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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简介 

 

2 测试结论 

2.1 功能测试总结 

XSKY 软件产品可以成功安装运行在当前测试环境，并根据用户的需求，分别针对块存储、

对象存储进行了完整的功能性测试，同时还进行了安全性、稳定性可靠性测试以及可视化监

控和敏捷运维方面的测试，都顺利通过。 

2.2 性能测试总结 

在性能测试方面，针对用户的需求，主要是进行块存储和对象存储的读写性能测试，根

据实测结果，不仅可以满足用户业务要求，而且达到同行业领先。 

3 测试项目信息 

3.1 项目信息 

3.1.1 测试工作记录 

测试时间 人员 工作天数 总人天 测试内容 

     

     

     

     

 

3.1.2 测试地址 

XXXXXX 

3.1.3 联系方式 

项目成员 



                

 

编号 姓名 职务 手机 邮箱 

1     

     

 

3.2 对象存储测试环境 

3.2.1 硬件环境 

编号 配置项 规格 数量 备注 

1 服务器型号 FP5466g2 3 台  

2 CPU 

Architecture:          ppc64le 

Byte Order:            Little Endian 

CPU(s):                128 

On-line CPU(s) list:   0-127 

Thread(s) per core:    4 

Core(s) per socket:    16 

Socket(s):             2 

NUMA node(s):          2 

2  

3 内存 32G DDR4  8  

4 系统盘 480G SSD 1  

5 缓存盘 SSDSC2KB960G8(D3-S4510)，960G 6  

6 硬盘 ST8000NM0075  8T  SATA 30  

7 RAID 卡 AVAGO MegaRAID SAS 9361-8i 1  

8 网卡 

Mellanox Technologies MT27710 Family 

[ConnectX-4 Lx] 10g 双口 bond6 

1  

 

3.2.2 软件清单 

名称 版本 描述 数量 

CentOS Linux release 7.4.1708 (Core) 7.5 存储服务器 3 



                

 

X-EDP Standard 4.0.0.0.181022.2  3/800TB 

 

3.2.3 网络环境 

1） 网络拓扑 

10G交换换机

node23 node24 node25

node1 node2 node3

1G  交换机

1G 网络

bond 20G 网络

 

说明：每台存储服务器 2 个万兆口，2 个万兆网口做 bond0 存储/业务网络 

2） IP 地址 

主机名 管理地址 存储地址 业务地址 IPMI 地址 对象路由 IP 

node23 10.152.6.33/16 172.16.18.23/24 xx xx 172.16.18.231/24 

node24 xx 172.16.18.24/24 xx xx 172.16.18.232/24 

node25 xx 172.16.18.25/24 xx xx 172.16.18.233/24 

node1 10.152.6.46/16 172.16.18.20/24 xx xx xx 

node2 xx 172.16.18.21/24 xx xx xx 

node3 xx 172.16.18.22/24 xx xx xx 

 

3.2.4 存储环境 

集群共有 3 台存服务器，每台服务器 6 块 960G SSD 作为缓存盘，30 块 8T 硬盘为数据



                

 

盘。 

3.3 块存储测试环境 

3.3.1 硬件环境 

编号 配置项 规格 数量 备注 

1 服务器型号 FP5280g2 3 台  

2 CPU 

Architecture:          ppc64le 

Byte Order:            Little Endian 

CPU(s):                128 

On-line CPU(s) list:   0-127 

Thread(s) per core:    4 

Core(s) per socket:    16 

Socket(s):             2 

NUMA node(s):          2 

2  

3 内存 32G DDR4  4  

4 系统盘 480G SSD 1  

5 缓存盘 SSDSC2KB960G8(D3-S4510)，960G 2  

6 硬盘 ST8000NM0075  8T  SATA 10  

7 RAID 卡 AVAGO MegaRAID SAS 9361-8i 1  

8 网卡 

Mellanox Technologies MT27710 Family 

[ConnectX-4 Lx] 10g 
1  

3.3.2 软件清单 

名称 版本 描述 数量 

CentOS Linux release 7.4.1708 (Core) 7.5 存储服务器 3 

X-EDP Standard 4.0.0.0.181022.2  3/800TB 

3.3.3 网络环境 

1） 网络拓扑 



                

 

10G交换换机

node23 node24 node25

node1 node2 node3

1G  交换机

1G 网络

bond 20G 网络

 

说明：每台存储服务器 1 个万兆口  

2） IP 地址 

主机名 管理地址 存储地址 业务地址 IPMI 地址 对象路由 IP 

node1 10.152.6.46/16 172.16.18.20/24 xx xx xx 

node2 xx 172.16.18.21/24 xx xx xx 

node3 xx 172.16.18.22/24 xx xx xx 

3.3.4 存储环境 

集群共有 3 台存服务器，每台服务器 2 块 960G SSD 作为缓存盘，10 块 8T 硬盘为数据

盘。 

4 功能测试 

4.1 XSKY块存储基本功能测试 

4.1.1 块存储卷扩容 

测试目的  验证支持块存储卷扩容 

预置条件  XSKY分布式存储集群搭建完成 



                

 

测试步骤  1. 选择一个块存储卷，在操作列表中点击扩容块存卷 

2. 填写扩容后块存储卷的容量后，点击扩容操作 

预期结果  块存储卷扩容成功 

实测结果  块存储卷扩容成功 

测试结论  PASS 

扩容前 

 



                

 

 

扩容后 

 

4.1.2 块存储卷业务 QoS设置 

测试目的  块存储卷业务QoS设置自定义块存储卷的业务性能 

预置条件  XSKY分布式存储集群搭建完成 



                

 

测试步骤  1. 选择一个块存储卷，在操作列表中点击设置业务 QoS 

2. 设置块存储卷的 IOPS、带宽 

预期结果  块存储卷业务QoS设置成功 

实测结果  块存储卷业务QoS设置成功 

测试结论  PASS 

 



                

 

 

 

4.1.3 块存储卷快照保证数据安全 

测试目的  块存储卷快照功能保证数据安全 

预置条件  XSKY分布式存储集群搭建完成 

测试步骤  1. 选择一个块存储卷，在操作列表中点击创建快照 

2. 根据创建的快照克隆一个新的块存储卷 

预期结果  1、快照创建成功；2、根据快照克隆一个新的块存储卷 

实测结果  1、快照创建成功；2、根据快照克隆一个新的块存储卷 

测试结论  PASS 



                

 

 

由test10417快照独立克隆创建test1-clone 

 



                

 

 

4.1.4 块存储卷快照回滚功能 

测试目的  块存储卷快照功能保证数据安全 

预置条件  XSKY分布式存储集群搭建完成 

测试步骤  1. 对一个块存储卷进行快照操作 

2. 对挂载的块存储卷进行卸载操作 

3. 选择块存储卷，在操作列表中点击回滚操作，根据块存储卷的快照进行快照

回滚 

4. 回滚完成后重新挂载块存储卷 

预期结果  块存储卷快照回滚操作成功，块存储卷状态回滚到快照前状态 

实测结果  块存储卷快照回滚操作成功，块存储卷状态回滚到快照前状态 

测试结论  PASS 



                

 

 

 

 

4.1.5 支持一致性组快照 

测试目的  通过一致性组快照同时对相同业务类型的卷进行统一快照操作 

预置条件  XSKY分布式存储集群搭建完成 

测试步骤  1. 在一致性组界面创建一致性组，并添加块存储卷 



                

 

2. 对一致性组进行快照操作 

预期结果  支持一致性组快照同时对组中的卷统一快照操作 

实测结果  支持一致性组快照同时对组中的卷统一快照操作 

测试结论  PASS 

 

 

 



                

 

4.1.6 单卷多路径冗余 

测试目的  XSKY分布式块存储最大支持单卷4路径的冗余 

预置条件  XSKY分布式存储集群搭建完成 

测试步骤  在块存储界面创建访问路径，添加网关时最大可以添加4个网关 

预期结果  单卷最大提供4路径冗余 

实测结果  单卷最大提供4路径冗余 

测试结论  PASS 

测试环境只有3台物理服务器 

 

 

4.2 XSKY对象存储基本功能测试 

4.2.1 文件上传下载 

测试目的  通过S3协议，进行小文件上传下载模拟，大文件（平均30MB）的上传下载模拟 



                

 

预置条件  X-EDP数据平台已经初始化对象存储，存储桶、S3网关创建完成 

测试步骤  1. 使用 S3 Browser 模拟上传下载小文件 

2. 使用 S3 Browser 模拟上传下载大文件 

预期结果  1. 小文件上传下载成功 

2. 大文件上传下载成功 

实测结果  

1. 小文件上传成功 

2. 大文件上传成功 

测试结论  PASS 



                

 



                

 

 

4.2.2 多并发上传/下载文件 

测试目的  验证可以多并发上传大文件和小文件 

预置条件  X-EDP数据平台中对象存储准备完成 

测试步骤  多并发模拟大文件&小文件上传下载 

预期结果  多并发上传/下载大文件&小文件成功 

实测结果  多并发上传/下载文件成功 

测试结论  多并发上传/下载文件成功 



                

 

 

 

4.2.3 支持Web下载对象文件 

测试目的  验证通过S3协议可以通过Web下载对象文件 

预置条件  X-EDP数据平台中对象存储准备完成 

测试步骤  1. 设置对象文件的访问权限 

2. 在 Web 页面输入正确的 URL 后回车 

3. 检查是否可以正常下载对象文件 

预期结果  通过Web页面正常下载对象文件 

实测结果  成功通过Web页面下载对象文件 

测试结论  PASS 

 



                

 

 

4.2.4 存储桶写保护功能 

测试目的  验证可以存储桶写保护功能，重要的数据允许一次写入后，多次读取，防止数据

被二次修改 

预置条件  X-EDP数据平台中对象存储准备完成 

测试步骤  1. 储桶设置写保护功能 

2. 上传一个文件后，对同一文件再次进行上传时，检查是否可以上传成功 

3. 对上传的文件进行多次下载测试，检查是否可以下载成功 

预期结果  1. 桶写保护功能设置成功 

2. 文件上传一次后，不允许重复上传 

3. 文件可以允许重复下载 

实测结果  

1. 桶写保护设置成功 

2. 文件不允许重复上传 

测试结论  PASS 

设置写保护后删除重复上传对象被存储拒绝 



                

 

 

 

4.2.5 自定义生命周期执行时间 



                

 

测试目的  验证可以根据业务的繁忙情况来自定义生命周期的执行时间来规定过期数据的删

除动作 

预置条件  X-EDP数据平台中对象存储准备完成 

测试步骤  1. 选择存储桶，在操作列表中点击生命周期执行时间 

2. 根据业务繁忙程度来规划数据删除策略的执行时间 

预期结果  生命周期执行时间设置成功 

实测结果  生命周期执行时间设置成功 

测试结论  PASS 

 

 

4.3 数据安全机制 

4.3.1 支持多副本和 EC纠删码机制 



                

 

测试目的  XSKY分布式存储池支持多副本&EC纠删码机制保证数据安全 

预置条件  XSKY分布式存储集群搭建完成 

测试步骤  在存储池界面点击创建存储池，数据安全策略类型可以选择副本（支持1~6副

本）和EC纠删码 

预期结果  XSKY分布式存储支持多副本和EC纠删码 

实测结果  XSKY分布式存储支持多副本和EC纠删码 

测试结论  PASS 

 

 

4.3.2 故障域功能保证数据安全 

测试目的  XSKY分布式存储服务器、机架、数据中心三个级别的故障域 

预置条件  XSKY分布式存储集群搭建完成 

测试步骤  1. 在拓扑管理界面规划故障域逻辑拓扑 

2. 在创建存储池时，数据安全策略中可以选择服务器、机架、数据中心三种故

障域级别 

预期结果  XSKY分布式存储支持服务器、机架、数据中心三种故障域级别 

实测结果  XSKY分布式存储支持服务器、机架、数据中心三种故障域级别 

测试结论  PASS 



                

 

 

 

4.4 可视化监控和敏捷运维 

4.4.1 存储批量快速部署 

测试目的  验证存储环境是否可以简单快速部署，节省部署成本 

预置条件  1. 硬件服务器已准备完成 

2. 网络规划已完成 

3. 操作系统已安装完成，网络配置已完成 

测试步骤  1. 通过脚本对所有节点进行系统环境设置 

2. 在一个节点中执行 XSKY 存储软件安装脚本（大概 3~5 分钟） 

3. 在 Web 界面进行初始化 

4. 初始化完成后，在 Web 界面一次性把其他节点添加到集群中 



                

 

5. 对存储资源进行管理，创建存储池、存储卷，对外提供存储服务 

预期结果  1. 脚本对所有节点进行系统环境设置成功 

2. 单节点软件安装并初始化成功 

3. 添加其余节点到存储集群中成功， 

4. 创建存储池、存储卷成功，可以对外提供存储服务 

5. 从准备环境到存储可以对外提供存储服务，时间大概在 2 小时（以 3 个节点

为例） 

实测结果  

1. 单节点初始化成功 

2. 其余节点添加成功 

3. 集群创建完成 

测试结论  PASS 

 

 

4.4.2 支持多级智能 Cache加速 



                

 

测试目的  验证多级智能Cache对数据读写的性能加速功能 

预置条件  1. 服务器都已添加到集群中 

2. 服务器中有 SSD，服务器内存资源足够 

测试步骤  1. 利用 SSD 创建缓存盘 

2. 创建 OSD 的过程中，设置内存读 Cache，打开缓存功能 

3. 检查混合盘是否创建成功 

预期结果  1. 成功设置内存读 Cache 和 ssd 缓存 

2. 混合盘创建成功 

实测结果  

1. 创建缓存盘成功，设置内存读 Cache 和 SSD 缓存成功 

2. 创建混合盘成功 

测试结论  PASS 

 



                

 

 

 

4.4.3 在线修改副本数调整数据安全级别 

测试目的  验证可以通过在线修改存储池副本数来调整存储集群的数据安全级别 

预置条件  X-EDP统一数据存储平台创建完成，存储池是健康状态 

测试步骤  1. 通过修改存储池安全策略，在线调整存储池的副本数 

2. 检查存储池的副本数是否修改成功 

预期结果  1. 可以在线调整存储池的副本数来调整数据安全级别 

2. 存储池的副本数在线修改成功 

实测结果  可以在线修改存储池的副本数来调整数据的安全级别 

测试结论  PASS 



                

 

 

 

 

 

4.4.4 数据恢复 QoS设置 

测试目的  在存储部件发生故障时，数据的重平衡和业务需要就形成很大的矛盾，验证可以

通过存储池的数据恢复QoS设置来灵活平衡前端业务和数据重平衡之间的矛盾 

预置条件  X-EDP统一数据存储平台创建完成 

测试步骤  1. 在存储池的操作列表中点击设置恢复 QoS 

2. 根据业务需要设置数据恢复的级别 

3. 检查存储的的数据恢复 QoS 是否设置成功 

预期结果  数据恢复QoS设置成功 

实测结果  成功设置存储池数据恢复QoS 



                

 

测试结论  PASS 

 

 



                

 

 

4.4.5 日志审计功能记录对集群的操作日志 

测试目的  验证是否可以通过UI界面查看对存储的操作日志 

预置条件  X-EDP统一数据存储平台创建完成，块存储卷创建完成并已供客户端使用 

测试步骤  1. 对集群进行修改操作 

2. 在事件中心界面是否可以查看到对集群的操作日志 

预期结果  可以在事件中心界面查看到对集群的操作日志 

实测结果  在事件中心界面可以查看到对集群的操作日志和系统事件日志 

测试结论  在事件中心界面可以查看到对集群的操作日志和系统事件日志 

 

 

4.4.6 集群状态监控和报表功能可视化监控集群状态 



                

 

测试目的  验证可以在UI界面可视化监控集群的状态，并可以导出监控数据报表 

预置条件  X-EDP统一数据存储平台创建完成 

测试步骤  1. 在 UI 管理页面的概览界面是否可以监控集群的整体状态 

2. 在集群设置中的导出集群报表按钮是否可以正常导出集群报表 

预期结果  1. 概览界面正常监控到集群的状态 

2. 可以正常导出集群报表 

实测结果  

1. 在概览界面可以监控到集群的状态 

2. 可以导出集群报表 

测试结论  PASS 

 



                

 

 

4.4.7 硬盘 SMART信息可视化监控 

测试目的  验证可以硬盘的SMART信息可视化监控，来方便的来判断硬盘是否为慢盘或有

故障 

预置条件  X-EDP统一数据存储平台创建完成 

测试步骤  选中并进入一个硬盘后，在SMART信息界面可以直观、可视化的查看硬盘的

SMART信息 

预期结果  可以监控硬盘的SMART信息 

实测结果  可以可视化的监控硬盘的SMART信息 

测试结论  PASS 



                

 

 

 

4.4.8 集群整体网络架构拓扑监控 

测试目的  验证存储集群的网络架构可视化监控，可根据可视化的网络架构了解整个集群的

网络规划 

预置条件  X-EDP统一数据存储平台创建完成，  

测试步骤  1. 登陆存储 UI 管理界面 

2. 在资源管理下的拓扑管理界面可以可视化监控整个集群的网络架构拓扑 

预期结果  在UI界面可以可视化监控集群的网络拓扑 

实测结果  在UI界面可以可视化监控集群的网络拓扑 

测试结论  PASS 



                

 

 

4.4.9 智能 IO过滤功能 

测试目的  通过只能IO过滤功能保证不同业务类型的数据快速存储 

预置条件  XSKY分布式存储创建完成 

测试步骤  1. 选择某存储池，在操作列表中点击设置智能 IO 过滤 

2. 填写过滤 IO 的阀值，将大于阀值的 IO 直接写入数据盘，将小于阀值的 IO 写

入高速缓存盘 

预期结果  支持智能IO过滤功能，快速存储各类型数据 

实测结果  支持智能IO过滤功能，快速存储各类型数据 

测试结论  PASS 



                

 

 

 

4.4.10 存储在线扩容 

测试目的  验证XSKY分布式存储支持在线扩容 

预置条件  XSKY分布式存储创建完成 

测试步骤  1. 将新增节点添加到存储集群 

2. 根据新增节点创建新的 OSD 

3. 将新的 OSD 添加到存储池中 

预期结果  在不停业务的情况下在线快速扩容存储 

实测结果  在不停业务的情况下在线快速扩容存储 

测试结论  PASS 

扩容前 



                

 

 

扩容后 

 



                

 

 

4.4.11 自定义监控数据保留时间 

测试目的  根据监控数据的重要性自定义监控数据保留时间 

预置条件  存储集群搭建完成 

测试步骤  1. 在集群设置中点击监控保留时间设置 

2. 自定义监控数据保留时间 

预期结果  可以自定义监控数据保留时间 

实测结果  可以自定义监控数据保留时间 

测试结论  PASS 

 

 

5 可靠性测试 



                

 

5.1 磁盘故障对存储系统的影响  

测试目的  验证磁盘故障时，存储系统的可用性 

预置条件  集群搭建完成，挂载块存储卷到客户端 

测试步骤  1. 在存储节点中拔出一块磁盘 

2. 查看存储系统是否可以正常对外提供存储服务 

预期结果  在磁盘故障时存储系统正常对外提供存储服务 

实测结果  在磁盘故障时存储系统正常对外提供存储服务 

测试结论  PASS 

 

 



                

 

 

 

 

 

5.2 存储节点故障对存储系统的影响  

测试目的  验证存储节点故障时，存储系统的可用性 

预置条件  集群搭建完成，挂载块存储卷到客户端 



                

 

测试步骤  1. 强制下电一个存储节点 

2. 查看存储系统是否可以正常对外提供存储服务 

预期结果  在存储节点故障时存储系统正常对外提供存储服务 

实测结果  在存储节点故障时存储系统正常对外提供存储服务 

测试结论  PASS 

 

 

 

5.3 存储节点网络故障对存储系统的影响 



                

 

测试目的  验证存储节点网络故障时，存储系统的可用性 

预置条件  集群搭建完成，挂载块存储卷到客户端 

测试步骤  1. 拔掉一个存储节点的网线 

2. 查看存储系统是否可以正常对外提供存储服务 

预期结果  在存储节点网络故障时存储系统正常对外提供存储服务 

实测结果  在存储节点网络故障时存储系统正常对外提供存储服务 

测试结论  PASS 

 



                

 

 

 

6 性能测试 

6.1 块存储性能测试 

测试目的 测试RBD卷性能 

预置条件  XSKY分布式存储集群搭建完成，卷创建完成 

测试步骤 1. 在客户端使用rbd挂载XSKY分布式文件存储卷 

2. 在客户端使用FIO等工具对文件存储进行压力测试 

3. 记录测试结果 

测试模型：读写IO大小为：4K、64K、1M  

预期结果 记录测试结果 

实测结果  



                

 

块大小 读/写/混合 IOPS 带宽（M/s） 

4K 

随机读 341000 1331 

随机写 84700 331 

随机读写 67000 261 

64K 

随机读 49000 3062 

随机写 17174 1062 

随机读写 12142 759 

1M 

随机读 3230 3238 

随机写 1213 1221 

随机读写 940 945 

 

 

6.2 对象存储读写性能测试 

测试目的  测试对象存储性能 

预置条件  XSKY分布式存储集群搭建完成，对象存储初始化完成并创建对象用户、策

略 

测试步骤  1. 在客户端使用 cosbench 等工具对对象存储进行压力测试 

2. 记录测试结果 

3. 测试模型：读写 IO 大小为：4K、64K、4M 

预期结果  记录测试结果 

实测结果   

对象大小 单driver并发数 测试结果 



                

 

op/s BW(MB/S) ResTime(ms) 

4K 

write50 4792 18.73 30 

write200 5651 22.08 108 

write360 5941 23.21 166 

read50 14675 57.32 9.8 

read200 15845 61.91 37 

read360 15638 61.1 57 

64K 

write50 4066 254.17 36 

write200 5480 345.59 109 

read50 15667 979.26 9 

read200 15339 962.48 38 

4M 

write50 337 1354 474 

write200 338 1355 1899 

read50 623 2502.17 239 

read200 630 2527.09 9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