盘坏掉，换了一个新的硬盘，然后将旧磁盘本应该有的数

据拷贝到新硬盘的过程。FastDFS 原生支持该过程，可以自动检测，并完成。FastDFS 推荐的方式是

一个磁盘挂载成一个 Store-Path，换了一个新的磁盘后，该 Store_path 目录下的数据丢失了，但是这

部分数据在同组的其他 Storage 都有，因此只要从对应的 Storage 上拷贝到目录下的数据即可。 

 FastDFS-Storaged 程序在启动时会检查每个 Store_path 目录下的子目录个数，默认情况下，每

个 Store_path 下面会创建两级 256 个子目录。当非首次启动时，发现某个 Store_path 下没有任何目

录，则会进入磁盘恢复过程。 

磁盘恢复过程包括三个步骤：RecoveryStart、RecoveryStore、RecoveryFinish；这三个步骤之中

的 RecoveryStore 可以多次执行，因此在恢复过程中记录了中间状态，即使在磁盘恢复过程中宕机或

停止，下次再次启动时还是可以从上次的状态继续恢复数据。而 RecoveryStart 与 RecoveryFinish 都

是只执行一次。 

磁盘恢复过程的两个状态文件： .recovery.mark、.binlog.recovery 

这两个状态文件保存与 StorePath 目录下，用于记录恢复过程的状态。 

.recovery.mark 文件包括三个字段： 

saved_storage_status=      ##表示状态 

binlog_offset=           ##表示恢复的 binlog 偏移量 

fetch_binlog_done=       ##表示是否已经下载 binlog 

  

 .binlog.recovery 文件，记录的是需要恢复的文件 binlog，内容类似下面这样的记录： 

1406858030 C M00/00/00/CmQPRlPa8y6AbW3ZAAADWjN_G5k15.conf 

恢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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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ker
Storage1

（Recovery）
源Storage2

非首次启动时，检测到问题，启动磁盘恢复
创建.recovery.mark、.binlog.recovery文件

查询storage最大状态、
卷信息、ActiveStorage信息

Storage1状态
变为RECOVERY

group_name
store_path_index

遍历binlog，返回信息

fetch_binlog_done=1
saved_storage_status=

检查.recovery.mark,
.binlog.recovery

请求Active源Storage

源Storage信息

源Storage3

依据.binlog.recovery下载文件，
1000个时更新binlog_offset

向所有Tracker报告
恢复之前的最高状态

 

恢复过程 

1. 磁盘恢复开始 RecoveryStart 

在 Storaged 启动时，会依次检查每一个 StorePath，首次启动时会为每个 StorePath 创建两级 256

个子目录（默认 256，可配置），因此当非首次启动时，检测到 StorePath 下不存在这两级的 256 个子

目录，那么程序就会认为该 StorePath 数据丢失，开始进行这个 StorePath 的磁盘恢复。 

RecoveryStart 执行如下操作： 

1） 创建状态文件 ：.recovery.mark、.binlog.recovery，并初始化。 

2） 获取源 Storage：连接 Tracker，查询该 Storage 的最大状态值（该值用于在磁盘恢复完成后，恢

复到之前的状态），查询所在组的 Storage 列表，从中获取一个状态为 Active 的 Storage，若获取

不到 Active 的 Storage 则睡眠 5 秒后再次尝试；获取到的该 Storage 我们称为源 Storage。 

3） Tracker 将要恢复的 storage 设置为 RECOVERY 状态。 

4） 向源 Storage 发送 FETCH_ONE_PATH_BINLOG 命令，参数为 group_name、store_path_index；源

Storage 收到该命令后从头遍历整个 binlog，过滤出符合下列条件的 binlog 返回来： 

binlog 文件的目录为指定的 store_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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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 binlog 的操作类型为 Create 方式； 

该 binlog 对应的文件在文件系统中还存在； 

5） 将从源 Storage 返回的 binlog写入到.binlog.recovery 文件之中，若完成收到源 Storage 的整个回复，

则设置.recovery.mark 文件中的 fetch_binlog_done 标志为 1；表示已经完成 binlog 文件的获取，

设置 saved_storage_status 为第二步中查询到的最大状态值。 

6） 检查若采用合并存储，则需要将该 binlog 进行分割。 

 

2. 磁盘恢复下载文件 

这个步骤也就是真实地从一个源 Storage 上下载文件，过程如下： 

1）  检查是否存在.recovery.mark、 .binlog.recovery 文件，若任何一个不存在则返回。 

2） 向RecoveryStart一样，向Tracker请求，查找该组内的一个状态为Active的Storage作为源 Storage。 

3）  打开.recovery.mark 文件，读取 binlog_offset 值，打开.binlog.recovery 文件，定位到 binlog_offset

这个位置，也就是从上次最后保存的状态开始继续下载文件。 

4） 依次读取.binlog.recovery 文件的后面记录，对于每一条记录都从源 Storage 中去下载对应文件 

5） 每下载 1000 个文件，将状态值 binlog_offset 写入到.recovery.mark 文件之中 

6） 当所有的 binlog 对应文件都下载完成后，向所有 Tracker 报告恢复之前的最高状态。 

 

3. 磁盘恢复结束 

该步骤清理开始时创建的临时文件 .recovery.mark, .binlog.recovery。 

 

20 FastDFS手动迁移 

FastDFS 手动迁移将集群中的存放的数据单独拿出来再部署一个新的环境，实际工作中可以最

为一个故障恢复的方法、也可以用来搭建测试用的集群环境。 

20.1 手动迁移分类 

手动迁移分三种情况： 

第一种：新集群机器的机器数量和原来集群的数量一样，部署结构一样，IP 地址也一样。 

在新机器上安装 FastDFS 后，直接将 base_path 和 store_path 目录下的内容复制到新目录中，启

动服务即可。 

第二种：新集群机器的机器数量和原来集群的数量一样，部署结构一样，但是 IP 地址变更。 

如果使用了 server ID 特性，直接将在新机器上 tracker 上的 IP 和 ID 映射文件 storage_ids.conf

修改好即可。 

如果没有使用 server ID 特性，那么需要将相关文件中的 IP 地址全部更改。需要更改的文件： 

tracker 服务器： 

data/storage_groups_new.dat：记录集群卷（组）信息，注意端口号是否一致。 

data/storage_servers_new.dat：记录集群 storage 节点信息，将旧 IP 修改为新 IP 地址。 

data/storage_sync_timestamp.dat：记录同步时间戳信息，将旧 IP 修改为新 IP 地址。 

storage 服务器： 

data/.data_init_flag：记录服务器初始化信息，将旧 IP 修改为新 IP 地址。 

data/sync/${ip_addr}_${port}.mark：同组其他服务器的同步记录文件，修改文件名中的 IP 地址。 

第三种：不管集群机器的数据和部署方式，也不管 IP 地址是什么样的，做一个通用迁移。此时的迁

移需要注意的事项比较多，修改的文件也比较多，下面以一个迁移的案例介绍说明 

20.2 通用手动迁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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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面安装 FastDFS 章节的环境为基础，假如现在想利用 192.168.182.121 storage1 存储节点中

的数据搭建另外的一个集群测试环境，新的集群环境服务器信息如下： 

主机名/IP 地址 卷（组）

名 

角色 备注 base_path store_path 

back_tracker1/192.168.182.111 - 跟踪器 管理 group1 /tracker - 

back_storage1/192.168.182.131 group1 存储节点  /fastdfs /base/storage 

/base/storage1 

back_storage2/192.168.182.132 group1 存储节点  /fastdfs /base/storage 

/base/storage1 

新的测试环境中只有 1 个 tracker 和 1 个 group1，group1 中包含 2 个存储节点，按照如下步骤开

始手动迁移 FastDFS 中的文件并搭建一个测试库。 

20.2.1 安装配置 FastDFS 

在 back_tracker1、back_storage1、back_storage2 三台机器上按照安装章节中的说明安装 FastDFS，

在配置 back_storage1、back_storage2 中的 store_path_count、store_path 参数时注意目录的个数要和旧

服务器一样，文件保存路径可以随便写，以此次迁移为例： 

旧服务器/etc/fdfs/storage.conf 的 store_path_count、store_path 的设置为： 

 

新服务器的/etc/fdfs/storage.conf 的 store_path_count、store_path 的设置为： 

 

此处 back_storage2 和 back_storage1 配置相同 

注：back_storage2 和 back_storage1 两台服务器的 store_path0 和 store_path1 也可以不一样。 

20.2.2 关闭旧的 FastDFS 服务器并复制文件 

关闭全部旧的 tracker 和 storage 服务器。 

将旧 tracker1 的${base_path}路径下的 data 和 logs 文件夹复制到新 back_racker1 下${base_path}

路径下。 

将旧 storage1 的${base_path}和${store_path}路径下的内容复制到新 back_storage1 的${base_path}

和${store_path}路径下。 

20.2.3 调整新 tracker 上的文件 

新 back_tracker1 服务器上需要调整的文件列表： 

data/storage_groups_new.dat：记录集群组的信息 

data/storage_servers_new.dat：记录集群 storage 节点信息 

data/storage_sync_timestamp.dat：记录同步时间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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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storage_changelog.dat：记录 IP 变更历史，如果文件存在需要清空文件内容。 

20.2.3.1 storage_groups_new.dat 文件 

storage_groups_new.dat中记录了组的信息，旧集群中是 2个 group，新集群中只有 1个 group，

所以修改 storage_groups_new.dat 中的集群信息，如果端口等信息修改了，也需要将此文件的对

应的项修改 

tracker1 中 storage_groups_new.dat 的内容 

 

 

back_tracker1 中 storage_groups_new.dat 的内容 

 

 

20.2.3.2 storage_servers_new.dat 文件 

storage_servers_new.dat 文件中记录了所有 storage 服务器的详细信息，手动迁移时需要将没

用的信息删除，同时将 ip 地址修改。 

tracker1 中 storage_servers_new.dat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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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ker1 中的 storage_servers_new.dat 文件记录了 5 个 storage 节点的信息，而新服务器集群

中一开始只有一个节点，所以将其余的 storage 删除，修改 ip_addr 的地址。 

back_tracker1 中 storage_servers_new.dat 修改后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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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3 storage_sync_timestamp.dat 文件 

storage_sync_timestamp.dat 文件中记录的是同步时间戳，旧集群中有 5 个 storage 节点，新

集群中刚开始只有 1 个，另一个 storage 节点采用添加节点的方式自动同步数据。 

tracker1 中 storage_sync_timestamp.dat 的内容： 

 

back_tracker1 中 storage_sync_timestamp.dat 的内容： 

 

20.2.3.4 storage_changelog.dat 文件 

storage_changelog.dat 如果存在并且其中有内容，迁移时需要将新 tracker 中的

storage_changelog.dat 文件内容清空。 

20.2.4 调整新 storage1 上的文件 

新 storage1 服务器 back_storage1 上需要调整的文件列表： 

data/.data_init_f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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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sync/${ip_addr}_${port}.mark 

data/sync/index.xxx 

20.2.4.1 .data_init_flag 文件 

.data_init_flag 文件需要修改 IP 地址，对应参数 last_ip_addr，修改后内容如下： 

 

20.2.4.2 ${ip_addr}_${port}.mark 文件 

${ip_addr}_${port}.mark 如果整齐集群迁移，此类文件，需要将此文件名中的 IP 地址改为新

地址即可。 

但是采用只复制一个 storage 节点中的数据，然后再添加新节点自动同步数据的方式，所以

不需要${ip_addr}_${port}.mark 文件，sync 目录下只保留 binlog.xxx 文件和 binlog.index 文件，其

余文件可以删除。 

 

20.2.4.3 binlog.xxx 文件 

binglog.xxx文件在数据同步时会用到，当 storage1 节点加入集群后，再加入 storage2 节点时，

会根据 binglog.xxx 文件中的内容将 storage1 节点的文件同步到 storage2，如果没有此文件，在

storage2 加入集群后，storage1 中的文件不会同步到 storage2 中。 

修改 binglog.xxx 文件，将第二列的字符串全部替换为大写。 

修改前： 

 

vim 命令编辑文件，执行下面的替换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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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c / C /g   ##c 替换为 C  

:%s/ d / D /g   ##d 替换为 D 

:%s/ a / A /g   ##a 替换为 A 

:%s/ t / T /g   ##t 替换为 T 

注意字母 c 和 C、d 和 D、a 和 A、t 和 T 前后都带空格，要不然会把文件名中的字母也替换掉，

这样就麻烦大了。 

 

修改后： 

 

保存文件后退出。 

20.2.5 启动集群服务 

上述文件全部调整完成后才能启动集群服务。 

1. 启动 back_tracker1 服务器，并检查服务器状态。 

启动 back_tracker1 上的 tracker 服务并查看服务器状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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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不报错，并且可以看到只有 1 个 group1，group1 中只有一个 storage1，状态是 OFFLINE。 

2. 启动 back_storage1 服务器，并检查服务器状态。 

启动命令：fdfs_storaged /etc/fdfs/storage.conf start 

 

如果启动过程不报错，启动后查看 tracker 服务器的状态： 

 

发现此时 storage 节点的状态变为 active。 

3. 启动 back_storage2 服务器，并检查服务器状态。 

back_tracker1 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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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信息显示 storage2 成功添加到集群中，对比 storage1 和 storage2 存储目录下的数据： 

back_storage1 两个存储目录文件列表： 

 

 

back_storage2 两个存储目录文件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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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一样说明同步没有问题。 

 

20.2.6 测试文件的上传、下载和删除功能 

20.2.6.1 测试文件的上传功能 

 

提示文件上传成功，到 storage 服务器存储目录下查看： 

 

文件确实存在，这说明迁移后上传功能正常。 

 

20.2.6.2 测试文件的下载功能 

 

文件下载成功，查看上传前文件和下载后文件的 crc32 校验码也是一样： 

 

使用 vimdiff 2.txt 2d.txt 命令查看两个文件的内容是否变化，发现内容没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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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迁移后下载功能正常。 

 

20.2.6.3 测试文件的删除功能 

删除前 sotrage 节点中的文件： 

 

执行删除命令： 

 

查看 sotrage 节点中的文件，wKi2g1Znud6AKhPbAAAZzbH0pNg715.txt 文件已删除： 

 

再次尝试下载出错，提示文件不存在： 

 

这说明迁移后删除功能正常。 

到此 FastDFS 文件的手动迁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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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FastDFS性能调整 

21.1 关于 Storage之间的同步速度 

由于到每台机器的同步都是由单线程负责的，因此即使主机上有很多个磁盘也不能加快同步速

度，因此单线程并不能最大化磁盘 IO，最大的速度也就是一个磁盘的速度。 

对于重要文件，为了防止机器宕机或者坏磁盘的文件丢失，及时的同步备份是必须得。若同步

太慢，还可能导致 Tracker 不能正确估计可用空间，而导致空间溢出。 

由于 Linux 系统的文件缓存机制，若一个刚写入的文件马上读，那么很可能就命中在系统缓存上，

此时读数据几乎不耗费时间，若不能命中缓存，从磁盘读，将耗费很长时间。因此写入速度，最好

与同步速度相当，这样可以保证及时同步。若写入速度超过同步速度，从某个时刻开始，将会使得

所有的读无法命中缓存，同步性能将大幅下滑。 

影响 storage 同步速度的参数： 

sync_binlog_buff_interval=10 

 同步 binglog（更新操作日志）到硬盘的时间间隔，单位为秒，默认值 60 秒。本参数会影响新

上传文件同步延迟时间。 

sync_wait_msec=50 

同步等待时间，单位毫秒。同步文件时，如果从 binlog 中没有读到要同步的文件，休眠 N 毫秒

后重新读取。0 表示不休眠，立即再次尝试读取。出于 CPU 消耗考虑，不建议设置为 0。如果希望

同步尽可能快一些，可以将本参数设置得小一些，比如设置为 10ms。 

21.2 关于磁盘读写速度 

FastDFS 的推荐是多个 group，每个 group 包括多个 storage，每个 storage 中单独挂载一个磁盘或

多个磁盘（注意是单独的磁盘，不是一个磁盘的多个分区），这样可以将文件系统的 I/O 分散到多个

磁盘，适当提升服务器的 I/O 性能。 

21.3 可以提升 storage性能的参数 

use_connection_pool = false 

是否使用连接池，在资源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建议使用连接池，但是具体性能的提升程度是多少，

这个还需要测试。 

connection_pool_max_idle_time = 3600 

连接池中连接的最大空闲时间，单位秒，默认值 3600，可以适当调低连接的最大空闲时间，提

升连接的利用率。  

max_connections=256 

服务器支持的最大连接数，最大连接数越大，能同时处理的任务量越大，但是消耗的资源也越

多，可以根据系统的资源适当调整此值来获取最佳性能。 

buff_size = 256KB 

设置队列结点的 buffer 大小。工作队列消耗的内存大小 = buff_size * max_connections。设置得

大一些，系统整体性能会有所提升。对于 32 位系统，请注意使用到的内存不要超过 3GB。 

work_threads=4 

工作线程数，通常设置为 CPU 数，配置的是 NIO 线程，也就是网络线程数，此值越大，服务

器处理能力越强，但是不能超过 CPU 数据，超过后性能无提升。 

thread_stack_size=512KB 

线程栈的大小。FastDFS server 端采用了线程方式。 线程栈越大，一个线程占用的系统资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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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torage server 线程栈不应不小于 512KB，可以适当调大。 

 

22 FastDFS常用命令介绍 

FastDFS 安装后，命令在/usr/bin 目录下，以 fdfs_开头，如下所示： 

 

fdfs_appender_test：测试命令，正式生产环境中不使用。 

fdfs_appender_test1：测试命令，正式生产环境中不使用。 

fdfs_append_file： 

fdfs_crc32： 

fdfs_delete_file：删除文件。 

fdfs_download_file：下载文件。 

fdfs_file_info：查看文件信息 

fdfs_monitor：FastDFS 管理命令。 

fdfs_storaged：启动、关闭、重启存储节点（Storage）的命令。 

fdfs_test：FastDFS 自带的测试程序，会对一个文件上传两次，分别作为主文件和从文件。返回的文

件 ID 也是两个，正式生产环境中不使用。 

fdfs_test1：FastDFS 自带的测试程序，会对一个文件上传两次，分别作为主文件和从文件。返回的

文件 ID 也是两个，正式生产环境中不使用。 

fdfs_trackerd：启动、关闭、重启跟踪器（Tracker）的命令。 

fdfs_upload_appender： 

fdfs_upload_file：上传文件。 

 

在终端中直接输入命令，不带任何参数，可以查看命令的使用方法，如下： 

 

 

主从文件说明： 

主从文件是指文件 ID 有关联的文件，一个主文件可以对应多个从文件。 

主文件 ID = 主文件名 + 主文件扩展名 

从文件 ID = 主文件名 + 从文件后缀名 + 从文件扩展名 

使用主从文件的一个典型例子：以图片为例，主文件为原始图片，从文件为该图片的一张或多张

缩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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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DFS 中的主从文件只是在文件 ID 上有联系。FastDFS server 端没有记录主从文件对应关系，

因此删除主文件，FastDFS 不会自动删除从文件。 

删除主文件后，从文件的级联删除，需要由应用端来实现。 

主文件及其从文件均存放到同一个 group 中。 

主从文件的生成顺序： 

先上传主文件（如原文件），得到主文件 ID 然后上传从文件（如缩略图），指定主文件 ID 和从

文件后缀名（当然还可以同时指定从文件扩展名），得到从文件 ID。 

22.1 文件附加：fdfs_append_file 

语法： 

fdfs_append_file <config_file> <appender_file_id> <local_filename> 

<config_file>：客户端配置文件 

<appender_file_id>：使用 fdfs_upload_appender 命令上传文件后返回的 ID 

<local_filename>：本地文件 

文件附加命令在开源社区中资料比较少，介绍的不是很详细，所以针对一些常用的文件格式做

了如下测试，测试文件类型包括：txt、docx、xlsx、jpg、ppt，测试结果： 

针对字符类型的文本文件可以合并到一块，其他特殊文件格式都不支持合并。 

测试过程如下： 

1. txt 文件测试： 

1.txt 文件内容 

 

2.txt 文件内容 

 
文件进行附加上传后，再下载到本地，查看文件内容： 



 

 

70 

 

 

 

可以看到是 txt 文件是将两个文件的内容直接合并到了一个文件中。 

2. docx 文件测试： 

1.docx 内容： 

 

2.docx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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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过程： 

 

下载查看合并文件报错，： 

 

强制打开发现还是原来 1.dox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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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fdfs_append_file 命令对 word 类文档不支持。 

3. xlsx 文件测试： 

1.xlsx 内容： 

 

2.xlsx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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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过程： 

 

合并后文件打开报错： 

 

强制打开和原来 1.xlsx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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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合并失败，所以不支持 excel 类文件的合并。 

4. ppt 文件测试： 

1.ppt 内容： 

 

2.ppt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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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过程： 

 

查看测试结果： 

 

打开不报错，但是还是原理 1.ppt 内容，所以合并失败，所以不支持 ppt 文件的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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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jpg 文件测试： 

1.jpg 图片内容： 

 

2.jpg 图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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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过程： 

 

合并后图片： 

 

可以看出图片的合并也失败，合并后图片还是原来的 1.jpg 图片。 

6. pdf 文件测试： 

1.pdf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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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df 内容： 

 

测试过程： 

 

合并后 pdf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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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后变成了 2.pdf 的内容，合并失败。 

 

 

22.2 查看文件校验码：fdfs_crc32 

fdfs_crc32 命令用来查看文件的 crc32 校验码 

语法： 

fdfs_crc32 <filename> 

<filename>：文件名称 

22.3 删除文件：fdfs_delete_file 

语法： 

fdfs_delete_file <config_file> <file_id> 

<config_file>：客户端配置文件，必须有。 

 <file_id>：文件 ID，必须有。 

22.4 下载文件：fdfs_download_file 

语法： 

fdfs_download_file <config_file> <file_id> [local_filename] [<download_offset> <download_bytes>] 

<config_file> ：客户端配置文件，必须有 

<file_id> ：要下载的文件 ID，必须有。 

[local_filename] ：存储到本地的文件，选择项。 

[<download_offset> <download_bytes>]：下载偏移量、下载大小，选择项。 

 

22.5 查看文件：fdfs_file_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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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 

fdfs_file_info <config_file> <file_id> 

<config_file>：客户端配置文件，必须有。 

 <file_id>：文件 ID，必须有。 

 

22.6 监控管理：fdfs_monitor 

FastDFS 的监控器，可以用来监控 tracker 或 storage 的状态执行删除等操作。 

语法： 

fdfs_monitor <config_file> [-h <tracker_server>] [list|delete|set_trunk_server <group_name> [storage_id]] 

<config_file> ：客户端配置文件名称 

[-h <tracker_server>] ：tracker 服务器 

[list|delete|set_trunk_server <group_name> [storage_id]] ：操作选项 list ：查看、 delete 删除、

set_trunk_server：设置合并服务器 

 

示例： 

删除无效的存储节点： 

fdfs_mointor /etc/fdfs/client.conf delete group1 192.168.126.132 

如果存储节点的状态是 ACTIVE，即还在线上提供服务，则无法删除。删除后，如果再次启动

Storage 存储节点，存储节点可以再次注册到 Tracker 上。 

 

22.7 Storage服务器启动：fdfs_storaged 

Storage（存储节点）的启动、关闭和重启命令。 

语法： 

fdfs_storaged <config_file> [start | stop | restart] 

语法查看：直接在终端中执行 fdfs_storaged 

 

启动存储节点示例：fdfs_ storaged /etc/fdfs/storage.conf start 

22.8 Tracker服务器启动：fdfs_trackerd 

Tracker（跟踪器）的启动、关闭和重启命令。 

语法： 

fdfs_trackerd <config_file> [start | stop | restart] 

语法查看：直接在终端中执行 fdfs_trackerd 

 

启动跟踪器示例：fdfs_trackerd /etc/fdfs/tracker.conf start 

 

22.9 文件附加：fdfs_upload_appender 

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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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fs_upload_appender <config_file> <local_filename> 

<config_file> ：客户端配置文件 

<local_filename>：本地文件名称 

22.10 文件上传：fdfs_upload_file 

语法： 

fdfs_upload_file <config_file> <local_filename> [storage_ip:port] [store_path_index] 

<config_file>：客户端配置文件名称，必须有。 

<local_filename>：要上传的文件名称，必须有。 

[storage_ip:port]：上传的存储节点名称，选择项。 

[store_path_index]：存储路径，选择项。 

23 常见错误和疑问说明 

23.1 Storage服务启动时，一直卡住启动不了 

启动 storage 服务，storage 将连接 tracker 服务，如果连不上，将一直重试。直到连接成功，启

动才算真正完成，所以需要首先确保 tracker 服务启动。 

如果启动过程中，执行命令卡住，可能是由于某些问题导致的启动失败，可以使用命令 tailf 

$base_path/logs/storaged.log 跟踪日志信息，$base_path 是在 storage.conf 中配置的存储跟目录。 

注：在杀 tracker 和 storage 服务器进程时，请使用 killall fdfs_trackerd/killall fdfs_storaged 命令，

千万不要使用 kill -9 命令强杀，否则可能会导致 binlog 数据丢失的问题。 

23.2 上传文件失败，返回错误码 28 

返回错误码 28，表示磁盘空间不足。注意 FastDFS 中有预留空间的概念，在 tracker.conf 中设置，

配置项为：reserved_storage_space，缺省值为 4GB，即预留 4GB 的空间。 

 可以酌情设置 reserved_storage_space 这个参数，比如可以设置为磁盘总空间的 20%左右。 

23.3 日志中出现 malloc task buff failed 字样的错误 

出现此类信息表示已经达到最大连接数。server 端支持的最大连接数可以通过 max_connections

这个参数来设置。 

出现这样的问题，需要排查一下是否客户端使用不当导致的，比如客户端没有及时关闭无用的

连接。 

23.4 FastDFS的文件 ID 可以反解出哪些字段 

文件 ID 中除了包含 group name 和存储路径外，文件名中可以反解出如下几个字段： 

 文件创建时间（unix 时间戳，32 位整数） 

 文件大小 

 上传到的源 storage server IP 地址（32 位整数） 

 文件 crc32 校验码 

 随机数（这个字段用来避免文件重名） 

24 FastDFS原理博客推荐 

《FastDFS 之 Binlog 同步》 http://blog.csdn.net/hfty290/article/details/42041155 

《FastDFS 之添加机器同步》 http://blog.csdn.net/hfty290/article/details/4204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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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DFS 之磁盘恢复过程》 http://blog.csdn.net/hfty290/article/details/42032817 

《FastDFS 之 Storage 程序框架》 http://blog.csdn.net/hfty290/article/details/42048001 

《FastDFS 之客户端与 Tracker 通讯》http://blog.csdn.net/hfty290/article/details/42064429 

《FastDFS 合并存储原理分析》 http://blog.csdn.net/hfty290/article/details/42026215 

《FastDFS 之 Tracker-Leader 选择》 http://blog.csdn.net/hfty290/article/details/42030339 

《FastDFS 之合并存储缺陷导致数据丢失或错误》 http://blog.csdn.net/hfty290/article/details/420304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