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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云硬盘产品介绍 

1.1 产品定义 

云硬盘（CT-EVS，Elastic Volume Service）是一种可弹性扩展的块存储设备，可

以为弹性云主机和物理机提供高性能、高可靠的块存储服务。天翼云硬盘规格丰富，可

满足不同场景的业务需求，适用于分布式文件系统、数据库、开发测试等场景。 

用户可以在线操作及管理云硬盘，并可以像使用传统服务器硬盘一样，对挂载到云

主机的云硬盘做格式化、创建文件系统等操作。 

产品架构 

云硬盘可以挂载至弹性云主机和物理机，云硬盘的备份与快照功能可帮助用户恢复

数据，创建新的云硬盘，为用户提供了强大的数据保护，提高了数据的可靠性、灵活性

和容灾能力。 

 

云硬盘、弹性文件服务、对象存储服务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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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翼云为用户提供了三种数据存储服务，分别是云硬盘，弹性文件服务，对象存储，

这三种服务的主要区别如下： 

维度 弹性文件服务 对象存储 云硬盘 

概念 弹性文件服务提供了一

个高度可扩展的文件系

统，可在云环境中共享文

件数据。具有高可用性、

持久性和可靠性。 

对象存储具有高度的

可扩展性和耐久性，

可以存储任意类型的

海量数据，并且能够

自动处理数据冗余、

故 障 恢 复 和 数 据 分

发。 

云 硬 盘 提 供 了 高 性

能、低延迟，可扩展的

块级存储。云硬盘可

以被挂载到虚拟机实

例 或 者 物 理 服 务 器

上，使其能够持久化

地存储数据。 

存储方式 弹性文件服务采用文件

存储方式。文件存储将数

据组织为层次化的目录

和文件结构，用户可以通

过文件路径和名称来操

作文件和目录。 

对象存储将数据存储

为独立的对象。每个

对象由数据本身和与

之相关的元数据（例

如文件名、文件类型、

大小等）组成。 

云硬盘采用块存储方

式。块存储将数据分

为固定大小的块（通

常为几 KB 或几 MB），

并通过唯一的块地址

进行访问。 

访问方式 弹性文件服务通过网络

共享的方式进行访问。用

户可以在需要的弹性云

主机实例或容器实例上

挂载弹性文件服务，并通

过标准的文件系统接口

对象存储需要指定桶

地址，通过 HTTP 或

HTTPS 协议的

RESTful API 进行访

问。 

云硬盘类似于 PC 机

的硬盘，无法单独使

用，通常通过挂载

（Mount）的方式来

访问。它可以被挂载

到弹性云主机或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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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NFS、SMB 等）访

问共享的文件系统。 

机上，使其在操作系

统中可见。 

适用场景 如应用程序的配置文件、

日志文件等需要共享的

文件数据以及在容器化

应用中支持多个容器实

例之间的数据共享和同

步。 

如大数据分析，数据

湖，数据备份和归档

等大规模数据存储和

分析场景；静态网站

托管解决方案存储。 

如作为虚拟机实例或

物理服务器的数据存

储介质进行数据存储

和持久化；大规模数

据处理与分布式计算

等高性能计算场景。 

容量 弹性文件服务可随业务

动态扩展或缩小，容量最

高可达 10 PB。 

对象存储服务没有容

量限制，存储资源可

无限扩展。 

云 硬 盘 支 持 按 需 扩

容，最小扩容步长为 1 

GB，单个云硬盘可由

10 GB 扩展至 32 TB。 

是否支持

数据共享 

是 是 是 

是否支持

远程访问 

是 是 否 

 

访问方式 

天翼云提供如下方式进行云硬盘的配置和管理：  

 控制台：web 化的服务管理平台，即利用管理控制台来配置和管理云硬盘。 

 API：天翼云也支持用户通过 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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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访问云硬盘，具体操作请参见云硬盘 API 参考。 

1.2 术语解释 

IOPS 

云硬盘每秒能够执行的输入/输出操作次数的指标，即每秒读写的操作次数。 

吞吐量 

云硬盘每秒传输的数据量，即读取和写入的数据量。 

IO 读写时延 

云硬盘连续两次读写操作之间所需要的最小时间间隔。 

突发能力 

容量较小的云硬盘在一定时间内达到 IOPS 突发上限，超过 IOPS 上限的能力即为

突发能力。 

VBD 

磁盘模式，VBD 类型的云硬盘只支持简单的读写命令。适用于绝大多数业务场景。 

SCSI 

磁盘模式，SCSI 类型的云硬盘支持 SCSI 指令透传，允许弹性云主机和物理机操作

系统直接访问底层存储介质。多与共享盘搭配于集群环境中使用。 

FCSAN 

磁盘模式，当前 FCSAN 类型仅支持物理机使用。 

地域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API%E5%8F%82%E8%8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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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Region）是指物理的数据中心的地理区域。地域从地理位置和网络时延维度

划分，同一个 Region 内共享弹性计算、块存储、对象存储、VPC 网络、弹性公网 IP、

镜像等公共服务。 

可用区 

可用区（AZ，Availability Zone）是指在同一地域内，电力和网络互相独立的物理

区域。一个 AZ 是一个或多个物理数据中心的集合，具备独立的风火水电，可用区之间

距离 100KM 以内，一个 Region 中的多个 AZ 间通过高速光纤相连，以满足用户跨 AZ

构建高可用性系统的需求。 

其余详细信息可参见产品地域和可用区页面。 

1.3 产品优势 

天翼云云硬盘为用户提供高性能、高可靠，低延迟的块存储服务，具体优势如下： 

规格丰富 

根据性能不同将云硬盘分为普通 IO、高 IO、通用型 SSD、超高 IO、极速型 SSD、

XSSD-1、XSSD-2，用户可根据业务需求与成本预算选择适合的云硬盘，将其挂载至弹

性云主机或物理机作为系统盘或者数据盘使用。云硬盘各类规格详情可参见产品规格。 

弹性扩展 

天翼云云硬盘提供两种方式在线扩展存储空间以满足用户不断增大的存储空间需

求。 

 通过单台弹性云主机上挂载多块云硬盘的方式扩展存储空间。单台云主机挂载总数

量不可超过单台云主机挂载数量配额。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7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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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单块云硬盘进行扩容实现存储空间的扩展。扩容云硬盘会受到单个云硬盘容

量最大值和单个用户在某地域内的容量配额影响，用户新扩容的容量不能超过单个

云硬盘容量最大值以及系统所显示的剩余容量配额。 

高可靠性 

 云硬盘采用分布式存储，每份数据在后台保存多份副本，多副本数据实时同步，不

会因存储掉电、故障导致用户数据丢失，保证数据安全可靠。数据存储的持久性可

达 99.9999999%。 

 云硬盘提供加密功能，可以保障系统盘和数据盘的安全性。 

 云硬盘支持备份与快照功能，为用户提供了强大的数据保护，提高了数据的可靠性、

灵活性和容灾能力。 

超高性能 

 天翼云云硬盘可以为您带来低延迟、高性能的极致存储体验。 

 其中，单个云硬盘支持最大随机 IOPS 可达 1,000,000，吞吐量可达 4000MBps，

同时时延可达百微秒级，满足高性能应用场景的需求。 

简单易用 

通过简单的创建、挂载、卸载以及删除等操作即可轻松管理与使用您的云硬盘，缩

说明： 

 单台云主机通过工单申请后最多可挂载 23 块云硬盘。 

 单个云硬盘容量的最小值为 10GB，最大值为 64TB。 

 您可以在配额页面查看单个用户在某地域内的容量配额并可通过申请提

升此配额以满足业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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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业务部署时间，节省成本。 

实时监控 

配合云监控功能，用户能够随时掌握云硬盘的健康状态，了解云硬盘的运行状

态。 

1.4 功能清单 

本文为您罗列了云硬盘的各项功能、各个资源池提供的功能情况。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区域 

API 

当前 EVS 提供了三类 API，分别为云硬盘 API、

云硬盘快照 API、云硬盘自动快照 API。 

详细的提供了 API 的描述、语法、参数说明及示

例等内容。 

● 云硬盘 API：全部 

●  云硬盘快照 API：华

东 1/华北 2 

●  云 硬 盘 自 动 快 照

API：华东 1/华北 2 

磁盘类型 

EVS 支持多种配置规格，可挂载至云主机用作数

据盘和系统盘，根据性能将其分为普通 IO、高

IO、通用型 SSD、超高 IO、极速型 SSD、XSSD-

1、XSSD-2 七种规格。 

您可以在实际使用中可以选择符合业务需求与

成本预算的规格进行购买。 

不同区域支持的磁盘

类型不同，以控制台为

准 

磁盘模式 

云硬盘的磁盘模式分为三种，分别是： 

●  VBD（Virtual Block Device）：虚拟块存储

●  VBD：全部 

●  SCSI：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41163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62918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62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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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区域 

设备。 

●  SCSI （ Small Computer System 

Interface）：小型计算机系统接口。 

●  FCSAN（Fibre Channel SAN）：光纤通道

协议的 SAN 网络。 

     HDD 类型：拉萨 3/

西南 2-贵州/西宁 2/庆

阳 2/呼和浩特 3 

     SSD 类型：西南 2-

贵州/庆阳 2/呼和浩特

3/华北 2/郑州 5/上海

36/西南 1/西宁 2 

 

●  FCSAN：上海 7 

创建云硬盘 

系统盘在创建云主机或物理机时自动添加，无需

单独创建。数据盘可以在创建云主机或物理机时

创建，由系统自动挂载给云主机或物理机，也可

以在创建了云主机或物理机之后，单独创建云硬

盘并挂载给云主机或物理机。 

全部 

挂载云硬盘 

创建云硬盘后，需要将云硬盘挂载给云主机或物

理机，供云主机或物理机作为数据盘使用。 

挂载云硬盘通常分为两种，一种是挂载非共享云

硬盘，另一种为挂载共享云硬盘。 

全部 

卸载云硬盘 

当卸载数据盘时，支持离线卸载或在线卸载，即

可在挂载该数据盘的云主机处于“运行中”或

全部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8389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8391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8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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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区域 

“关机”状态时进行卸载。 

只有数据盘支持卸载操作，系统盘不支持卸载。 

初 始 化 数 据

盘 

一块新创建的数据盘在挂载至云主机后，还不能

直接存储数据，您需要为这块数据盘创建分区、

格式化等初始化操作后才可以正常使用。 

全部 

扩容 

当云硬盘空间不足时，您可以扩大云硬盘的容

量，也就是云硬盘扩容。云硬盘扩容可以有如下

两种处理方式： 

●  申请一块新的云硬盘，并挂载给云主机。 

●  扩容原有云硬盘空间。系统盘和数据盘均支

持扩容。 

全部 

退订包年/包

月云硬盘 

当您不再使用包年/包月的云硬盘时，可以退订

云硬盘以释放存储空间资源。退订云硬盘后，将

停止对云硬盘收取费用。 

当云硬盘被退订后，云硬盘的数据将无法被访

问。同时，该云硬盘对应的物理存储空间会被回

收，对应的数据会被覆盖。在数据被覆盖之前，

该存储空间不会被再次分配。 

全部 

删 除 按 需 云

硬盘 

当您不再使用按量付费的云硬盘时，可以删除云

硬盘以释放存储空间资源。 

全部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9849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9849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9073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69236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69236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8569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8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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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区域 

删除云硬盘后，将停止对云硬盘收取费用。当云

硬盘被删除后，云硬盘的数据将无法被访问。同

时，该云硬盘对应的物理存储空间会被回收，对

应的数据会被覆盖。在数据被覆盖之前，该存储

空间不会被再次分配。 

快照 

云硬盘快照是云硬盘数据在特定时间点的完整

副本或镜像。作为一种主要的灾难恢复方法，您

可以使用快照将数据完全恢复到创建快照时的

时间点。 

您可以通过管理控制台或者 API 接口创建云硬

盘快照。 

华东 1/华北 2 

自动快照 

天翼云云硬盘支持自动快照功能，您可以通过自

动快照策略周期性地为云硬盘创建快照，可同时

适用于系统盘和数据盘。 

自动快照服务便于您灵活设置快照创建任务，提

高数据安全和操作容错率。 

华东 1/华北 2 

回收站 

天翼云云硬盘回收站支持将删除的云硬盘资源

保存至回收站中，是一种数据保护的方式。在一

定时间内，您可以在回收站内恢复云硬盘数据，

以防止误删除导致的云硬盘数据丢失。 

郑州 5/武汉 41/华东 1/

南宁 23/华南 2/华北 2/

南昌 5/青岛 20/上海 36/

西南 1/昆明 2/杭州 2/杭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43223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18785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7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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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区域 

回收站功能默认为关闭状态，如需使用，需要您

手动开启，保留时间最多为 7 天。 

州 7/长沙 42/西安 7/太

原 4/西南 2-贵州/庆阳

2/呼和浩特 3/乌鲁木齐

7 

备份 

云硬盘备份是指将云硬盘中的数据备份到其他

存储介质或位置的操作。 

云硬盘备份是一种数据保护措施，旨在应对数据

损坏、误删除、恶意操作或主存储系统故障等风

险，以确保数据的可靠性和可恢复性。 

上海 7/上海 36/杭州 2/

合肥 2/芜湖 2/南京 2/南

京 3/南京 4/南京 5/华东

1/九江/南昌 5/杭州 7/福

州 3/福州 4/厦门 3/福州

25/佛山 3/广州 6/南宁

23/南宁 2/郴州 2/长沙

3/海口 2/武汉 3/武汉 4/

武汉 41/长沙 42/华南 2/

西安 3/西安 4/西安 5/西

宁 2/兰州 2/乌鲁木齐

27/中卫 5/西安 7/庆阳

2/乌鲁木齐 7/贵州 3/重

庆 2/成都 4/昆明 2/拉萨

3/西南1/西南2-贵州/青

岛 20/北京 5/晋中/石家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227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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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区域 

庄 20/内蒙 6/华北 2/辽

阳 1/郑州 5/太原 4/呼和

浩特 3 

加密 

当您的业务因为等保合规或安全要求等原因，需

要对存储在云硬盘上的数据进行加密保护时，您

可以在创建云硬盘时勾选加密选项，即可对新创

建的云硬盘进行加密。 

南宁 23/华东 1/南昌 5/

华南 2/西安 7/太原 4/华

北 2/郑州 5/西南 2-贵州

/杭州 7/庆阳 2/呼和浩

特 3/长沙 42 

共享云硬盘 

共享云硬盘允许多个云主机并发访问同一个云

硬盘，实现多个实例之间的数据共享和协作。对

云硬盘的共享访问通常应用于数据集群应用系

统、分布式文件系统和高可用性架构等场景。 

一块共享云硬盘支持同时挂载到最多 16 台云主

机，其中云主机包括弹性云主机和物理机两种，

目前共享云硬盘只支持共享数据盘，不支持共享

系统盘。 

重庆 2/南宁 2/成都 4/芜

湖 2/九江/西宁 2/拉萨

3/海口 2/佛山 3/贵州 3/

福州 3/上海 7/杭州 2/北

京 5/南京 3/南京 4/西安

4/内蒙 6/晋中/郴州 2/武

汉 4/福州 4/昆明 2/西安

5/南京 5/华东 1/南宁

23/上海 36/石家庄 20/

辽阳 1/青岛 20/武汉 41/

福州 25/乌鲁木齐 27/华

北 2/西南 1/长沙 42/中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69680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69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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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区域 

卫 5/南昌 5/华南 2/西安

7/太原 4/郑州 5/西南 2-

贵州/杭州 7/西安 3/庆

阳 2/乌鲁木齐 7 

监控 

当您开通云硬盘服务后，即可通过云监控来查看

云硬盘的性能指标。 

云硬盘支持的监控指标包括：磁盘读速率、磁盘

写速率、磁盘读请求速率、磁盘写请求速率、平

均写操作大小、平均读操作大小、平均写操作耗

时、平均读操作耗时 。 

全部 

转 换 计 费 模

式 

包年包月采用包周期预付费的计费模式，按订单

的购买周期计费，适用于可预估资源使用周期的

场景。 

如果您需要更灵活的计费方式，按照云硬盘的实

际使用时长计费，您可以将云硬盘的计费方式转

为按需付费。 

全部 

修 改 磁 盘 类

型 

天翼云提供多种云硬盘类型，满足不同场景的存

储性能和价格需求，您可以根据业务需求变更云

硬盘的类型。 

例如，创建云硬盘时选择了通用型 SSD，但后期

南宁 23/上海 36/青岛

20/武汉 41/华北 2/西南

1/南昌 5/西安 7/太原 4/

华南 2/郑州 5/西南 2-贵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9239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59678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59678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59679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59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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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区域 

需要更高的 IOPS，则可以将该盘变配为超高 IO

型云硬盘。 

州/杭州 7/庆阳 2/呼和

浩特 3/长沙 42/乌鲁木

齐 7 

 

1.5 功能特性 

支持多种配置规格 

天翼云针对不同客户的业务需求，提供了多种云硬盘配置规格以供客户选择。 

天翼云云硬盘支持多种配置规格，可挂载至云主机用作数据盘和系统盘，根据性能

将其分为普通 IO、高 IO、通用型 SSD、超高 IO、极速型 SSD、XSSD-1、XSSD-2 七

注意 

 “全部”是指所有支持云硬盘服务的国内资源池。 

 当前支持云硬盘服务的资源池为：上海 7/上海 36/杭州 2/合肥 2/芜湖 2/

南京 2/南京 3/南京 4/南京 5/华东 1/九江/南昌 5/杭州 7/福州 3/福州 4/

厦门 3/福州 25/佛山 3/广州 6/南宁 23/南宁 2/郴州 2/长沙 3/海口 2/武

汉 3/武汉 4/武汉 41/长沙 42/华南 2/西安 3/西安 4/西安 5/西宁 2/兰州

2/乌鲁木齐 27/中卫 5/西安 7/庆阳 2/乌鲁木齐 7/贵州 3/重庆 2/成都 4/

昆明 2/拉萨 3/西南 1/西南 2-贵州/青岛 20/北京 5/晋中/石家庄 20/内蒙

6/华北 2/辽阳 1/郑州 5/太原 4/呼和浩特 3。 

 当前功能清单中各功能的发布地域仅针对国内公有云资源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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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规格，各规格云硬盘的使用场景如下表所示： 

云硬盘规格 适用场景 

普通 IO 不常访问的工作负载，例如日常办公应用和轻载型开发测

试等。 

高 IO 一般访问量的工作负载，例如普通开发测试和对存储容量

和性能有平衡诉求的办公应用。 

通用型 SSD 高性价比的云硬盘，适合中等性能诉求的企业应用，例如大

型开发测试、转码类业务、Web 服务器日志和高性能系统

盘等。 

超高 IO 适用于高 IOPS、大带宽需求的读写密集型应用场景，例如

高性能计算和 IO 密集时延敏感型数据库等。 

极速型 SSD 适用于超高 IOPS、超大带宽和超低时延的应用场景，例如

大型 OLTP 数据库、大型 NoSQL 数据库以及核心关键业

务系统等。 

XSSD-1 容量与性能可解耦，适用于超高吞吐和超低时延的应用场

景，例如超大带宽的读写密集型场景、中大型数据库。 

XSSD-2 容量与性能可解耦，适用于超高 IOPS、超高吞吐量和超低

时延的应用场景，例如高负载、核心关键业务系统、超大型

数据库。 

支持自动挂载至云主机 

 天翼云云硬盘支持与弹性云主机的绑定与解绑，即挂载与卸载。 

 用户在创建云主机时即可自动添加云硬盘作为系统盘，此时用户无需进行挂载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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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需要数据盘，用户也可在创建云主机时选择添加数据盘，即可将数据盘自动挂载

至云主机。如数据盘为用户后续单独订购，则需要用户手动将其挂载至云主机。具

体操作可参见挂载云硬盘。 

 单独订购的数据盘支持从云主机上卸载，但需要在云主机处于“运行中“或”关机

“状态下执行。卸载的数据盘可重新挂载到任意一台云主机。 

支持三副本数据冗余 

云硬盘采用三副本数据冗余技术，提高数据的可靠性。 

什么是三副本数据冗余？ 

数据三副本技术是一种在分布式存储系统中使用的数据冗余技术。它的原理是将数

据分块后的三个副本保存在集群中不同的节点上，以提高数据的可靠性和容错性。 

数据三副本技术的基本原理如下： 

 数据复制：当数据被写入分布式存储系统时，系统会自动将该数据分块并复制为三

个副本。 

 副本分布：这三个副本将分散存储在不同的物理节点或存储设备上，以减少副本之

间的关联性。这样，即使某个存储节点或设备发生故障，其他节点上的副本仍然可

用。 

 容错和数据恢复：如果一个副本不可用或损坏（例如由于存储节点故障或硬件故障），

系统可以使用其他副本中的数据来实现容错和数据恢复。系统会自动检测并修复副

本中的数据错误或丢失。 

三副本技术架构如图：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8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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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副本技术怎样确保数据一致性？ 

数据一致性表示当应用写一份数据到存储系统时，存储系统中的 3 个数据副本必须保持

数据一致。且当应用再次读取这些数据时，任意副本上的数据和之前写入的数据都是一

致的。 

通常从两个角度确保数据一致性： 

 应用程序写数据时，会向存储系统中写入三份数据副本。只有当三个副本都写入成

功后，存储系统才会向应用程序返回写入成功响应。 

 如果有数据副本无法读取，则存储系统会自动从其他已保存的副本中读取数据，然

后在物理磁盘扇区错误的节点上重新写入数据，自动修复损坏的副本，确保数据一

致性。 

故障影响及故障处理 

存储系统采用分布式存储集群，集群中的每个物理磁盘上都保存了多个数据块，每

个数据块的副本按照一定的策略分散存储在集群中的不同节点上。当存储系统中某台存

储服务器或物理磁盘发生故障时，会自动启动数据修复。由于整个存储集群的多个存储

节点会同时参与数据修复，每个存储节点上只需重建一小部分数据，多个存储节点并行



 

23 

 

工作，因此有效避免了单个节点重建大量数据所产生的性能瓶颈，对上层业务几乎无影

响，用户无感知。 

三副本技术和云备份、快照有什么区别？ 

三副本技术：主要目的是提高数据的可靠性和容错性，以保证数据的高可用性和持

久性。它适用于分布式存储系统，用于应对设备或节点故障的情况。 

云备份：主要目的是在主存储系统发生故障或数据丢失时，能够恢复数据。云备份

通常用于长期数据保护、灾难恢复和数据迁移等场景。 

快照：主要用于数据恢复、版本控制和测试等目的。它可以提供快速恢复点和数据

回滚功能，并节省存储空间，因为快照通常只记录了数据的差异部分。 

支持云硬盘快照功能 

天翼云支持云硬盘快照功能，用以快速恢复数据，确保业务稳定运行。 

什么是云硬盘快照 

云硬盘快照是磁盘数据在特定时间点的完整副本或镜像。作为一种主要的灾难恢复

方法，用户可以使用快照将数据完全恢复到创建快照时的时间点。用户可以通过 Web

化的服务管理台，即管理控制台或者 API 接口进行云硬盘快照创建。 

云硬盘快照原理 

 快照分为全量快照和增量快照。 

 云硬盘的第一个快照为不包含空数据块的全量快照。后续快照是增量快照，仅存储

自前一个快照以来发生更改的数据块。 

说明： 

当前支持云硬盘快照的资源池为华东 1 和华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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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原理如下图所示： 

 

云硬盘快照计费说明 

天翼云云硬盘快照采用按需付费的方式计费，先使用，后付费，按照您实际使用容

量收取快照存储费用。具体收费标准请参见云硬盘快照计费说明。 

云硬盘快照使用场景 

 数据保护和恢复：快照可以用作数据的备份和恢复手段。当云硬盘的数据发生意外

删除、损坏或错误修改时，可以使用快照来恢复到之前的状态。 

 数据恢复测试：可以使用快照来进行数据恢复测试。在进行关键操作之前，先创建

一个快照，然后在测试过程中可以随时回滚到快照状态，以确保操作的安全性和可

靠性。 

 数据备份和归档：通过创建快照，可以定期备份云硬盘的数据，并将快照存档用于

长期数据保留、合规要求或法律需求。、 

 批量部署多个业务：通过同一个快照可以快速创建出多个具有相同数据的云硬盘，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43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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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可以同时为多种业务提供数据资源。例如数据挖掘、报表查询和开发测试等业

务。 

云硬盘快照与备份区别 

云硬盘快照和备份是云计算中常用的数据保护和恢复手段，它们在功能和用途上有

一些区别，具体说明如下表所示： 

区别项 云硬盘快照 云硬盘备份 

存储位置 快照与云硬盘原始数据保存在

同一套云存储集群中。 

备份与云硬盘原始数据没有存储在

同一套云存储集群中，以备份文件

的形式存储在对象存储中，即使云

硬盘损坏，也可以进行数据恢复。 

数据同步 保存云硬盘指定时刻的数据。

可以设置自动快照策略。如果

将创建快照的云硬盘删除，那

么对应的快照也会被同时删除

或需用户手动删除。重装操作

系统或切换操作系统后，系统

盘快照和数据盘快照不会被删

除，其中数据盘快照可以照常

使用。系统盘保留单盘快照会

主机重装/换系统失败，建议主

机重装/换系统操作前先手动

删除快照。 

保存云硬盘指定时刻的数据，可以

设置自动备份。如果将创建备份的

云硬盘删除，对应的备份不会被同

时删除，还会独立存储于第三方存

储介质。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5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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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恢复 通过快照回滚来恢复云硬盘数

据，或者以快照作为数据源来

创建新的云硬盘，恢复业务。 

用户可以恢复备份文件到云硬盘，

或者以备份作为数据源来创建新的

云硬盘，恢复业务。 

数据恢复速度 数据恢复速度快，秒级回滚和

新云硬盘创建。 

数据恢复速度稍慢，根据数据量的

不同，需要数分钟以上完成数据的

恢复和新云硬盘创建。 

 

支持云硬盘备份功能 

天翼云云硬盘支持云硬盘备份功能，以确保数据的可靠性和可恢复性。 

什么是云硬盘备份？ 

云硬盘备份是指将云硬盘中的数据备份到其他存储介质或位置的操作。它是一种数

据保护措施，旨在应对数据损坏、误删除、恶意操作或主存储系统故障等风险，以确保

数据的可靠性和可恢复性。 

 

说明： 

当前支持云硬盘备份功能的资源池：上海 7/上海 36/杭州 2/合肥 2/芜湖 2/

南京 2/南京 3/南京 4/南京 5/华东 1/九江/南昌 5/杭州 7/福州 3/福州 4/厦门

3/福州 25/佛山 3/广州 6/南宁 23/南宁 2/郴州 2/长沙 3/海口 2/武汉 3/武汉

4/武汉 41/长沙 42/华南 2/西安 3/西安 4/西安 5/西宁 2/兰州 2/乌鲁木齐 27

/中卫 5/西安 7/庆阳 2/乌鲁木齐 7/贵州 3/重庆 2/成都 4/昆明 2/拉萨 3/西南

1/西南 2-贵州/青岛 20/北京 5/晋中/石家庄 20/内蒙 6/华北 2/辽阳 1/郑州 5

/太原 4/呼和浩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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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硬盘备份的特点 

云硬盘备份的特点如下： 

 数据保护：云硬盘备份提供了数据的额外保护层，以应对数据丢失或损坏的风险。 

 定期备份：备份操作通常是定期执行的，可以根据需求设置备份频率和保留时间。 

 增量备份：云硬盘备份通常采用增量备份方式，只备份发生变化的数据，以减少备

份时间和存储空间的消耗。 

 数据恢复：备份的数据可以在需要时进行恢复，以回滚到特定时间点的数据状态。 

云硬盘备份的使用场景 

云硬盘备份广泛应用于灾难恢复，数据保护与数据迁移场景： 

 灾难恢复：在主存储系统故障、数据丢失或灾难事件发生时，可以使用备份数据进

行恢复操作，以快速恢复业务运行。 

 长期数据保护：备份数据可以长期保存，作为数据的长期保护措施，以满足法律合

规、合约要求或数据归档的需求。 

 数据迁移：备份数据可以用于数据迁移，将数据从一个云环境迁移到另一个云环境，

或从云环境迁移到本地环境。 

云硬盘使用方式 

云硬盘备份的操作方法，请参见云硬盘备份。 

支持云硬盘共享功能 

云硬盘可支持共享，实现多个实例之间的数据共享与协作。 

什么是共享云硬盘？ 

共享云硬盘允许多个云主机并发访问同一个云硬盘，实现多个实例之间的数据共享

和协作。这种对云硬盘的共享访问通常支持数据集群、分布式文件系统和高可用性架构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52/10037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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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场景。 

一块共享云硬盘可同时挂载云主机的上限为 16 台，其中云主机包括弹性云主机

和物理机两种，目前云硬盘共享只支持共享数据盘，不支持共享系统盘。 

具体架构见图： 

注意： 

 开启多重挂载功能的云盘并挂载至多台云主机后，如果使用 ext4、xfs 等

单节点文件系统，多个云主机之间数据无法同步，会导致数据不一致等

问题，建议您自行创建适用于业务的集群文件系统。集群文件系统能确

保写入的数据、创建的文件、修改的元数据能够实时同步到所有挂载节

点，从而在文件系统层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常用的集群文件系统包括 OC

FS2、GFS2、Veritas CFS、Oracle ACFS 和 DBFS 等。 

 直接将共享云硬盘挂载给多台云主机无法实现文件共享功能，如需在多

台云主机之间共享文件，需要搭建共享文件系统或类似的集群管理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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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云硬盘的优点 

 多挂载点：单个共享云硬盘最多可同时挂载给 16 台云主机，既可以挂载至天翼云

云主机，也可以挂载至天翼云物理机，灵活部署不同类型的工作负载。 

 高性能：高 IOPS (Input/Output Operations Per Second)，低时延，满足现代应

用的需求。 

共享云硬盘的规格性能 

说明： 

当前支持云硬盘共享功能的资源池为：重庆 2/南宁 2/成都 4/芜湖 2/九江/西

宁 2/拉萨 3/海口 2/佛山 3/贵州 3/福州 3/上海 7/杭州 2/北京 5/南京 3/南京

4/西安 4/内蒙 6/晋中/郴州 2/武汉 4/福州 4/昆明 2/西安 5/南京 5/华东 1/

南宁 23/上海 36/石家庄 20/辽阳 1/青岛 20/武汉 41/福州 25/乌鲁木齐 27/

华北 2/西南 1/长沙 42/中卫 5/南昌 5/华南 2/西安 7/太原 4/郑州 5/西南 2-

贵州/杭州 7/西安 3/庆阳 2/乌鲁木齐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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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云硬盘的规格性能与普通云硬盘规格性能一致，详情请参见产品规格。 

共享云硬盘的数据共享原理 

共享云硬盘本质上就是将同一块云硬盘挂载到多台云主机上。由于每一台云主机均

可以在任意时刻对该云硬盘任意区域的数据进行读写，如果这些云主机之间没有相互约

定读写数据的规则，将会导致这些云主机读写数据时相互干扰，以致出现不可预知的错

误。 

想要确保云主机在访问过程中不互相干扰，确保读写次序和读写意义，必须通过一

个集群来对读写进行集中管理与调度，因此用户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务必确保自行部署集

群系统，如企业应用中常见的 Windows MSCS 集群、Linux RHCS 集群和 CFS 集群应

用等。 

如果使用共享云硬盘的过程中并没有通过集群进行管理，有可能导致以下问题： 

 读写冲突导致数据不一致： 

当两台弹性云主机同时挂载了同一块共享云硬盘却没有在一个集群系统中进行管

理时，这两台云主机无法感知对方的具体存储空间是否已被使用，可能导致存储空间的

重复分配，最终导致空间分配冲突使得数据出错的情况。 

比如，将一块共享云硬盘格式化为 ext3 文件系统后挂载给云主机 A 和云主机 B，

云主机 A 在某一时刻向云硬盘上的区域 C 和区域 D 写了文件系统的元数据，下一时刻

云主机 B 又向区域 E 和区域 D 写了自己的元数据，则云主机 A 写入的数据将会被替换，

随后读取区域 D 的元数据时即会出现错误。 

 数据缓存导致数据不一致： 

当两台弹性云主机同时挂载了同一块共享云硬盘却没有在一个集群系统中进行管

理时，其中一台假定为云主机 A，另一台为云主机 B，云主机 A 将读取来的数据记录在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7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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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存区域中，云主机 A 上的其他进程读取数据时，可直接去读缓存区域的数据提高效

率，而云主机 B 若修改了缓存区域的数据，云主机 A 是无法感知数据变化的，此时若

继续读取缓存，则会导致读取的数据不一致情况。比如，将一块共享云硬盘格式化为 ext3

文件系统后挂载给云主机 A 和云主机 B，两台云主机均将文件系统的元数据进行了缓

存，此后用户在云主机 A 中创建了一个新的文件 File，但云主机 B 并无法感知该修改，

依旧从缓存中读取数据，导致用户在云主机 B 中无法看到文件 File。 

除此之外，还可能会导致存储性能下降，读写速度变慢，响应时间延长等问题。 

共享云硬盘的使用方法 

1. 登录天翼云云硬盘控制台，进行创建云硬盘的操作，直接在“创建云硬盘”页面中

创建。 

2. 在“创建云硬盘”窗口中，在高级配置中，勾选共享盘勾选框，来创建支持多重挂

载的云硬盘。 

 

3. 创建成功后，在云硬盘列表中为刚创建的共享盘来选择弹性云主机实例或物理机实

例并单击挂载，可将该云硬盘挂载至同一可用区的多台弹性云主机或物理机。 

4. 在多台云主机或物理机实例上构建共享文件系统或其他集群系统实现数据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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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云硬盘加密功能 

云硬盘支持加密功能，可确保数据安全，以防用户隐私数据泄露。 

什么是云硬盘加密？ 

当您的业务因为等保合规或安全要求等原因，需要对存储在云硬盘上的数据进行加

密保护时，您可以在创建云硬盘时勾选加密选项，即可对新创建的云硬盘进行加密。 

 

密钥管理 

天翼云使用行业标准的 AES-256 算法，利用数据密钥加密您的云硬盘数据，加密云硬

盘使用的密钥由天翼云自研密钥管理（KMS，Key Management Service）功能提供，

用户可轻松创建并管理密钥，满足数据加解密及数字签名验签等需求，安全便捷。 

 

KMS 通过使用硬件安全模块 HSM（Hardware Security Module）保护密钥的安全，

所有的用户密钥都由 HSM 中的根密钥保护，避免密钥泄露。密钥管理可以轻松满足对

小数据和大量数据的加解密。 

工作原理 

服务端加密支持选择默认密钥及用户自行创建的用户主密钥，具体可选择的密钥类型如

下。 

 

说明： 

当前支持云硬盘加密功能的资源池为：南宁 23/华东 1/南昌 5/华南 2/西安 7

/太原 4/华北 2/郑州 5/西南 2-贵州/杭州 7/庆阳 2/呼和浩特 3/长沙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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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钥创建者 密钥类型 密钥算法 服务版本 

云产品 默认密钥 AES_256（默认） 按需版&包周期版 

用户自行创建 

用户主密钥-软件 AES_256 按需版 

用户主密钥-硬件 
AES_256 

SM4 
按需版 

 

在了解云硬盘加密工作原理之前，首先需要了解两个概念： 

 默认密钥 

 系统为云产品自动创建的用于服务端加密的默认密钥，默认密钥与云产品对应，

每个天翼云账号下的每个云产品，在每个资源支持创建 1 个默认密钥。 

 默认密钥的别名定义为 alias_<云产品代码>，例如 alias_ecs。 

 默认密钥的密钥材料由 KMS 生成，不支持导入外部密钥材料，同时不支持自

动轮转、启用/禁用、删除等操作。 

 用户主密钥 

 用户主密钥云产品加密时，可选用户在 KMS 服务中自建的用户主密钥，密钥

类型为对称密钥，算法支持 AES_256、SM4，保护级别可选软件保护、硬件保

护。 

 用户主密钥按照 KMS 按需及包周期版的服务标准资费进行计费，请您确保账

户余额充足、到期前及时续费，避免 KMS 服务冻结，冻结后云产品无法进行

正常的加解密操作，云产品可能会出现异常。 

 用户主密钥支持计划删除，操作计划删除前请确保该密钥非云产品加密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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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钥，避免误删除导致云产品无法正常加解密而出现异常。为避免误删，您可

以为密钥开启删除保护功能。 

 

注意 

当前云硬盘加密仅支持选择按需版本中的自建用户主密钥，当前包周期版本中的用户主

密钥暂不支持做云硬盘加密使用。 

若您为 2024 年 9 月 10 日之后购买了 KMS 包周期服务，您可选择使用默认密钥进行

云产品加密。 

 

第一次使用加密云硬盘时，系统会自动创建一个用户主密钥（CMK），该密钥有且仅有

一个，且是在 KMS 中的相应地域所创建，并将其存储在受严格的物理和逻辑安全控制保护

的密钥管理服务上。查看如何通过 KMS 实现服务端加密。 

每个地域的加密云硬盘，都需要通过 256 位数据密钥（DEK）进行加密，此数据密

钥（DEK）具备地域唯一性，即每个地域都有且仅有一个。该密钥受 KMS 提供的密钥

管理基础设施的保护，能有效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云硬盘的数据密钥（DEK）仅在实

例所在的宿主机的内存中使用，不会以明文形式存储在任何持久化介质（即使是云硬盘

本身）上。 

在创建加密云硬盘并将其挂载到实例后，以下数据都将关联此密钥并进行加密： 

 云硬盘中的静态数据 

 云硬盘和实例间传输的数据（实例操作系统内的数据不加密） 

 通过加密云硬盘创建的快照 

云硬盘加密功能与快照、备份、镜像之间的关系：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14047/10032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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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硬盘加密功能与云主机系统盘、云主机数据盘、快照、备份、镜像的关系介绍如

下： 

云硬盘加密功能 

 创建云硬盘时，用户可以选择是否加密此云硬盘，云硬盘创建完成后加密属性无法

更改。 

云主机系统盘加密 

 创建云主机时，支持在创建时直接设置系统盘加密。 

云主机数据盘加密 

 创建云主机时，支持在创建时直接设置数据盘加密。 

云硬盘加密与快照 

 加密云硬盘生成的快照及通过这些快照创建的云硬盘将自动继承加密功能属性。 

云硬盘加密与备份 

 加密云硬盘生成的备份及通过这些备份创建的云硬盘将自动继承加密功能属性。 

支持对云硬盘性能监控 

当用户开通云硬盘服务后，即可通过云监控来查看云硬盘的性能指标，包括读写速

率、读写操作速率等，云监控是天翼云提供的性能监控的重要服务，无需安装额外插件

即可免费开通。 

1.6 产品规格 

磁盘类型及性能介绍 

天翼云根据不同性能，将云硬盘分为七种规格，包括普通 IO、高 IO、通用型 SSD、

超高 IO，极速型 SSD、XSSD-1、XSSD-2，用户在实际使用中可以选择符合自己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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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与成本预算的规格进行购买。 

云硬盘类型及对应性能介绍 

衡量云硬盘性能的指标有很多种，例如 IOPS，吞吐量，读写时延： 

 IOPS：云硬盘每秒进行读写的操作次数，可以细分到单盘最大 IOPS，基线 IOPS，

IOPS 突发上限等等。 

 吞吐量：云硬盘每秒成功传送的数据量，即读取和写入的数据量，一般会衡量云硬

盘最大吞吐量，每 GB 云硬盘的吞吐量。 

 读写时延：云硬盘处理一个读写 IO 需要的时间，通常是最直观体现在用户面前的

性能。 

参数 普通 IO 高 IO 通用型 SSD 超高 IO 极速型 SSD 

单 个 云 硬

盘的最大 I

OPS 

2000 5000 20000 50000 100000 

单 个 云 硬

盘 的 基 线

IOPS 

300 1800 1500 1800 1800 

每GB云硬

盘的 IOPS 

2 8 8 50 50 

单 个 云 硬

盘 IOPS 性

min(200

0,300+2×

容量) 

min(5000

,1800+8×

容量) 

min(20000,150

0  +8×容量) 

min(5000

0,1800+5

0*容量) 

min(100000,1

800+50×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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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计 算 公

式 

IOPS 突发

上限 

2000 5000 8000 16000 32000 

最 大 吞 吐

量 

150MB/s 200MB/s 250MB/s 350MB/s 750MB/s 

每GB云硬

盘 的 吞 吐

量 

0.1 0.1 0.5 0.5 0.5 

吞 吐 量 公

式 

min(150,

100+0.1×

容量) MB

/s 

min(200,

130+0.1×

容量) MB

/s 

min(250,100+

0.5×容量) MB/

s 

min(350,

120+0.5×

容量) MB

/s 

min(750,200+

0.5×容量) MB

/s 

单 队 列 访

问时延 

5~10ms 1~3ms 1ms 1ms 亚毫秒级 

特点 

不 常 访 问

的 工 作 负

载 

一 般 访 问

的 工 作 负

载 

高性价比的云硬

盘，适合中等性

能诉求的企业应

用 

适 用 于 高

IOPS 、 大

带 宽 需 求

的 读 写 密

集 型 应 用

场景 

适用于超高 IO

PS、超大带宽

和超低时延的

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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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型 应 用

场景 

大容量、读

写 速 率 中

等、事务性

处 理 较 少

的 应 用 场

景 

 日 常

办 公

应用 

 轻 载

型 开

发 测

试 

 不 建

议 用

于 系

统盘 

普 通 开 发

测试 

 企业办公 

 中型开发测

试 

 中小型数据

库 

 Web 应用 

 系统盘 

转 码 类 业

务 

I/O密集型

场景 

 NoS

QL 

 Oracl

e 

 SQL 

Serve

r 

 Postg

reSQ

L 

时 延 敏 感

型场景 

 Redis 

 Mem

cache 

 企业办公、

虚拟桌面 

 大型开发测

试 

 转码类业务 

 系统盘 

 大中型规模

的 数 据 库

（ SQL 

Server 、 

Oracle 、

NoSQL 、

PostgreS

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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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 .超高 IO 最大 IOPS 为 50000 的资源池为：华东 1、上海 36、青岛 20、

武汉 41、南宁 23、华北 2、南昌 5、西南 1、华南 2、西安 7、太原 4、郑

州 5、西南 2-贵州、杭州 7、长沙 42（可用区 1）。其他资源池支持的最大 I

OPS 为 33000，单个云硬盘 IOPS 计算公式为：min(33000,1800+30*容

量)。 

2. 单个云硬盘的最大 IOPS、IOPS 突发上限、单个云硬盘的最大吞吐量三个

参数的值均为读写总和。比如最大 IOPS=IOPS 读+IOPS 写。 

3. 以单个超高 IO 云硬盘吞吐量计算公式为例说明：起步 120MB/s，每 GB

增加 0.5MB/s，上限为 350MB/s。 

4. 以单个通用型 SSD 云硬盘 IOPS 计算公式为例说明：起步 1500，每 GB

增加 8，上限为 20000。 

5. 单队列指队列深度为 1，即并发度为 1。单队列访问时延是所有 IO 请求串

行处理时 IO 的时延，表格中数据是 4KB 数据块能达到的时延。 

6. 在海光系列和飞腾系列国产化云主机实例上，不建议使用超高 IO 云盘，

在云主机 vCPU 规格小于 16 core 情况下，可能达不到单盘最大 IOPS 指

标。 

7. 普通 IO、高 IO 云硬盘由机械硬盘（HDD）提供支持，适合一般工作负载

的应用场景；对于负载较高的应用，建议使用更高规格的云硬盘，它们由固

态硬盘（SSD）提供支持，包括通用型 SSD、超高 IO、极速型 SSD，或使用

更高规格的 XSSD 系列云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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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X 系列云硬盘已正式上线，包含 XSSD-1 和 XSSD-2 两个全新云硬盘规格。

X 系列云硬盘的性能及配置方法请参考 X 系列云硬盘。 

云硬盘性能计算公式说明 

以 IOPS 计算公式为例说明，单个云硬盘 IOPS 性能=“单个云硬盘的最大

IOPS”与“单个云硬盘的基线 IOPS+每 GB 云硬盘的 IOPS*云硬盘容量”的最小值。

其中，“单个云硬盘的最大 IOPS”是指单个云硬盘所能达到的 IOPS 最大上限，为读

写 IOPS 的总和。“单个云硬盘的基线 IOPS“是指单个云硬盘能获得的起步

IOPS。”每 GB 云硬盘的 IOPS“是指在基线 IOPS 之外，云硬盘每增加 1GB 容量能

获得的 IOPS。 

这里以华东 1-超高 IO 云硬盘为例，天翼云单个超高 IO 云硬盘的最大 IOPS 为

50000，单个超高 IO 云硬盘的基线 IOPS 为 1800，每 GB 云硬盘的 IOPS 为 30。 

 假设此块超高 IO 云硬盘的容量为 100GB，则该云硬盘 IOPS 的性能为：“min

（50000，1800+30*100）”，取 50000 和 4800 的最小值，最终此块云硬盘的

IOPS 性能为 4800。 

 假设此块超高 IO 云硬盘的容量为 2000GB，则该云硬盘 IOPS 的性能为：“min

（50000，1800+30*2000）”，取 50000 和 61800 的最小值，最终此块云硬

盘的 IOPS 性能为 50000。 

云硬盘的性能与数据块的大小密切相关。对于某个确定的数据块大小而言，当单

个云硬盘的最大 IOPS 或最大吞吐量其中之一达到最大值时，此时云硬盘性能达到最

大，另一项指标无法再继续增加。一般来讲，对于 4KB 或 8KB 这样的小数据块，云硬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79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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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的性能可达到最大 IOPS，而最大吞吐量无法达到；对于 16KB 及以上的大数据块，

云硬盘的性能可达到最大吞吐量，而最大 IOPS 无法达到。 

下表以通用型 SSD 云硬盘为例，说明云硬盘的性能与数据块大小之间的关系。下

表以通用型 SSD 云硬盘为例，说明云硬盘的性能与数据块大小之间的关系。 

数据块大小 最大 IOPS 最大吞吐量 

4KB 约 20000 约 78MB/s 

8KB 约 20000 约 156MB/s 

16KB 约 16000 约 250MB/s 

32KB 约 8000 约 250MB/s 

 

云硬盘突发能力及原理说明 

天翼云支持资源池粒度的云硬盘突发能力。支持性能突发的资源池内所有的云硬盘

都支持突发能力。 

通常情况下，云硬盘的 IOPS 性能是按照预留的性能水平提供的。每个云硬盘都有

一个基准的 IOPS 性能，表示持续性能水平。云硬盘的突发能力是指容量稍小的云硬盘

可以在一定时间内达到 IOPS 突发上限，超过 IOPS 上限的能力。此处 IOPS 上限为单

个云硬盘的性能。 

当云硬盘 IOPS 上限<云硬盘 IOPS 突发上限时，此云硬盘有突发能力，在一定时

间内，该云硬盘的最大 IOPS 可达到云硬盘 IOPS 突发上限数据。 

当云硬盘 IOPS 上限>云硬盘 IOPS 突发上限时，此云硬盘无需突发能力。 

以一个华东 1-超高 IO 云硬盘作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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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量为 100GB 的云硬盘，其 IOPS 上限为 4800，IOPS 突发上限为 16000，因此

在一定时间内该云硬盘的最大 IOPS 可达到 16000。 

 容量为2000GB的云硬盘，其 IOPS上限为50000，但是 IOPS突发上限仅为16000，

云硬盘的 IOPS 上限已经超过了突发 IOPS，因此该云硬盘无需突发能力。 

磁盘模式及使用方法 

本文为您介绍云硬盘的磁盘模式以及不同磁盘模式的主要应用场景以及使用注意

事项。 

磁盘模式的定义与分类 

云硬盘的磁盘模式分为三种，分别是： 

 VBD（Virtual Block Device）：虚拟块存储设备。 

 SCSI （Small Computer System Interface）：小型计算机系统接口。 

 FCSAN（Fibre Channel SAN）：光纤通道协议的 SAN 网络。 

根据其是否支持高级的 SCSI 命令来判断划分磁盘模式。其中，VBD 为默认模式，

相较于 SCSI，只支持较简单的读写命令。而 SCSI 类型的磁盘则可以提供一些高级特性，

如命令队列、多点访问、热插拔等，支持更高级的 SCSI 指令。与以上两种不同，FCSAN

协议仅支持物理机使用，当前仅支持在上海 7 和西安 5 开通。 

磁盘模式在订购完成后不能修改，在购买时请谨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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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磁盘模式的主要应用场景 

VBD 模式：作为云硬盘的默认磁盘模式，VBD 可以应用于绝大多数业务场景，作

为云主机的驱动器，提供持久化存储，用于操作系统、应用程序和数据的安装和存储，

也可以作为数据库服务器的存储设备等等。 

SCSI 模式：天翼云共享盘需要在集群环境下使用，多数集群在配置使用过程中是

需要使用 SCSI 锁的，例如 Windows MSCS 集群等，因此在集群应用场景中推荐使用

SCSI 模式共享盘。 

FCSAN 模式：目前仅支持物理机使用。产品应用场景 

X 系列云硬盘 

天翼云 X 系列云硬盘基于 NVMe 和 RDMA 技术，为您提供超高 IOPS、超高吞

说明： 

 FCSAN 协议仅支持物理机使用，当前仅支持在上海 7 开通。 

 VBD 模式是所有资源池默认的磁盘模式。 

 选择的资源池和磁盘类型同时决定了创建的云硬盘是否支持 SCSI 模式，

逻辑如下： 

 HDD 磁盘选择 SCSI 模式的资源池为：拉萨 3/西南 2-贵州/西宁 2/

庆阳 2/呼和浩特 3。 

 SSD 磁盘选择 SCSI 模式的资源池为：西南 2-贵州/庆阳 2/呼和浩特

3/华北 2/郑州 5/上海 36/西南 1/西宁 2。 

说明 

当前支持 X 系列云硬盘的资源池为华东 1 的可用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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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量和超低时延的极致云硬盘。X 系列云硬盘在提供基础容量对应的基础性能之外，可

以结合实际业务的需求，在容量不变的情况下，灵活配置云硬盘的 IOPS，从而实现云

硬盘容量与性能的解耦。 

产品规格 

X 系列提供两个云硬盘规格，如下表所示。 

参数 XSSD-2 XSSD-1 

数 据 盘 容 量 范 围

（GB） 

512 ~ 65,536  20 ~ 65,536  

单盘最大 IOPS 1,000,000 100,000 

基础 IOPS 计算公式 

min{3000+50× 容 量 ， 

100000} 

min{1800+50×容量， 50000} 

单 盘 最 大 吞 吐 量

（MB/s） 

4000 750 

基础吞吐量计算公式 

min{200+0.5× 容 量 ， 

750MB/s} 

min{120+0.5× 容 量 ， 

350MB/s} 

单队列写时延（ms）， 

Block Size=4K 

0.2 0.2 

X 系列云硬盘性能计算方法 

X 系列云硬盘的单盘性能 = 基础性能 + 预配置性能。基础性能请参考产品规格

表中“基础 IOPS 计算公式”和“基础吞吐量计算公式”，根据云硬盘的容量（GB 为

单位）可计算出基础性能。预配置性能为用户自定义。 



 

45 

 

这里以 XSSD-2 云硬盘为例，说明 X 系列云硬盘的性能计算方法。假设用户订购了

100GB 的 XSSD-2 云硬盘，并预配置了 1000 个 IOPS，那么这块 XSSD-2 云硬盘的最

大 IOPS 为：（3000+50×100）+1000=9000。其中，基础性能为 3000+50×100=8000，

预配置 IOPS 为 1000。 

云主机实例规格与存储 I/O 性能关系说明 

弹性云主机不同实例规格的存储 I/O 性能以及不同实例规格挂载 X 系列云硬盘时

的性能表现不同。云主机实例的存储 I/O 性能和实例规格大小相关，同一类型的实例规

格等级越高，可获得的存储 I/O 性能（即 IOPS 和吞吐量）越高。 

本文将带您了解云主机实例的存储性能与 X 系列云硬盘存储性能之间的关系，以此

作为您合理选择云主机实例规格和 X 系列云硬盘产品的依据，避免不合理配置给应用带

来性能瓶颈。 

当您创建云主机实例挂载了 X 系列云硬盘时，云主机实例最终的存储 I/O 性能计

算公式为：存储 I/O 能力=min { 云主机实例，X 系列云硬盘性能总和 }。 

如下为场景说明： 

● 场景一：如果 X 系列云硬盘性能总和超过了云主机实例规格所对应的存储 I/O

能力，最终存储 I/O 性能以该云主机实例规格对应的存储 I/O 能力为准。 

● 场景二：如果 X 系列云硬盘性能总和不超过云主机实例规格所对应的存储 I/O

说明 

XSSD-1：（基础 IOPS（min{1800+50×容量， 50000}） + 预配置 IOP

S） ≤ min{500×容量，100000} 

XSSD-2：（基础 IOPS（min{3000+50×容量， 100000}） + 预配置 IOP

S） ≤ min{500×容量，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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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最终存储 I/O 性能以 X 系列云硬盘性能总和为准。 

 

接下来以 c8.4xlarge.2 为例，不同规格的实例挂载不同性能级别的 X 系列云硬盘

时，实际的存储性能不同。如下所示： 

 示例一：胡女士选择了 c8.4xlarge.2 规格实例，该实例规格最大存储 I/O 性能为

100,000 IOPS。云主机实例挂载了 2 块 XSSD-1 云硬盘，对应单盘 IOPS 最大为

100,000，总 IOPS 最大为 200,000，则该云主机实例最大存储 IOPS 为 10,000，

无法达到 200,000。 

 示例二：胡女士选择了 c8.8xlarge.4 规格实例，该实例规格最大存储 I/O 性能为

200,000 IOPS。云主机实例挂载了 1 块 XSSD-1 云硬盘，对应单盘 IOPS 最大为

100,000，则该云主机实例最大存储 IOPS 为 100,000。 

产品限制说明 

 X 系列支持的云主机实例为通用型 s8 云主机、计算型 c8 云主机和内存型 m8 云主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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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支持 SCSI 磁盘模式。 

 不支持云硬盘备份，不支持选择备份作为数据源创建 X 系列云硬盘。 

 不支持磁盘加密。 

 不支持共享云硬盘。 

 X 系列兼容的镜像类型： 

ctyunos 

CTYunOS 3-23.01 64 位 

CTYunOS 2.0.1 64 位 

CentOS 

CentOS Linux 8.4 64 位 

CentOS Linux 8.2 64 位 

CentOS Linux 7.8 64 位 

ubuntu 

Ubuntu 22.04 64 位 

Ubuntu 20.04 64 位 

debian Debian 9.0.0 64 位 

anolis Anolis 8.4 64 位 

 

计费说明 

X 系列云硬盘的计费项包括： 

 容量费用：创建云硬盘后即开始计费，并获得相应的基础性能，支持包年包月和按

需两种计费方式。 

 预配置 IOPS 费用：预配置 IOPS 成功后即开始计费，仅支持按需计费。 

预配置 IOPS 配置方法 

1.登录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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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单击“存储>云硬盘”，进入云硬盘主页面。 

4.单击“创建云硬盘”，进入云硬盘创建页面。 

5.根据您的性能需求，磁盘类型选择 XSSD-1 或 XSSD-2。 

6.在“预配置 IOPS”栏勾选“启用 IOPS”，出现 IOPS 配置框，根据您的需要输入预

配置 IOPS 值。输入之后，会显示按当前配置可获得的最大 IOPS，即基础 IOPS 和预配

置 IOPS 之和。 

 

7.确定云硬盘的配置信息后，点击“下一步”，根据提示完成订单。 

修改预配置 IOPS 方法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单击“存储>云硬盘”，进入云硬盘主页面。 

4.找到需要修改预配置 IOPS 的 X 系列云硬盘，点击“更多>修改预配置 IOPS”。 

5.在弹出的窗口中，输入新的预配置 IOPS 值，配置费用会随预配置 IOPS 的取值而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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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同时，可以通过勾选“预配置 IOPS”来开启或关闭 X 系列云硬盘的预配置性能。 

 

7.点击“确定”，待云硬盘列表刷新后，即完成了预配置 IOPS 的修改。 

 

1.7 应用场景 

场景一：企业应用上云 

场景说明 

说明： 

 鼠标悬停在输入框，可以查看预配置 IOPS 的取值范围。 

 输入框后的灰字部分是配置后的结果，即云硬盘最大 IOPS=基础 IOPS+

预配置 I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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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用上云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举措，是指将企业的应用程序迁移到云平台

上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企业的内部办公系统以及企业外部业务系统都将进行上云搬迁

部署。那么企业应用以及企业核心数据库所承载的业务及数据都会应用到云硬盘。 

场景架构 

 

产品优势 

 按需弹性扩展，性能线性增长，满足企业规模增长带来的容量和性能诉求。 

 提供规格丰富的多种云硬盘，满足不同企业应用对性能的不同诉求。 

 云硬盘可以挂载至弹性云主机，也可以应用于物理机中，可以匹配不同企业在算力

资源不同情况下的存储诉求。 

 提供云硬盘备份与快照功能，满足企业对数据安全性与可靠性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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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二：云上虚拟化 

场景说明 

采用弹性云主机或物理机构建虚拟化的公有云/私有云平台，结合天翼云自研虚拟

化技术，提高 IT 基础架构业务支撑灵活度，降低系统管理复杂性。高 IOPS、低延迟的

SSD 资源池顺利解决业务高峰期性能瓶颈问题。云硬盘在线扩容实现容量和性能的线性

扩展，满足业务增长诉求。 

场景架构 

 

产品优势 

 云硬盘可随时在线扩容，单盘最大容量可达 64TB，性能线性增长。 

 结合对象存储，通过内网备份恢复，不占公网流量，进一步降低成本。 

场景三：虚拟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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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说明 

使用云硬盘，满足核心数据库的高 IO 要求和高可靠要求，如 OLTP 类型数据库以

及 NoSQL 类型数据库。 

场景架构 

 

产品优势 

 云硬盘根据不同性能，细分了不同的规格，用户可以根据数据库性能需求来匹配合

适规格的云硬盘。  

 超高 IO 和极速型 SSD 云硬盘的读写性能强、吞吐带宽高，可满足用户各类数据库

（如 MySQL、Oracle、NoSQL）的部署需求。 

 云硬盘数据冗余技术及云硬盘备份技术，满足数据库对可靠性的要求。 

 共享云硬盘可同时挂载给 16 台云主机，支持更复杂的企业核心数据库集群应用。 



 

53 

 

1.8 使用限制 

云硬盘的使用限制如下表所示： 

限制项 限制说明 

用户使用 云硬盘类似于传统服务器中的硬盘，无法单独使用，必须挂

载在弹性云主机和物理机上使用。 

挂载云硬盘  一台云主机默认情况下最多可以挂载 9 块云硬盘（1 块

系统盘+8 块数据盘）。 

 如需挂载超过 9 块云硬盘，请联系天翼云客服提交工

单处理，处理后最多可挂载 23 块云硬盘。 

 当云硬盘为非共享盘时，只能挂载到一台云主机上。 

 当云硬盘为共享盘时，支持同时挂载最多 16 台云主

机。 

 

注意 

极速型 SSD 云硬盘仅支持挂载至 vCPU 数量至少为 16 且

为 6 代以上的通用计算增强型和内存优化型云主机，并且

一台云主机最多只允许挂载 3 块极速型 SSD 云硬盘。 

扩容云硬盘 云硬盘支持容量的扩容，不支持缩容。如扩容的是状态为

“已挂载”的云硬盘，那么云硬盘所挂载的云主机状态必须

为“运行中”或者“关机”才支持扩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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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盘支持的最大容量为 2TB。 

 数据盘支持的最大容量为 32TB（X 系列云硬盘支持的

最大容量为 64TB）。 

 最小扩容容量为 1GB，扩容步长为 1GB。 

 

注意 

扩容成功后，需要对扩容部分的云硬盘进行后续处理。不同

操作系统的云主机处理方式不同，具体请参见云硬盘扩容概

述。 

卸载云硬盘 只有数据盘支持卸载操作，系统盘不支持卸载。 

当卸载数据盘时，支持离线卸载或在线卸载，即可在挂载该

数据盘的云主机处于“关机”或“运行中”状态时进行卸载。 

容量  单个系统盘最大支持容量：2048GB。 

 单个数据盘最大支持容量：32768GB 

 X 系列系统盘最大支持容量：2048GB。 

 X 系列数据盘最大支持容量：65536GB。 

云硬盘快照  非 X 系列单块云硬盘最多可以保留 40 个手动快照，X

系列单块云硬盘最多可以保留 1000 个手动快照（暂不

支持通过工单提升）。 

 单个快照最多可创建 128 块云硬盘。 

 单个用户单个地域自动快照策略个数最多为 20 个。 

 单个自动快照策略关联云硬盘个数最多 200 个。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9073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9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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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X 系列单个云硬盘最多可创建自动快照和手动快照

总数为 50，X 系列单个云硬盘最多可创建自动快照和

手动快照总数为 2000（暂不支持通过工单提升）。 

 

注意 

 磁盘模式为 FCSAN、ISCSI 的云硬盘暂不支持快照服

务。 

 挂载至物理机的云硬盘、和物理机一起订购的云硬盘

暂不支持快照服务。 

 云硬盘快照回滚只支持回滚至源云硬盘，不支持回滚

至其他云硬盘。 

1.9 安全 

数据保护技术 

天翼云云硬盘通过加密技术，保护存储在天翼云云硬盘中的静态数据的机密性。详

细信息请参见云硬盘加密功能介绍。 

 支持创建空白加密数据盘。 

 支持通过快照、备份创建加密数据盘。 

 支 持 行 业 标 准 的 AES-256 算 法 ， 利 用 天 翼 云 自 研 密 钥 管 理 （ KMS ， Key 

Management Service）服务加密云硬盘数据。 

 从加密云硬盘创建的快照、备份默认加密。 

监控安全风险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62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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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翼云云硬盘提供基于云监控服务的资源监控能力，支持自动实时监控用户监控帐

号下的云硬盘使用情况用户可以实时监控云硬盘的 IOPS、带宽、时延等信息。 

更多支持的监控指标，以及查看监控的方式请参见查看云硬盘监控数据。 

故障恢复 

天翼云云硬盘提供多种故障后恢复数据的方式，如下表： 

恢复数据方式 描述 详细介绍 

从回收站中恢复

云硬盘 

天翼云云硬盘回收站开启后，支持将删除的云

硬盘资源保存至回收站中。 

在 7 天内，您可以在回收站内恢复云硬盘数据。 

以防止误删除导致的云硬盘数据丢失。 

从回收站恢复云硬盘 

使用快照回滚云

硬盘 

当发生误操作或系统故障等问题时，您可以使

用已创建的快照来回滚数据。 

云硬盘的数据将恢复至创建快照的时刻，从而

实现云硬盘数据的恢复。 

快照回滚 

使用快照创建云

硬盘 

您可以通过快照创建新的云硬盘，使云硬盘在

初始状态就具有快照中的数据。 

从快照创建云硬盘 

使用备份恢复云

硬盘 

当云硬盘发生故障，或者由于人为误操作导致

云硬盘数据丢失时，您可以使用已经创建成功

的备份恢复数据至源云硬盘。 

使用备份恢复云硬盘 

使用备份创建云

硬盘 

您可以使用备份创建新的云硬盘，新建的云硬

盘在初始状态就具有备份中的数据。 

使用备份创建云硬盘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9239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11848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50802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50804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52/10037446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52/1012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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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认证与访问控制 

IAM 身份认证 

统一身份认证（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简称 IAM）服务，是提供用

户进行权限管理的基础服务，可以帮助您安全的控制云服务和资源的访问及操作权限。 

IAM 为您提供的主要功能包括：精细的权限管理、安全访问、通过用户组批量管理

用户权限、委托其他帐号管理资源等。 

企业项目 

企业项目管理（Enterprise Project Management Service，简称“EPS”），为

客户提供与企业组织架构和业务管理模型匹配的云治理能力。以面向企业资源管理为出

发点，帮助企业以部门、项目等组织架构分级管理和项目业务结构来实现企业在云上的

人、物、权管理，提供企业人员管理、项目管理、资源管理等能力。 

企业项目服务申请开通后免费使用，您只需要为您帐号中的资源进行付费。 

企业项目更多相关内容请参见： 

 创建用户 

 创建用户组 

 创建企业项目 

 企业项目资源迁出/迁入 

 管理用户组 

 创建自定义策略 

重点操作短信验证 

重点操作验证，是天翼云平台为了保障安全，在用户进行重点操作前增加的二次认

证，二次认证通过后系统才能执行用户操作。可避免因误操作引起严重后果，提供更高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345725/10355289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345725/10355805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345725/10356382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345725/10356537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345725/10355901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345725/10355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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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性。 

“重点操作”是可能引起服务运行中断、网络中断、数据丢失等情况的操作。 

目前二次认证仅支持短信验证码方式认证。若您开启短信验证能力，在控制台进行

重点操作时，系统会向您的手机号（绑定天翼云账号的手机号）发送短信验证码，需输

入正确的验证码才能执行该重点操作。从而避免您进行误操作，造成云产品数据的丢失；

另一方面，确保操作人身份，避免影响业务运行。 

更多内容请参见重点操作短信验证。 

1.10 与其他服务之间的关系 

云硬盘与其他服务的关系如图所示： 

 

云硬盘与其他服务的联系详情如下表： 

相关服务 功能交互 相关链接 

弹性云主机（CT-ECS，

Elastic Cloud Server） 

云硬盘可以挂载至弹性云主机，作为云主机

的系统盘和数据盘，提供可弹性扩展的块存

挂载云硬

盘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39372/10039812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8391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8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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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设备。 

物 理 机 （ CT-DPS ，

Dedicated Physical 

Server） 

云硬盘可以为物理机提供可弹性扩展的块

存储设备，通常为 SCSI 类的云硬盘。 

GPU 云主机 高性能的云硬盘可以挂载至 GPU 云主机

作为系统盘和数据盘。 

密钥管理（CT-KMS，Key 

Management Service） 

云硬盘通过密钥管理服务实现对数据的加

解密，并集中使用密钥管理服务（KMS）对

密钥进行管理。 

支 持 云 硬

盘 加 密 功

能 

云硬盘备份（CT-VBS，

Volume Backup 

Service） 

针对云主机的系统盘、数据盘提供的备份服

务。用户可对存储重要数据的磁盘进行备

份。 

云 硬 盘 备

份 

 

云监控 云硬盘通过云监控服务来监控云硬盘性能，

性能指标例如云硬盘读写速率与云硬盘读

写操作速率等。 

查 看 云 硬

盘 监 控 数

据 

1.11 产品地域和可用区 

地域 
地域（Region）是指物理的数据中心的地理区域。地域从地理位置和网络时延维度划分，

同一个 Region 内共享弹性计算、块存储、对象存储、VPC 网络、弹性公网 IP、镜像等公共

服务。 

天翼云不同地域之间完全隔离，保证不同地域间最大程度的稳定性和容错性。为了降低访问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62638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62638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62638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08240/10027739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08240/10027739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9239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9239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9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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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延、提高下载速度，建议您选择最靠近业务需求的地域。 

相关特性 

不同地域之间的网络完全隔离，不同地域的云产品默认不能通过内网通信。 

如果不同地域之间的云产品之间有通信需求，可以通过公网 IP、VPN 等方式进行通信。 

如何选择地域 

在天翼云中，资源创建或购买成功后不能更换地域，因此选择地域时，您需要慎重考虑以下

几个因素： 

1. 地理位置：用户和资源部署地域的距离越近，网络时延越低，访问速度越快。建议您基于

业务场景对时延的要求选择地域。 

a）中国内地：一般情况下建议选择和您目标用户所在地域最为接近的数据中心，可以进一

步提升用户访问速度。如果使用天翼云承载您的全部业务，电信网络可以保证中国内地地域

间的快速访问。 

b）其他国家及地区：其他国家及地区提供的带宽主要面向非中国内地的用户。如果您在中

国内地，使用这些地域会有较长的访问延迟，不建议您使用。 

2.资源价格及资源覆盖：不同区域的资源价格可能有差异，不同地域的产品覆盖可能有差异，

请根据您的需求及预算选择合适的地域。 

3.经营性备案：如果您使用弹性云主机实例作为 Web 服务器，您需要完成经营性备案，同

时需要在指定的地域购买实例。（各省（或市）通信管理局对经营性备案的审批要求不同，

请以当地管理局经营性备案网站公示内容为准。） 

可用区 
可用区（AZ，Availability Zone）是指在同一地域内，电力和网络互相独立的物理区域。一

个 AZ 是一个或多个物理数据中心的集合，具备独立的风火水电，可用区之间距离 10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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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内，一个 Region 中的多个 AZ 间通过高速光纤相连，以满足用户跨 AZ 构建高可用性系

统的需求。 

相关特性 

 划分可用区的目标是能够保证可用区间故障相互隔离（大型灾害或者大型电力故障除

外），不出现故障扩散，使得用户的业务持续在线服务。通过启动独立可用区内的实例，

用户可以保护应用程序不受单一位置故障的影响。 

 处于相同地域不同可用区，但在同一个虚拟私有云下的云产品之间均通过内网互通，可

以直接使用内网 IP 访问。 

如何选择可用区 

在同一地域内，可用区与可用区之间内网互通。各可用区之间可以实现故障隔离，即如果一

个可用区出现故障，则不会影响其他可用区的正常运行。是否将实例放在同一可用区内，主

要取决于您的应用对容灾能力和网络延时的要求。 

 如果您的应用需要较高的容灾能力，建议您将实例部署在同一地域的不同可用区内。 

 如果您的应用要求实例之间的网络延时较低，建议您将实例创建在同一可用区内。 

地域和可用区的关系 
每个地域完全独立，不同地域的可用区完全隔离，但同一个地域内的可用区之间使用低时延

链路相连。 

地域和可用区之间的关系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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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天翼云已在全球多个地域开放云服务，您可以根据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区域和可用区。 

2 云硬盘计费说明 

2.1 计费模式 

天翼云云硬盘为客户提供按需计费和包年包月计费两种模式，根据云硬盘容量计费。 

按需计费 
按需计费（按量计费）是一种先使用后付费的计费方式，按照云硬盘的实际使用时长计

费，每小时结算一次，适用于业务用量不确定的场景。 

计费项 ：按照云硬盘容量和云硬盘实际使用时长计费。 

 云硬盘容量：单位 GB。 

 使用时长：以秒为单位，按小时出账。从云硬盘创建完成开始计费，到云硬盘释放

时结束计费。 

云硬盘按需计费价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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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 按需标准价格（元/G/小时） 

普通 IO（SATA） 0.0005 

高 IO（SAS） 0.0009 

通用型 SSD 0.00097 

超高 IO（SSD） 0.0017 

极速型 SSD 0.0042 

X 系列云硬盘按需计费价格如下： 

产品规格 按需标准价格（元/G/小时） 

XSSD-1 0.0021 

XSSD-2 0.0042 

X 系列云硬盘的预配置 IOPS 计费价格如下： 

计费项 按需标准价格（元/1IOPS/小时） 

预配置 IOPS 0.0000625 

包年包月计费 
包年包月是一种先付费后使用的计费方式，按订单的购买周期结算，适用于业务用量相

对稳定的场景。 

计费项 ：按照云硬盘容量和购买周期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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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硬盘容量：单位 GB。 

 购买周期：以年、月为单位。从云硬盘创建或续订时间开始，到云硬盘到期或退订

时间结束。 

云硬盘按月计费价格如下： 

产品规格 包月标准价格（元/G/月） 

普通 IO（SATA） 0.3 

高 IO（SAS） 0.4 

通用型 SSD 0.7 

超高 IO（SSD） 1.2 

极速型 SSD 2 

X 系列云硬盘按月计费价格如下： 

产品规格 包月标准价格（元/G/月） 

XSSD-1 1 

XSSD-2 2 

云硬盘还享受包年一次性付费折扣，折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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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付费 1

年 

一次性付费 2

年 

一次性付费 3

年 

一次性付费 4

年 

一次性付费 5

年 

包 月 标 准 价

格  * 12 * 

85% 

包 月 标 准 价

格  * 24 * 

70% 

包 月 标 准 价

格  * 36 * 

50% 

包 月 标 准 价

格  * 48 * 

45% 

包 月 标 准 价

格  * 60 * 

40% 

 

2.2 云硬盘计费说明 

计费模式 
天翼云云硬盘为客户提供按需计费和包年包月计费两种模式。云硬盘按需计费和包年包月计

费价格请参考计费模式。 

计费时长 
开始计费：云硬盘购买成功后就开始计费，无论是否挂载至主机。 

停止计费：包年包月计费模式的云硬盘退订成功后就停止计费。按需计费模式的云硬盘删除

成功后就停止计费。 

变更配置计费说明 

注意 

 开始计费的时间与云硬盘是否挂载无关，创建成功即开始计费。 

 当前支持 X 系列云硬盘的资源池为华东 1 的可用区 3。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8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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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项 包年包月计费 按需计费 

转 换

计 费

模式 

支持转换为按需计费。 支持转换为包年包月计费。 

云 硬

盘 扩

容 

支持扩容，扩容需要补差价，不支持缩

容。 

差价计费规则：规格单价* 扩容容量 

*剩余购买周期 

扩容容量：单位 GB，为云硬盘的扩容

容量。 

剩余购买周期：从扩容成功时刻开始，

到云硬盘到期时间结束。具体请参见

包周期产品升降规则及费用说明。 

支持扩容，不支持缩容。 

扩容成功时间点所在的计费周期

（即一小时）内，将会产生多条计

费信息。 

每条计费信息的开始时间和结束

时间对应扩容前后云硬盘容量在

该小时内的生效时间。 

修 改

云 硬

盘 类

型 

只支持云硬盘升配，不支持降配。需要

补差价。 

差价计费规则：规格差价* 云硬盘容

量 *剩余购买周期 

规格差价：升配后的规格单价-升配前

的规格单价。 

剩余购买周期：从规格变更成功时刻

只支持云硬盘升配，不支持降配。 

修改规格成功时间点所在的计费

周期（即一小时）内，将会产生多

条计费信息。 

每条计费信息的开始时间和结束

时间对应修改规格前后不同云硬

盘规格在该小时内的生效时间。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59678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59678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59678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9073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9073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9073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00038/10033217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59679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59679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59679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59679


 

67 

 

变更项 包年包月计费 按需计费 

开始，到云硬盘到期时间结束。 

续订 
云硬盘支持续订，若满足续订条件，可根据需求进行续订。续订规则详情请见天翼云帮助中

心-费用中心-续订规则说明。 

如何续订云硬盘请参考续订云硬盘。 

退订 
云硬盘支持退订，若满足退订条件，可根据需求进行退订。退订规则详情请见天翼云帮助中

心-费用中心-退订规则说明。 

如何退订云硬盘请参考退订包年/包月数据盘。 

到期 
在包年包月计费模式的云资源将要到期时，天翼云会以邮件的方式通知客户，如用户需继续

使用，则可联系客户经理执行续订操作或自行在控制台进行续订。如果用户未主动续订或者

虽然开通了自动续订但自动续订失败，天翼云将发送资源超期提醒邮件，并且此时资源将进

入保留期，保留期内云资源的业务中断，但对于您存储在云资源中的数据予以保留。保留期

内用户可以续订资源，续订成功后云资源可恢复业务。保留期结束后云资源将被释放，业务

数据将无法恢复。 

资源进入保留期、保留期内续订成功、保留期到期时对业务的影响 

 资源进入保留期：云硬盘状态变为“已到期”，限制云硬盘资源的访问和使用，存储在

云硬盘中的数据予以保留，保留期内的云硬盘不会按照已绑定的云硬盘自动快照策略执

行快照创建任务。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00038/20607412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00038/20607412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794963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00038/10006782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00038/10006782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69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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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留期内续订成功：云硬盘状态更新，解除限制云硬盘资源的访问和使用，但是需要您

自行检查资源是否可以正常使用。 

 保留期到期：销毁云硬盘资源，销毁存储在云硬盘中的数据。 

资源使用建议 

包年包月计费模式的云硬盘进入保留期后将影响资源的正常使用，为避免因为资源到期影响

您的业务和数据，建议您开通自动续订或转换云硬盘计费模式为“到期转按需”，并关注资

源到期等相关通知信息，以便及时续费。 

欠费 
如果用户账户出现欠费，按需计费模式的云资源将被冻结进入欠费保留期，您将不能正常访

问及使用云资源，保留期内云资源的业务中断，但对于您存储在云资源中的数据予以保留。

欠费保留期内的云资源仍持续按需计费，此期间用户可以进行账号充值，充值时系统将会自

动优先扣除欠费金额。充值成功至账户未欠费状态后，云资源的冻结状态将自动解除，相应

云资源可恢复业务。若欠费保留期结束后用户账户仍没有充值成功，云资源将被释放，业务

数据将无法恢复。 

资源冻结、解冻、欠费保留期到期时对业务的影响 

 资源冻结：云硬盘状态变为“已冻结”，限制云硬盘资源的访问和使用，存储在云硬盘

中的数据予以保留，欠费冻结保留期内的云硬盘不会按照已绑定的云硬盘自动快照策略

执行快照创建任务。 

 资源解冻：云硬盘状态更新，解除限制云硬盘资源的访问和使用。但是需要您自行检查

资源是否可以正常使用。 

 欠费保留期到期：销毁云硬盘资源，销毁存储在云硬盘中的数据。 

资源使用建议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00038/10303782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59678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00038/10137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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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需计费模式的云硬盘进入欠费保留期后将影响资源的正常使用，为避免因为账户欠费影响

您的业务和数据，建议您开通帐户可用额度预警功能，并关注账户欠费等相关通知信息，以

便及时充值，以确保帐户余额充足。 

2.3 云硬盘快照计费说明 

天翼云云硬盘快照采用按需付费的方式计费，先使用，后付费，按照您实际使用容量收

取快照存储费用。 

结算方式 
支持按秒计费，按小时结算，不足一小时以实际使用时长为准。 

快照服务计费细则 
快照服务会产生快照费用，快照费用是按快照单价、快照实际使用量和计费时长来计费

的。 

计费公式：快照费用=快照单价 * 快照实际使用容量 * 计费时长 

快照单价：各规格的快照单价如下。 

云硬盘快照按需计费价格如下： 

产品规格 按需标准价格（元/G/小时） 

普通 IO 快照 0.0005 

高 IO 快照 0.0009 

注意 

快照类型与源云硬盘保持一致，创建快照时自动识别类型并按类型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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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 按需标准价格（元/G/小时） 

通用型 SSD 快照 0.0012 

超高 IO 快照 0.0017 

极速型 SSD 快照 0.0042 

X 系列云硬盘快照按需计费价格如下： 

产品规格 按需标准价格（元/G/小时） 

XSSD-1 快照 0.0021 

XSSD-2 快照 0.0042 

计费项 
 快照实际使用容量 

单位为 GB，以云硬盘的快照使用总容量为粒度进行统计并计费。统计当前云硬盘中所

有快照的数据块所占用的存储空间之和作为当前云硬盘的快照计费容量。从云硬盘详情

页面可查询到该云硬盘的快照实际使用容量，详见查看快照使用容量。 

 计费时长 

单位为秒。从云硬盘的第一个快照创建完成开始计费，到该云硬盘的最后一个快照删除

后结束计费 。 

停止快照计费 
如果您不再使用快照，删除快照后就会停止计费，以优化快照使用成本。 

 用户主动删除快照。具体操作，请详见删除快照。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50809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5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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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设定快照保留时间，到期后系统删除快照。具体操作，请详见创建云硬盘快照

和修改快照保留时间。 

 云硬盘到期销毁资源时，该云硬盘的所有快照会随之删除。 

 云硬盘退订/删除之前，需先删除该云硬盘所有快照。 

欠费 
如果用户账户出现欠费，按需计费模式的云资源将被冻结进入欠费保留期，您将不能正

常访问及使用云资源，保留期内云资源的业务中断，但对于您存储在云资源中的数据予

以保留。欠费保留期内的云资源仍持续按需计费，此期间用户可以进行账号充值，充值

时系统将会自动优先扣除欠费金额。充值成功至账户未欠费状态后，云资源的冻结状态

将自动解除，相应云资源可恢复业务。若欠费保留期结束后用户账户仍没有充值成功，

云资源将被释放，业务数据将无法恢复。 

资源冻结、解冻、欠费保留期到期时对业务的影响 

 资源冻结：云硬盘快照变为“已冻结”，限制云硬盘快照资源的访问和使用，存储

在云硬盘快照中的数据予以保留。欠费账户下所有的自动快照策略不会执行快照创

建任务，限制自动快照策略的启用操作。 

 资源解冻：云硬盘快照状态更新，解除限制云硬盘快照资源的访问和使用。资源解

冻后账户的自动快照策略正常执行快照创建任务，解除限制自动快照策略的启用操

作。但是需要您自行检查资源是否可以正常使用。 

 欠费保留期到期：销毁云硬盘快照资源，销毁存储在云硬盘快照中的数据。 

注意 

欠费保留期的时长为 15 天。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50784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50784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50807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00038/10137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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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云硬盘回收站计费说明 

回收站计费说明 
回收站中的云硬盘采用按需付费的方式计费，先使用，后付费。 

结算方式 
支持按秒计费，按小时结算，不足一小时以实际使用时长为准。 

回收站服务计费细则 
云硬盘回收站根据回收站中的云硬盘的类型、容量和云硬盘在回收站中实际保留时长计费，

具体请参见计费模式。 

 开始计费：云硬盘被删除后进入回收站时开始计费。 

 停止计费：云硬盘从回收站销毁后停止计费。 

不同类型的云硬盘价格如下： 

产品规格 按需标准价格（元/G/小时） 

普通 IO（SATA） 0.0005 

高 IO（SAS） 0.0009 

通用型 SSD 0.00097 

超高 IO（SSD） 0.0017 

极速型 SSD 0.0042 

欠费 

 当账户欠费时，已在回收站中的云硬盘会进入冻结保留期，销毁时间以回收站保留期、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8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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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结保留期其中之一最早达到销毁条件的时间为准。 

 欠费期间，回收站中的资源仍然持续扣费，直至资源被系统销毁或用户手动销毁。 

3 云硬盘快速入门 

3.1 云硬盘状态说明 

天翼云云硬盘当前为用户提供了云硬盘使用状态、云硬盘快照使用状态两类状态汇总

表，具体可参考： 

 云硬盘的使用状态 

 云硬盘快照的使用状态 

3.2 云硬盘入门流程 

天翼云云硬盘可以作为系统盘与数据盘挂载至弹性云主机或物理机提供块存储服

务，其中系统盘会在创建云主机或物理机的过程中默认创建，数据盘可以选择创建云主

机或物理机时一起创建，也可以选择单独购买，下面我们将以单独购买数据盘为例介绍

云硬盘的整体入门流程，具体流程见下图： 

 

 首先进行准备工作，注册天翼云，确保账户余额，具体流程参见准备工作。 

 设置天翼云云硬盘控制台所给出的配置项，包括容量，类型等信息，具体步骤请参

见创建云硬盘。 

 创建好的数据盘需要挂载至云主机或物理机上使用，具体挂载步骤参见挂载云硬盘。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637147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636778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77275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8389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8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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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载成功后的云数据盘还不能够直接使用，需要在云主机或物理机上对其进行初始

化之后才可以使用，请分别参见初始化 Windows 数据盘和初始化 Linux 数据盘。 

3.3 准备工作 

注册天翼云账号 

在创建云硬盘之前，用户需仔细观看本文内容，完成准备工作。 

如果您已经拥有一个天翼云实名账号可直接跳过本步骤，如果您还没有天翼云账号，

请参考以下流程进行创建： 

 登录天翼云官网 www.ctyun.cn，点击右上角“免费注册”按钮。 

 填写注册信息。填写邮箱后，设置登录密码，并通过手机验证。 

 勾选协议，并点击“同意协议并提交”，即可完成账号注册。 

实名认证 

具体可参见实名认证模块对天翼云账号进行实名认证。 

账户充值 

您需要确保天翼云实名账户中的余额充足，具体天翼云账户充值步骤请参见账户充

值。 

3.4 创建云硬盘 

操作场景 

系统盘在创建云主机或物理机时自动添加，无需单独购买。数据盘可以在创建云主

机或物理机时购买，由系统自动挂载给云主机或物理机，也可以在创建了云主机或物理

机之后，单独购买云硬盘并挂载给云主机或物理机。 

约束与限制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9850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9851
https://www.ctyun.cn/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00036/10000853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00038/10137473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00038/10137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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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盘只能在购买云主机或物理机时自动创建并挂载，云硬盘创建页面只能创建数

据盘。 

 随云主机或物理机创建的云硬盘，计费模式与云主机或物理机保持一致。 

 共享盘或磁盘模式为 SCSI 或磁盘类型为极速型 SSD 的云硬盘不支持加密模式。 

 随云主机或物理机一起创建的云硬盘会自动挂载至云主机或物理机上，不可卸载，

无法再挂载至其他云主机或物理机中使用 

 随云主机一起创建的云硬盘，磁盘类型可以在 VBD 或 SCSI 中进行选择，随着物理

机一起创建的云硬盘磁盘类型默认为 VBD 类型。 

 云硬盘只能被挂载在同一个可用区的云主机或物理机上，可用区在创建完成后不支

持修改。 

操作步骤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单击“存储>云硬盘”，进入云硬盘主页面。 

4.单击“创建云硬盘”，进入云硬盘创建页面。 

5.根据界面提示，配置云硬盘的基本信息。各配置项说明如下： 

参数 是否必选 说明 

地域 是 

请选择云硬盘的地域，尽量选择距离您更

近的区域以提高访问速度。 

可用区 是 

 在拥有多个可用区的资源池中，选

择其中一个可用区创建云硬盘。 

 云硬盘只能挂载至同一个可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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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云主机上。 云硬盘创建完成后

不支持修改可用区。 

付费方式 是 

云硬盘支持的计费类型有包年/包月和按

需计费两种。 

 包年包月是一种先付费后使用的

计费方式，按订单的购买周期结

算。 

 按需计费是一种先使用后付费的

计费方式，按照云硬盘的实际使用

时长计费，每小时结算一次。 

是否挂载 是 

选择是否在云硬盘创建完成后自动挂载到

弹性云主机。 

 暂不挂载（默认）：云硬盘创建完

成后不自动挂载至云主机。 

 立即挂载：云硬盘创建完成后自动

挂载至用户选择的云主机。 

注意 

挂载到云主机的云硬盘，您还需要登录云

主机进行数据盘初始化才可以正常使用。 

数据源 否 

云硬盘支持从快照创建云硬盘以及从备份

创建云硬盘。 

 从快照创建云硬盘可选择目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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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目标可用区下的快照。 

 从快照创建云硬盘所创建的云硬

盘磁盘模式、磁盘类型、加密属性、

所在地域可用区与源快照保持一

致，不支持修改。 

 从快照创建云硬盘创建磁盘容量

不小于快照容量。 

 从备份创建云硬盘可选择目标地

域下的备份副本。 

 从备份创建云硬盘所创建的云硬

盘磁盘模式、加密属性和备份源云

硬盘保持一致。 

 从备份创建云硬盘所创建的云硬

盘支持切换磁盘类型、支持跨可用

区创建。  

 从备份创建云硬盘创建磁盘容量

不小于备份容量。 

注意 

无论是从快照还是从备份，都不支持并发

创建多个云硬盘。 

磁盘规格 是 

 云硬盘的类型：普通 IO，高 IO，

通用型 SSD，超高 IO，极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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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D，XSSD-1，XSSD-2。具体规

格可参见产品规格。 

 云硬盘的容量：目前数据盘支持

10GB-65536GB。 

说明 

 从备份创建云硬盘时，容量大小不

小于备份源盘大小，默认容量为备

份源盘大小。 

 从快照创建云硬盘时，容量大小不

小于快照源盘大小，默认容量为快

照源盘大小。 

 未选择数据源时，默认容量大小为

40GB。 

当前配置 - 

用于显示当前所选磁盘类型和容量计算出

来的基础 IOPS 上限及 IOPS 突发上限。

具体计算方式可参见磁盘类型及性能介

绍。 

云硬盘备份 否 

创建云硬盘时支持同时订购云硬盘备份服

务。可以选择暂不配置、使用已有、现在

购买。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7935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62918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62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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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已有：若您想要配置备份且已

有可用的存储库，可以选择“使用

已有”。 

 现在购买：若您想要配置备份但没

有可用的存储库，可以选择“现在

购买”。 

配置存储库和备份策略并成功购买云硬盘

后，系统会按此备份策略定期对云硬盘进

行备份。云硬盘备份服务的计费说明请参

考云硬盘备份服务计费说明。 

 

注意 

仅华东 1 上线此功能。 

共享盘 否 

 勾选“共享盘”，则创建的是共享

云硬盘，共享云硬盘最多可同时挂

载至 16 台云主机或物理机。 

 不勾选“共享盘”，则默认为非共

享云硬盘，只能挂载至 1 台云主机

或物理机。 

是 否 编 辑 标

签 

否 

标签用于标识资源，可通过标签管理功能

对云硬盘进行分类和筛选。 

勾选后需要输入标签键和标签值，具体操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52/%E8%AE%A1%E8%B4%B9%E8%AF%B4%E6%98%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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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可参考标签功能概述。 

磁盘模式 否 

 VBD（默认）：VBD 类型的云硬盘

仅支持简单的读写命令。 

 SCSI：支持 SCSI 指令透传，允许

云主机操作系统直接访问存储介

质。 

 FCSAN：FCSAN 云硬盘仅适用于

物理机。 

磁盘加密 否 

 支持创建加密云硬盘，磁盘加密能

够最大限度的为您的数据提供安

全防护。 

 加密磁盘生成的快照/备份及通过

这些快照/备份创建的磁盘将自动

继承加密属性。 

释放设置 否 

支持设置释放策略。 

可设置云硬盘释放时是否同步释放该盘的

全部快照。 

磁盘名称 是 

自定义所创建的磁盘名称。 

不能使用中文，且长度为 2-63 字符。 

企业项目 是 支持为云硬盘选择企业项目。 

数量 是 创建云硬盘的数量，默认为“1”，表示只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70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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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一个云硬盘。 

 

注意 

目前一次最多可批量创建 50 个云硬盘。 

创建时长 是 

如果计费类型选择“包年/包月”，则需要

选择购买时长，可选取的时间范围为 1 个

月到 5 年。 

自动续订 否 

启用自动续订，包年/包月订购的云硬盘到期

后会自动续订。 

6.确定云硬盘的配置信息后，点击“下一步”。 

7.在“资源详情”页面，您可以再次核对云硬盘信息。确认无误后，阅读并勾选服务协

议，单击“确认下单”，开始创建云硬盘。如果还需要修改，单击“上一页”，修改参

数。 

8.在云硬盘主页面，查看云硬盘状态。 待云硬盘状态变为“已挂载”或“未挂载”时，

表示创建成功。 

 

3.5 挂载云硬盘 

操作场景 

创建云硬盘后，需要将云硬盘挂载给云主机或物理机，供云主机或物理机作为数据

盘使用。 

挂载云硬盘通常分为两种，一种是挂载非共享云硬盘，另一种为挂载共享云硬盘。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8391#section-a07501a1c5ca32c0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8391#section-0549a9cd44aa8a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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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载非共享云硬盘 

约束与限制 

 非共享云硬盘只可以挂载至 1 台云主机或物理机。 

 挂载非共享云硬盘时，挂载的实例需要与此云硬盘在同一个区域。 

 极速型 SSD 云硬盘仅支持挂载至 vCPU 数量至少为 16 且为 6 代以上的通用计算

增强型和内存优化型云主机，并且一台云主机只允许挂载最多 3 块极速型 SSD 云

硬盘。 

操作步骤 

用户可以从云主机与云硬盘两个页面入口进行挂载，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从云主机页面进行挂载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单击选择“计算>弹性云主机”，进入云主机列表页面。 

4.点击待挂载云硬盘的弹性云主机名称，进入弹性云主机详情页面。 

5.点击“云硬盘”页签，在云硬盘页面中，点击“挂载磁盘”按键，弹出磁盘挂载窗口。 

 

6.在跳转窗口中选择要挂载的云硬盘，点击“确定”，即可为弹性云主机挂载云硬盘，

且在云主机的云硬盘详情页面可看到挂载的云硬盘详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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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云硬盘页面进行挂载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单击“存储 > 云硬盘”。 

4.在待挂载的云硬盘所在行，单击“挂载”。 

 

5.在弹出的“挂载磁盘”对话框中选择磁盘待挂载的云主机或物理机。 

 

6.单击“确定”。此时在弹出的窗口中，可点击“初始化数据盘”，也可继续点击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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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返回磁盘列表页面，当磁盘状态为“已挂载”时，表示挂载成功。 

 

挂载共享云硬盘 

约束与限制 

 共享云硬盘只能用作数据盘，不能用作系统盘。 

 共享盘最多可同时挂载至 16 台云主机或物理机。 

 当挂载共享云硬盘时，弹性云主机或物理机必须与共享云硬盘位于同一区域下的同

一可用区。 

 磁盘模式为 SCSI 的共享云硬盘只能挂载至位于同一个强制反亲和性云主机组内的

云主机，否则 SCSI 锁无法正常使用，可能会造成数据丢失风险。 

 共享云硬盘挂载的多台云主机只能为 Windows 或 Linux 操作系统中的一种。 

操作步骤 

用户可以从云硬盘页面入口对共享云硬盘进行挂载，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单击“存储 > 云硬盘”，进入云硬盘列表页。 

4.在待挂载的共享云硬盘所在行，单击“挂载”。 

注意：共享云硬盘与非共享云硬盘的区别为，当非共享云硬盘挂载一台云主机后，其

“挂载”操纵按钮是置灰状态，无法操作，共享云硬盘则可以继续操作，进行挂载。 

5.当单击“挂载”之后，会弹出“挂载磁盘”窗口，在此窗口中，会为您显示当前云硬

盘已挂载主机台数，最多还可挂载的主机台数，用户可在此窗口中勾选需要挂载的云主

机或物理机，并点击中间位置的“右移”按钮，最后点击“确定”按钮，即可将此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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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或物理机作为挂载点之一进行挂载。选中的云主机或物理机也可以点击“左移”按钮，

从已选主机列表中移除。  

 

至此，已将一个共享云硬盘挂载至一个弹性云主机或物理机上。 

3.6 初始化云硬盘 

场景及注意事项 

操作场景 

一块新创建的数据盘在挂载至云主机后，还不能直接存储数据，您需要为这块数据

盘创建分区、格式化等初始化操作后才可以正常使用。初始化可能涉及到以下步骤： 

 创建分区：在某些情况下，初始化云硬盘可能会涉及到创建分区。分区是将硬盘分

割成逻辑上独立的部分，每个分区可被视为一个独立的硬盘。分区可以帮助更好地

组织和管理数据，同时允许在同一硬盘上使用不同的文件系统或操作系统。 

 格式化：初始化包括对云硬盘进行格式化操作，以创建文件系统，使其能够存储文

件和数据。格式化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文件系统类型，如 EXT4、NTFS 等。 

初始化操作仅适用于新创建（没有数据）的数据盘。根据不同的云硬盘类别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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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操作的场景如下： 

云硬盘功能

分类 

云硬盘状态说明 初始化操作场景 

系统盘 

系统盘在创建云主机或物理机时自

动创建。 

无需初始化，可直接使用。 

有数据的数

据盘 

如从快照或备份创建的数据盘，或从

其他云主机卸载下来，需要保留原有

数据的数据盘。 

无需初始化。有数据的数据盘在

初始化时有丢失数据的风险。 

新创建的数

据盘 

有两种方式新创建数据盘： 

在创建云主机或物理机时自动创建

的数据盘。 

单独创建并手动挂载至云主机的数

据盘。 

需进行初始化之后使用，根据业

务的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分区

方式。 

 

前提条件 

已挂载数据盘至云主机，且该数据盘未初始化。 

注意事项 

 磁盘分区和格式化是高风险行为，请慎重操作。本文操作仅适用于处理一块全新的

数据盘。从数据源创建的云硬盘无需初始化，这类云硬盘在初始状态就具有数据源

中的数据，如果您要格式化已写入数据的数据盘，请先备份该云硬盘的数据，避免

数据丢失。 

 MBR 分区只能识别小于或等于 2TB 的分区，GPT 分区可以识别大于 2TB 的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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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为容量大于 2TB 的磁盘分区时，请采用 GPT 分区方式。具体两种分区方式

区别如下表： 

分 区

方式 

支持最大磁盘容量 支持分区数量 分区工具 

MBR 2TB 

4 个主分区 

3 个主分区和 1 个扩展分

区 

Linux 操作系统： 

fdisk 工具 

parted 工具 

GPT 

 

18EB 

（目前云硬盘支持的最

大容量为 32TB） 

不限制分区数量 Linux 操 作 系 统 ：

parted 工具 

 当云硬盘已经投入使用后，此时切换云硬盘分区形式时，云硬盘上的原有数据将会

清除，因此请在云硬盘初始化时谨慎选择云硬盘分区形式。切换 GPT 分区形式前，

请对云硬盘数据备份后，再格式化硬盘。 

Linux 数据盘的设备名介绍 

Linux 数据盘的设备名由系统自动分配，命名规则如下： 

 X 系列数据盘：X 系列云硬盘是通过 NVMe 协议挂载的，因此其设备名为

/dev/nvme*n1，例如/dev/nvme0n1、/dev/nvme1n1、/dev/nvme2n1，以此

类推。如果云主机的系统盘是 X 系列，那么系统盘将默认分配/dev/nvme0n1。 

 非 X 系列数据盘：设备名为/dev/vd[a-z]，例如/dev/vda、/dev/vdb、/dev/vdc，

以此类推。如果云主机的系统盘是非 X 系列，那么系统盘将默认分配/dev/vda。 

磁盘分区操作指导 

磁盘容量小于 2TB 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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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始化 Windows 数据盘（Windows 2008） 

 初始化 Windows 数据盘（Windows 2019） 

 初始化 Linux 数据盘（fdisk） 

 初始化 Linux 数据盘（parted） 

磁盘容量大于 2TB 的场景： 

 容量大于 2TB，初始化 Windows 数据盘（Windows 2008） 

 容量大于 2TB，初始化 Windows 数据盘（Windows 2012） 

 容量大于 2TB，初始化 Linux 数据盘（parted） 

初始化 Windows 数据盘（Windows2008） 

操作场景 

本示例以“Windows Server 2008 R2 企业版 64 位中文版”操作系统为例，介绍

云硬盘在 Windows 中的数据盘初始化操作。 

不同云主机的操作系统的格式化操作可能不同，本文仅供参考。 

前提条件 

数据盘已挂载至云主机，且此数据盘没有被初始化。 

操作步骤 

当新增云硬盘的容量小于 2TB，初始化 Windows 数据盘的操作共分为两步，具体

步骤如下： 

 登录弹性云主机 

 初始化磁盘：根据界面提示完成磁盘初始化，当新增云硬盘的容量小于 2TB 时，分

区形式请选择 MBR（主启动记录）。 

登录弹性云主机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9850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77377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9851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77456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77492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77524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77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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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单击选择“计算>弹性云主机”，进入云主机列表页面。 

4.单击需要初始化数据盘的云主机所在列的“操作>远程登录”，登录此台云主机，具

体操作可参见登录 Windows 弹性云主机。 

初始化磁盘（MBR 分区） 

1.登录成功之后，单击“开始”，在菜单列表中的“管理工具”后单击“服务器管理器”。

弹出“服务器管理器”窗口。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30/10028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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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服务器管理器”窗口的左侧导航栏中，单击“存储 > 磁盘管理”，进入“磁盘

管理”页面。此时页面会显示“初始化磁盘”窗口，可以看到“磁盘 1”处于“没有初

始化”状态。当前磁盘容量小于 2TB，因此选择“MBR（主启动记录）”选项即可，点

击“确定”。 

 

3. 在磁盘区域，当前有两个磁盘，一个为“磁盘 0”，一个为“磁盘 1”，经过上一步

的“初始化磁盘”后，“磁盘 1”的状态已更新为“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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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右键单击磁盘上空白的未分配的区域，选择“新建简单卷”。 

 

5. 弹出“新建简单卷向导”窗口，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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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用户此时可以根据需要指定卷大小（建议用户在初始化之前就计算好磁盘分区的容

量），默认为最大值，单击“下一步”。 

 

7. 勾选分配驱动器号，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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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勾选“按下列设置格式化这个卷”，并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参数，格式化新分区，单

击“下一步”窗口跳转至完成页面。 

 

9. 单击完成，等待片刻让系统完成初始化操作，当卷状态为“状态良好”时，表示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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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化磁盘成功。 

 

 

 

初始化 Windows 数据盘（Windows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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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场景 

本示例以“Windows Server 2019 数据中心版 64 位中文版”操作系统为例，介

绍云硬盘在 Windows 中的数据盘初始化操作。 

不同云主机的操作系统的格式化操作可能不同，本文仅供参考。 

前提条件 

数据盘已挂载至云主机，且此数据盘没有被初始化。 

操作步骤 

当新增云硬盘的容量小于 2TB，初始化 Windows 数据盘的操作共分为两步，具体

步骤如下： 

 登录弹性云主机 

 初始化磁盘：根据界面提示完成磁盘初始化，当新增云硬盘的容量小于 2TB 时，分

区形式请选择 MBR（主启动记录）。 

登录弹性云主机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单击选择“计算>弹性云主机”，进入云主机列表页面。单击需要初始化数据盘的云

主机所在列的“操作>远程登录”，登录此台云主机，具体操作可参见登录 Windows

弹性云主机。 

初始化磁盘（MBR 分区） 

1.登录成功之后，单击开始图标，在 Windows Server 区域中选择 “服务器管理器”。

跳转至“服务器管理器>仪表板”窗口。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30/10028704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30/10028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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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此页面中，单击右上角的“工具”，在下拉菜单栏中选择”计算机管理”。 

 

3. 在“计算机管理”页面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存储>磁盘管理”，进入“磁盘管理”

页面。进入磁盘管理页面后，若存在没有初始化的磁盘，系统会自动弹出“初始化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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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窗口，如图： 

 

4. 因未初始化的磁盘容量小于 2TB，因此磁盘分区形式勾选“MBR（主启动记录）”，

点击“确定”。 

5.在磁盘 1 的未分配区域右键单击，选择“新建简单卷”，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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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弹出的“新建简单卷向导”窗口，根据界面提示，点击“下一页”。 

 

7.用户根据需要指定卷大小（建议用户在初始化之前就计算好磁盘分区的容量），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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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最大值，单击“下一页”。 

 

8.勾选分配驱动器号，默认为 E，单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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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勾选“按下列设置格式化这个卷”，并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参数，格式化新分区，这里

保持默认值，单击“下一步”窗口跳转至完成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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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单击“完成“，等待片刻让系统完成初始化操作，当卷状态为“状态良好”时，表示

初始化磁盘成功。 

 

初始化 Linux 数据盘（fdisk） 

操作场景 

本文以“CentOS 7.6 64 位”操作系统为例，介绍如何使用 fdisk 分区工具为数据

盘设置分区，操作回显仅供参考。 

前提条件 

已挂载数据盘至云主机或物理机，且数据盘还没有被初始化。 

操作步骤 

当新增云硬盘的容量小于 2TB，使用 fdisk 工具进行 Linux 数据盘初始化共分为五

步，具体步骤如下： 

 登录弹性云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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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新增数据盘：查看新增数据盘是否已成功挂载至此台云主机，并查看其容量。 

 创建 MBR 分区：为新增数据盘创建独立的逻辑分区，以便更好地组织和管理数据。 

 创建文件系统并挂载：为新建分区创建文件系统，可以使用独立的文件系统来存储

数据。 

 设置开机自动挂载磁盘：云主机系统启动时可自动挂载磁盘。 

登录弹性云主机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单击选择“计算>弹性云主机”，进入云主机列表页面。 

4.单击需要初始化数据盘的云主机所在列的“操作>远程登录”，登录此台云主机，具

体操作可参见登录 Linux 弹性云主机。 

查看新增数据盘 

执行命令 fdisk -l，查看新增数据盘。回显如下： 

 

当前的云主机有两块磁盘，“/dev/vda”是默认的系统盘，且已经拥有了一个分区

/dev/vda1,“/dev/vdb”是本次新增需要初始化的数据盘，容量为 40G。 

创建 MBR 分区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30/10028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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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介绍使用 fdisk 工具为新增数据盘“/dev/vdb”创建 MBR 分区的操作。 

1.执行命令 fdisk /dev/vdb，进入 fdisk 分区工具。回显如下： 

 

2.输入“n”，按“Enter”，开始新建分区。回显如下： 

 

3.从回显信息可以看到，磁盘有两种分区类型：“p”表示主要分区，“e”表示延伸分

区。 

4.以创建一个主要分区为例，输入“p”，按“Enter”，开始创建一个主分区。回显如

下： 

 

5.“Partition number”表示主分区编号，用户可以选择 1 到 4 之间的数字。 

6.以分区编号选择“1”为例，用户在这里可以输入主分区编号“1”，按“Enter”。回

显如下： 

 

7.“First sector”表示初始磁柱区域，可以选择 2048-83886079，默认为 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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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以选择默认初始磁柱编号 2048 为例，直接按“Enter”。回显如下： 

 

“Last sector”表示截止磁柱区域，可以选择 2048-83886079，默认为 83886079。 

9.以选择默认截止磁柱编号 83886079 为例，按“Enter”。回显如下： 

 

分区已经创建成功，您已经为 40GB 的数据盘新建了 1 个分区。 

10.输入“p”，按“Enter”，查看新建分区的详细信息。回显如下： 

 

11.输入“w”，按“Enter”，将分区结果写入分区表中。回显如下： 

Command (m for help): w 

The partition table has been altered! 

Calling ioctl() to re-read partition table. 

Syncing di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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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出现以上信息说明为磁盘/dev/vdb 创建分区/dev/vdb1 完成。 

13.如果之前分区操作有误，用户可输入“q”来退出 fdisk 分区工具，并且之前的分区

结果也不会被保留。 

14.执行命令 partprobe，将新的分区表变更同步至操作系统。 

创建文件系统并挂载 

1.执行命令 mkfs -t ext4 /dev/vdb1，为新建的分区创建文件系统，本示例中创建的是

ext4 格式的文件系统，请根据您的业务需求选择合适的文件系统。 

 

格式化需要等待一段时间，不要退出，直到显示格式化完成。 

2.执行命令 mkdir /mnt/sdc，新建挂载点。本示例中“/mnt/sdc”为挂载点。 

3.执行命令 mount /dev/vdb1 /mnt/sdc，将新建分区挂载到新建的挂载路径下。 

4.执行命令 df -TH，查看挂载结果。回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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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新建分区“/dev/vdb1”已挂载至“/mnt/sdc”。 

设置开机自动挂载磁盘 

如果您需要在云主机系统启动时自动挂载磁盘，不能采用在 /etc/fstab 直接指定 

/dev/vdb1 的方法，因为云中设备的顺序编码在关闭或者开启云主机过程中可能发生

改变，例如/dev/vdb1 可能会变成/dev/vdb2。推荐使用 UUID 来配置自动挂载数据

盘。磁盘的 UUID（universally unique identifier）是 Linux 系统为磁盘分区提供的唯

一的标识字符串 

1.执行命令 blkid /dev/vdb1，查询磁盘分区的 UUID。回显如下： 

 

2.执行命令 vi /etc/fstab，使用 VI 编辑器打开“fstab”文件。按“i”，进入编辑模式，

将光标移至文件末尾，按“Enter”，添加如下内容，其中 UUID=处的内容请输入您在

上一步中查询到的 UUID，操作如图所示： 

 

3.按“ESC”后，输入“:wq”，按“Enter”。保存设置并退出编辑器。 

4.验证自动挂载功能，首先卸载已挂载的分区，执行命令 umount /dev/vdb1,操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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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所示： 

 

5.执行命令 mount –a 来重新加载/etc/fstab 文件的所有内容，操作如图所示： 

 

6.执行命令 mount |grep /mnt/sdc 来查询文件系统挂载，操作及回显如图所示： 

 

7.如果出现图中回显信息，说明自动挂载设置成功。 

初始化 Linux 数据盘（parted） 

操作场景 

本文以“CentOS 7.6 64 位”操作系统为例，介绍如何使用 parted 分区工具为数

据盘设置分区，操作回显仅供参考。 

前提条件 

已挂载数据盘至云主机或物理机，且数据盘还没有被初始化。 

操作步骤 

当新增云硬盘的容量小于 2TB，使用 Parted 工具进行 Linux 数据盘初始化共分为

五步，具体步骤如下： 

 登录弹性云主机 

 查看新增数据盘：查看新增数据盘是否已成功挂载至此台云主机，并查看其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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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 GPT 分区：为新增数据盘创建独立的逻辑分区，以便更好地组织和管理数据。 

 创建文件系统并挂载：为新建分区创建文件系统，可以使用独立的文件系统来存储

数据。 

 设置开机自动挂载磁盘：云主机系统启动时可自动挂载磁盘。 

登录弹性云主机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单击选择“计算>弹性云主机”，进入云主机列表页面。 

4.单击需要初始化数据盘的云主机所在列的“操作>远程登录”，登录此台云主机，具

体操作可参见登录 Linux 弹性云主机。 

查看新增数据盘 

执行命令 fdisk -l，查看新增数据盘。回显如下： 

 

当前的云主机有两块磁盘，“/dev/vda”是默认的系统盘，“/dev/vdb”是本次新增

需要初始化的数据盘，容量为 30G。 

创建 GPT 分区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30/10028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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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介绍使用 parted 工具为新增数据盘“/dev/vdb”创建 GPT 分区的操作。 

1.执行 parted /dev/vdb 命令，进入 parted 分区工具。回显如下： 

 

2.输入“p”，按“Enter”，可以查看当前磁盘分区形式。回显如下： 

 

3.“Partition Table”为“unknown”表示磁盘分区形式未知。 

4.输入命令 mklabel gpt，设置磁盘分区形式为 gpt。 

5.输入“p”，按“Enter”，设置分区形式后，再次查看确认磁盘分区形式。回显如下： 

 

可以看到，“Partition Table”为“gpt”，表示磁盘分区形式已设置为 GPT。 

6.输入“unit s”，按“Enter”，设置磁盘的计量单位为磁柱。 

7.输入“mkpart opt 2048s 100%”，按“Enter”。“2048s”表示磁盘起始容量，

“100%”表示磁盘截止容量。参数仅供参考，此例中是为整个磁盘创建一个分区，您



 

111 

 

可以根据业务需要自行规划磁盘分区数量及容量。回显如下： 

 

注意：这里可能会出现警告： 

Warning: The resulting partition is not properly aligned for best 

performance. 

Ignore/Cancel? Ignore 

若出现此类性能优化提醒，输入“Ignore”，忽略即可。 

8.输入“p”，按“Enter”，用户可以查看新建分区的详细信息。回显如下： 

 

9.输入“q”，按“Enter”，退出 parted 分区工具。分区创建完成，操作及回显如图

所示： 

 

10.执行命令 lsblk，确认分区已成功创建。回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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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文件系统并挂载 

1.执行命令 mkfs -t ext4 /dev/vdb1，为新建的分区创建文件系统，本示例中创建的

是 ext4 格式的文件系统，请根据您的业务需求选择合适的文件系统，回显如图： 

说明 

对于容量较大的云硬盘，mkfs 命令可能执行时间较长，如需要缩短命令执行时间，您

可以为 mkfs 命令添加如下参数： 

 ext2、ext3、ext4 文件系统：添加-E nodiscard 参数 

 xfs 文件系统：添加-K 参数 

 

格式化需要等待一段时间，不要退出，直到显示格式化完成。 

2.执行命令 mkdir /mnt/sdc，新建挂载点。本示例中“/mnt/sdc”为挂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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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执行命令 mount /dev/vdb1 /mnt/sdc，将新建分区挂载到新建的挂载点下，回显如

下图所示： 

 

4.执行命令 df -TH，查看挂载结果。回显如下： 

 

表示新建分区“/dev/vdb1”已挂载至“/mnt/sdc”。 

设置开机自动挂载磁盘 

如果您需要在云主机系统启动时自动挂载磁盘，不能采用在 /etc/fstab 直接指定 

/dev/vdb1 的方法，因为云中设备的顺序编码在关闭或者开启云主机过程中可能发生

改变，例如/dev/vdb1 可能会变成/dev/vdb2。推荐使用 UUID 来配置自动挂载数据

盘。磁盘的 UUID（universally unique identifier）是 Linux 系统为磁盘分区提供的唯

一的标识字符串 

1.执行命令 blkid /dev/vdb1，查询磁盘分区的 UUID。回显如下： 

 

2.执行命令 vi /etc/fstab，使用 VI 编辑器打开“fstab”文件。按“i”，进入编辑模式，

将光标移至文件末尾，按“Enter”，添加如下内容，其中 UUID=处的内容请输入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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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步中查询到的 UUID，操作如图所示： 

 

3.按“ESC”后，输入“:wq”，按“Enter”。保存设置并退出编辑器。 

4.验证自动挂载功能，首先卸载已挂载的分区，执行命令 umount /dev/vdb1，操作如

图所示： 

 

5.执行命令 mount –a 来重新加载/etc/fstab 文件的所有内容，操作如图所示： 

 

6.执行命令 mount |grep /mnt/sdc 来查询文件系统挂载，操作及回显如图所示： 

 

如果出现图中回显信息，说明自动挂载设置成功。 

容量大于 2TB，初始化 Windows 数据盘（Windows2008） 

操作场景 

本示例以“Windows Server 2008 R2 标准版 64 位中文版”操作系统为例，介绍

云硬盘容量大于 2TB 时在 Windows 中的数据盘初始化操作，当容量大于 2TB 时，需

要使用 GPT 分区进行磁盘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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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云主机的操作系统的格式化操作可能不同，本文仅供参考。 

前提条件 

大于 2TB 的数据盘已挂载至云主机，且此数据盘没有被初始化。 

操作步骤 

当新增云硬盘的容量小于 2TB，初始化 Windows 数据盘的操作共分为两步，具体

步骤如下： 

 登录弹性云主机 

 初始化磁盘：根据界面提示完成磁盘初始化，当新增云硬盘的容量大于 2TB 时，分

区形式请选择 GPT（GUID 分区表）。 

登录弹性云主机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单击选择“计算>弹性云主机”，进入云主机列表页面。 

4.单击需要初始化数据盘的云主机所在列的“操作>远程登录”，登录此台云主机，具

体操作可参见登录 Windows 弹性云主机。 

初始化磁盘（GPT 分区） 

1.登录成功之后，单击“开始”，在菜单列表中的“管理工具”后单击“服务器管理器”。

弹出“服务器管理器”窗口。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30/10028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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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服务器管理器”窗口的左侧导航栏中，单击“存储 > 磁盘管理”。进入“磁盘

管理”页面。此时页面会显示“初始化磁盘”窗口，可以看到“磁盘 1”处于“没有初

始化”状态。当前磁盘容量大于 2TB，因此选择“GPT（GUID 分区表）”选项，点击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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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磁盘区域，当前有两个磁盘，一个为“磁盘 0”，一个为“磁盘 1”，经过上一步

的“初始化磁盘”后，“磁盘 1”的状态已更新为“联机”。右键单击磁盘上空白的未

分配的区域，选择“新建简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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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弹出“新建简单卷向导”窗口，单击“下一步”按钮。 

 

5. 用户此时可以根据需要指定卷大小（建议用户在初始化之前就计算好磁盘分区的容

量），默认为最大值，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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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进入“分配驱动器号和路径”窗口，勾选分配驱动器号，保持默认即可，本示例中为

D，单击“下一步”。 

 

7. 进入“格式化分区”页面，勾选“按下列设置格式化这个卷”，并根据实际情况设置

参数，格式化新分区，这里按照默认数据配置，单击“下一步”窗口跳转至完成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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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单击完成，等待片刻让系统完成初始化操作，当卷状态为“状态良好”时，表示初始

化磁盘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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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验证初始化，可以回到桌面，点击下方任务栏中文件管理器的图标打开文件资源管理

器查看“D 卷”是否创建成功，如图所示，当有 D 卷时，证明初始化磁盘已成功。 

 

容量大于 2TB，初始化 Windows 数据盘（Windows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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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场景 

本示例以“Windows Server 2012 标准版 64 位中文版”操作系统为例，介绍云

硬盘容量大于 2TB 时在 Windows 中的数据盘初始化操作，当容量大于 2TB 时，需要

使用 GPT 分区进行磁盘划分。 

不同云主机的操作系统的格式化操作可能不同，本文仅供参考。 

前提条件 

数据盘已挂载至云主机，且此数据盘没有被初始化。 

操作步骤 

当新增云硬盘的容量小于 2TB，初始化 Windows 数据盘的操作共分为两步，具体

步骤如下： 

 登录弹性云主机 

 初始化磁盘：根据界面提示完成磁盘初始化，当新增云硬盘的容量大于 2TB 时，分

区形式请选择 GPT（GUID 分区表）。 

登录弹性云主机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单击选择“计算>弹性云主机”，进入云主机列表页面。单击需要初始化数据盘的云

主机所在列的“操作>远程登录”，登录此台云主机，具体操作可参见登录 Windows

弹性云主机。 

初始化磁盘（GPT 分区） 

1.登录成功之后，单击开始图标，在弹出菜单中选择 “服务器管理器”。跳转至“服务

器管理器>仪表板”窗口。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30/10028704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30/10028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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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此页面中，单击右上角的”工具”，在下拉菜单栏中选择”计算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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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计算机管理”页面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存储>磁盘管理”，进入“磁盘管理”

页面。进入磁盘管理页面后，若存在没有初始化的磁盘，系统会自动弹出“初始化磁盘”

的窗口，可以看到“磁盘 1”处于“没有初始化”状态。因未初始化的磁盘容量大于 2TB，

因此磁盘分区形式勾选“GPT（GUID 分区表）”，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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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磁盘区域，当前有两个磁盘，一个为“磁盘 0”，一个为“磁盘 1”，经过上一步

的“初始化磁盘”后，“磁盘 1”的状态已更新为“联机”。右键单击磁盘上空白的未

分配的区域，选择“新建简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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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弹出的“新建简单卷向导”窗口，根据界面提示，点击“下一步”。 

 

6.用户根据需要指定卷大小（建议用户在初始化之前就计算好磁盘分区的容量），默认

为最大值，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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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进入“分配驱动器号和路径”页面，勾选分配驱动器号，单击“下一步”： 

 

8. 进入“格式化分区”窗口，勾选“按下列设置格式化这个卷”，并根据实际情况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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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格式化新分区，这里保持默认值，单击“下一步”窗口跳转至完成页面。 

 

9. 单击“完成”，等待片刻让系统完成初始化操作，当卷状态为“状态良好”时，表示

初始化磁盘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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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验证初始化，可以回到桌面，点击下方任务栏中文件管理器的图标打开文件资源管

理器查看“E 卷”是否创建成功，如图所示，当有 E 卷时，证明初始化磁盘已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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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大于 2TB，初始化 Linux 数据盘（parted） 

操作场景 

本文以“CentOS 7.6 64 位”操作系统为例，介绍当磁盘容量大于 2TB 时，如何使

用 parted 分区工具在 Linux 操作系统中为数据盘设置分区，操作回显仅供参考。 

前提条件 

已挂载数据盘至云主机或物理机，且数据盘还没有被初始化。 

操作步骤 

当新增云硬盘容量大于 2TB，使用 parted 工具进行 Linux 数据盘初始化共分为五

步，具体步骤如下： 

 登录弹性云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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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新增数据盘：查看新增数据盘是否已成功挂载至此台云主机，并查看其容量。 

 创建 GPT 分区：为新增数据盘创建独立的逻辑分区，以便更好地组织和管理数据，

当磁盘容量大于 2TB 时，必须创建 GPT 分区。 

 创建文件系统并挂载：为新建分区创建文件系统，可以使用独立的文件系统来存储

数据。 

 设置开机自动挂载磁盘：云主机系统启动时可自动挂载磁盘。 

登录弹性云主机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单击选择“计算>弹性云主机”，进入云主机列表页面。单击需要初始化数据盘的云

主机所在列的“操作>远程登录”，登录此台云主机，具体操作可参见登录 Linux 弹性

云主机。 

查看新增数据盘 

执行命令 lsblk，查看新增数据盘。回显如下： 

 

当前的云主机有两块磁盘，“/dev/vda”是默认的系统盘，且已有磁盘分区

/dev/vda1，“/dev/vdb”是本次新增需要初始化的数据盘，容量为 3T。 

创建 GPT 分区 

1.执行 parted /dev/vdb 命令，进入 parted 分区工具。回显如下：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30/10028703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30/10028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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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输入“p”，按“Enter”，可以查看当前磁盘分区形式。回显如下： 

 

3.“Partition Table”为“unknown”表示磁盘分区形式未知。 

4.输入命令 mklabel gpt，当前磁盘容量为 3221GB，大于 2TB，需要设置磁盘分区形

式为 gpt。 

5.输入“p”，按“Enter”，设置分区形式后，再次查看确认磁盘分区形式。回显如下： 

 

可以看到，“Partition Table”为“gpt”，表示磁盘分区形式已设置为 GPT。 

6.输入“unit s”，按“Enter”，设置磁盘的计量单位为磁柱。 

7.输入“mkpart opt 2048s 100%”，按“Enter”。“2048s”表示磁盘起始容量，

“100%”表示磁盘截止容量。参数仅供参考，此例中是为整个磁盘创建一个分区，您

可以根据业务需要自行规划磁盘分区数量及容量。回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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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这里可能会出现警告： 

Warning: The resulting partition is not properly aligned for best 

performance. 

Ignore/Cancel? Ignore 

若出现此类性能优化提醒，输入“Ignore”，忽略即可。 

8.输入“p”，按“Enter”，用户可以查看新建分区的详细信息。回显如下： 

 

9.输入“q”，按“Enter“，退出 parted 分区工具。分区创建完成，操作及回显如图

所示： 

 

10.执行命令 lsblk，确认分区/dev/vdb1 已成功创建。回显如下： 

 

创建文件系统并挂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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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执行命令 mkfs -t ext4 /dev/vdb1，为新建的分区创建文件系统，本示例中创建的是

ext4 格式的文件系统，请根据您的业务需求选择合适的文件系统，回显如图： 

 

格式化需要等待一段时间，不要退出，直到显示格式化完成，容量越大，格式化时

间越长。 

2.执行命令 mkdir /mnt/sdc，新建挂载点。本示例中“/mnt/sdc”为挂载点。 

3.执行命令 mount /dev/vdb1 /mnt/sdc，将新建分区挂载到新建的挂载点下，回显如

下图所示： 

 

4.执行命令 df -TH，查看挂载结果。回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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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新建分区“/dev/vdb1”已挂载至“/mnt/sdc”。 

设置开机自动挂载磁盘 

如果您需要在云主机系统启动时自动挂载磁盘，不能采用在 /etc/fstab 直接指定 

/dev/vdb1 的方法，因为云中设备的顺序编码在关闭或者开启云主机过程中可能发生

改变，例如/dev/vdb1 可能会变成/dev/vdb2。推荐使用 UUID 来配置自动挂载数据

盘。磁盘的 UUID（universally unique identifier）是 Linux 系统为磁盘分区提供的唯

一的标识字符串 

1.执行命令 blkid /dev/vdb1，查询磁盘分区的 UUID。回显如下： 

 

2.执行命令 vi /etc/fstab，使用 VI 编辑器打开“fstab”文件。按“i”，进入编辑模式，

将光标移至文件末尾，按“Enter”，添加如下内容，其中 UUID=处的内容请输入您在

上一步中查询到的 UUID，操作如图所示： 

 

3.按“ESC”后，输入“:wq”，按“Enter”。保存设置并退出编辑器。 

4.验证自动挂载功能，首先卸载已挂载的分区，执行命令 umount /dev/vdb1，操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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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所示： 

 

5.执行命令 mount –a 来重新加载/etc/fstab 文件的所有内容，操作如图所示： 

 

6.执行命令 mount |grep /mnt/sdc 来查询文件系统挂载，操作及回显如图所示： 

 

如果出现图中回显信息，说明自动挂载设置成功。 

4 云硬盘用户指南 

3.1 扩容云硬盘 

3.1.1 云硬盘扩容概述 

操作场景 

当云硬盘空间不足时，用户可以扩大云硬盘的容量，也就是云硬盘扩容。云硬盘扩

容可以有如下两种处理方式： 

 申请一块新的云硬盘，并挂载给云主机。 

 扩容原有云硬盘空间。系统盘和数据盘均支持扩容。 

本文主要对方式二进行介绍。在该方式中，您可以对状态为“已挂载”或者“未挂

载”的云硬盘进行扩容。状态为“已挂载”的云硬盘，即当前需要扩容的云硬盘已经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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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给云主机。状态为“未挂载”的云硬盘，即当前需要扩容的云硬盘未挂载至任何云主

机。系统盘支持的最大容量为 2TB，数据盘支持的最大容量为 32TB（X 系列数据盘的

最大容量为 64TB），最小扩容容量为 1GB，扩容步长为 1GB。 

约束与限制 

 若扩容的云硬盘处于“已挂载”状态： 

 云硬盘为非共享盘，则其挂载的云主机状态必须为“运行中”或“关机”才支

持扩容。 

 云硬盘为共享盘，则其挂载的所有云主机状态必须都为“运行中”或“关机”

才支持扩容。 

注意 

按需云主机支持“节省关机模式”，此模式下关闭云主机，云主机也处于“关机”状态，

同样支持扩容云硬盘。 

 

 公共镜像支持“已挂载”状态云硬盘扩容，和公共镜像相同的私有镜像也支持。 

 云硬盘扩容功能支持扩大云硬盘容量，不支持缩小云硬盘容量。 

 当磁盘已经投入使用后，请在扩容前务必检查磁盘的分区形式，具体说明如下： 

分区形式 注意事项 

MBR 分区 容量最大支持 2TB（2048GB），超过 2TB 的部分无法使用。 

GPT 分区 

容量最大支持 18EB（19327352832 GB）。云硬盘服务支持的最大

数据盘容量为 32TB（32768 GB），即您最大可将数据盘扩容至 32TB。 

MBR 分区需扩容必须将磁盘分区形式由 MBR 切换成 GPT，期间会中断业务，并且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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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形式 注意事项 

至 2TB 以上 换磁盘分区形式时会清除磁盘的原有数据，请在扩容前先对数据进行

备份。 

操作步骤 

1. 在控制中心扩容云硬盘容量。 

2.登陆云主机扩展分区和文件系统。 

一、在控制中心扩容云硬盘容量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单击“存储>云硬盘”，进入云硬盘主页面。 

4.在云硬盘列表中，选择指定的云硬盘所在行“操作”列下的“扩容”，进入扩容磁盘

界面。 

 

5 根据界面提示，设置“新增容量”参数，设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9073#p-6fe171f6587b8667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9073#p-8bd511ce4b5fa7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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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支付成功后，在云硬盘主页面，查看云硬盘扩容结果。当云硬盘状态由“扩容中”变

为“未挂载”或“已挂载”时，此时可以看到容量已增加，表示扩容成功。 

 

扩容成功后，需要对扩容部分的云硬盘进行后续处理。 

二、登陆云主机扩展分区和文件系统 

不同操作系统的云主机处理方式不同，具体请参见后续章节： 

 扩展磁盘分区和文件系统（Windows 2008） 

 扩展磁盘分区和文件系统（Windows 2016） 

 Linux 扩展磁盘分区和文件系统 

3.1.2 扩展磁盘分区和文件系统（Windows 2008） 

本文以“Windows Server 2008 R2 标准版 64 位中文版”操作系统为例，分别

介绍如何将系统盘和数据盘的扩容部分容量划分至原有分区内与新增分区中。 

操作场景 

在控制台上扩容成功后，用户需要将扩容部分的容量划分至原有分区内，或者对扩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9075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69344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79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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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部分的容量分配新的分区，具体说明如下。 

云硬盘 扩容场景 操作示例 

系统盘 

系统盘扩容至原有分区 

已有 C 盘的情况下，将扩容部分的容

量划分至原有分区中，即增加到 C 盘

中。 

系统盘扩容至新增分区 

已有 C 盘的情况下，为扩容部分的容

量分配新的分区，即新创建一块F盘，

用作数据盘。 

数据盘 

数据盘扩容至原有分区 

已有 E 盘的情况下，将扩容部分的容

量划分至原有分区中，即增加到 E 盘

中。 

数据盘扩容至新增分区 

已有 E 盘的情况下，为扩容部分的容

量分配新的分区，即新创建一块 G

盘，用作数据盘。 

本文以“Windows Server 2008 R2 标准版 64 位中文版”操作系统为例，分别

介绍如何将系统盘和数据盘的扩容部分容量划分至原有分区与新增分区内。不同操作系

统的操作可能不同，本文仅供参考。 

前提条件 

注意 

扩容时请谨慎操作，误操作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或者异常，建议扩容前对数

据进行备份，推荐使用云硬盘备份。 



 

141 

 

 已登录弹性云主机，具体请参见登录 Windows 弹性云主机。 

 云主机的系统盘与数据盘都已经挂载至云主机，且已经初始化过。 

 云硬盘容量已经在控制台上分配扩容，并已经挂载至弹性云主机。具体请参见云硬

盘扩容概述。 

操作步骤 

如果在云主机关机的时候扩容了云硬盘，则云主机开机后，Windows 系统盘和数

据盘的新增容量可能会自动扩展至末尾分区内，此时新增容量可以直接使用，不再需要

执行下述步骤。 

系统盘扩容至原有分区 

1.在云主机桌面左下角，单击“开始”，在弹出的菜单列表中选择“管理工具”，选择

“服务器管理器”，弹出“服务器管理器”窗口。 

 

2.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存储 > 磁盘管理”。进入“磁盘管理”页面。在页面右边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30/10028704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9073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9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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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区域，点击“更多操作>重新扫描磁盘”后，更新出新增扩容未分配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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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磁盘管理”窗口选择需要分配分区的磁盘，当前需要分配至原有分区内，原有

分区 C 盘当前显示扩容前的容量大小。鼠标右键点击所选磁盘，在菜单中选择“扩展

卷”。 

 

说明 

若此时无法看到扩容部分的容量，请选中“磁盘管理”，右键单击“刷新”

后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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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弹出的“扩展卷向导”窗口根据界面提示选择“下一步”。 

 

5.在弹出的“扩展卷向导”窗口中的“选择空间量（MB）（E）：”配置项中输入需要

扩容的磁盘容量，这里已检索出默认扩容数据，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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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跳转的“扩展卷向导”页面，单击“完成”。回到“磁盘管理”页面，扩容成功后

原有分区 C 盘显示磁盘的容量将大于扩容前磁盘的容量，此时就表示扩容成功。 

 



 

146 

 

 

系统盘扩容至新增分区 

1.在云主机桌面左下角，单击“开始”，在弹出的菜单列表中选择“管理工具”，选择

“服务器管理器”，弹出“服务器管理器”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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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存储 > 磁盘管理”。进入“磁盘管理”页面。在页面右边

“操作”区域，点击“更多操作>重新扫描磁盘”后，更新出新增扩容未分配容量。 

 

 

3.当前磁盘 0 有 10GB 的未分配容量，在此未分配区域右键单击，点击“新建简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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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弹出“新建简单卷向导”，点击“下一步”继续操作，跳转至“指定卷大小”页面，

在“简单卷大小（MB）”配置项中输入需要扩容的磁盘容量，此处保持默认，点击“下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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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跳转进入“分配驱动号和路径”页面，为新增容量分配新的驱动号“F”，点击“下一

步”。 

 

6.跳转至“格式化分区”页面，勾选“按下列设置格式化这个卷”，保持默认配置，点

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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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跳转至“新建简单卷向导”窗口，点击“完成”，关闭向导，回到“磁盘管理”页面。 

 

8.在“磁盘管理”页面中，磁盘 0 的空间此时有两个分区，原有分区 C 盘，新增分区 F

盘，且 F 盘状态良好，说明系统盘扩容至新增分区 F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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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盘扩容至原有分区 

1.在云主机桌面左下角，单击“开始”，在弹出的菜单列表中选择“管理工具”，选择

“服务器管理器”，弹出“服务器管理器”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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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存储 > 磁盘管理”。进入“磁盘管理”页面。在页面右边

“操作”区域，点击“更多操作>重新扫描磁盘”后，更新出新增扩容未分配容量。 

 

 

3.在“磁盘管理”界面，此时磁盘 1 代表的是数据盘，数据盘中有已分区的 E 区，还有

10GB 的未分配容量，当前需要把 10GB 容量分配至 E 卷原有分区内。右键单击所选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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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 E，选择“扩展卷”。 

 

4.在弹出的“扩展卷向导”窗口中选择“下一步”。 

 

5.在弹出的“扩展卷向导”窗口中的“选择空间量（MB）（E）”配置项中输入需要扩

容的磁盘容量，此时已自动检索出默认扩容容量，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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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扩展卷向导”中单击“完成”按钮回到“磁盘管理”页面。显示 E 卷已经加上了

之前未分配的 10GB 容量。 

 

数据盘扩容至新增分区 

1.在云主机桌面左下角，单击“开始”，在弹出的菜单列表中选择“管理工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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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管理器”，弹出“服务器管理器”窗口。 

 

2.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存储 > 磁盘管理”，进入“磁盘管理”页面。在页面右边

“操作”区域，点击“更多操作>重新扫描磁盘”后，更新出新增扩容未分配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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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前磁盘 1 有 10GB 的未分配容量，在此未分配区域右键单击，点击“新建简单卷”。 

 

4.弹出“新建简单卷向导”，点击“下一步”继续操作，跳转至“指定卷大小”页面，

在“简单卷大小（MB）”配置项中输入需要扩容的磁盘容量，此处保持默认，点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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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 

 

5.跳转进入“分配驱动器号和路径”页面，为新增容量分配新的驱动器号“G”，点击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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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跳转至“格式化分区”页面，勾选“按下列设置格式化这个卷”，保持默认配置，点

击“下一步”。 

 

7.跳转至“新建简单卷向导”窗口，点击“完成”，关闭向导，回到“磁盘管理”页面。 

 

8.在“磁盘管理”页面中，磁盘 1 的空间此时有两个分区，原有分区 E 盘，新增分区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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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且 G 盘状态良好，说明数据盘扩容至新增分区 G 成功。 

 

3.1.3 扩展磁盘分区和文件系统（Windows 2016） 

本文以“Windows Server 2016 数据中心版 64 位中文版”操作系统为例，分别

介绍如何将系统盘和数据盘的扩容部分容量划分至原有分区内或新增分区中。 

操作场景 

在控制台上扩容成功后，用户需要将扩容部分的容量划分至原有分区内，或者对扩

容部分的容量分配新的分区，具体说明如下。 

云硬盘 

 

扩容场景 操作示例 

系统盘 

 

系统盘扩容至原有分区 

已有 C 盘的情况下，将扩容部分的容

量划分至原有分区中，即增加到 C 盘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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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硬盘 

 

扩容场景 操作示例 

系统盘扩容至新增分区 

已有 C 盘的情况下，为扩容部分的容

量分配新的分区，即新创建一块 F 盘，

用作数据盘。 

数据盘 

数据盘扩容至原有分区 

已有 E 盘的情况下，将扩容部分的容

量划分至原有分区中，即增加到 E 盘

中。 

数据盘扩容至新增分区 

已有 E 盘的情况下，为扩容部分的容

量分配新的分区，即新创建一块 G 盘，

用作数据盘。 

 

本文以“Windows Server 2016 数据中心版 64 位中文版”操作系统为例，分

别介绍如何将系统盘和数据盘的扩容部分容量划分至原有分区与新增分区内。不同操作

系统的操作可能不同，本文仅供参考。 

前提条件 

 已登录弹性云主机，具体请参见登录 Windows 弹性云主机。 

注意 

扩容时请谨慎操作，误操作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或者异常，建议扩容前对数

据进行备份，推荐使用云硬盘备份。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30/10028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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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主机的系统盘与数据盘都已经挂载至云主机，且已经初始化过。 

 云硬盘容量已经在控制台上分配扩容，并已经挂载至弹性云主机。具体请参见云硬

盘扩容概述。 

操作步骤 

如果在云主机关机的时候扩容了云硬盘，则云主机开机后，Windows 系统盘和数

据盘的新增容量可能会自动扩展至末尾分区内，此时新增容量可以直接使用，不再需要

执行下述步骤。 

系统盘扩容至原有分区 

1.在云主机桌面左下角，单击 “开始”图标 ，在弹出的菜单列表中选择

“Windows Server”，选择“服务器管理器”，弹出“服务器管理器”窗口。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9073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9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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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右上角的菜单栏中，单击“工具>计算机管理”，进入“计算机管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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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计算机管理”页面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存储 > 磁盘管理”，进入“磁盘管理”

页面。可看到系统盘所在的磁盘 0 中有未分配的 10GB 容量。 

说明 ： 若此时无法看到扩容部分的容量，请选中“磁盘管理”，右键单击“刷新”后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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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磁盘管理”窗口选择需要分配分区的磁盘，当前需要分配至原有分区内，原有分

区 C 盘当前显示扩容前的容量大小。鼠标右键点击所选磁盘，在菜单中选择“扩展卷”。 

 

5.在弹出的“扩展卷向导”窗口根据界面提示选择“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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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弹出的“扩展卷向导”窗口中的“选择空间量（MB）（E）”配置项中输入需要扩

容的磁盘容量，这里已检索出默认扩容数据，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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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跳转的“扩展卷向导”页面，单击“完成”。回到“磁盘管理”页面，扩容成功后

原有分区 C 盘显示磁盘的容量将大于扩容前磁盘的容量，此时就表示扩容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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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盘扩容至新增分区 

1.在云主机桌面左下角，单击 “开始”图标 ，在弹出的菜单列表中选择

“Windows Server”，选择“服务器管理器”，弹出“服务器管理器”窗口。 

 

2.在右上角的菜单栏中，单击“工具>计算机管理”，进入“计算机管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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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计算机管理”页面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存储 > 磁盘管理”。进入“磁盘管理”

页面。可看到系统盘所在的磁盘 0 中有未分配的 10GB 容量。 

说明 ： 若此时无法看到扩容部分的容量，请选中“磁盘管理”，右键单击“刷新”后

即可。 



 

169 

 

 

4.在未分配的 10GB 区域右键单击，点击“新建简单卷”。 

 

5.弹出“新建简单卷向导”，点击“下一步”继续操作，跳转至“指定卷大小”页面，

在“简单卷大小（MB）”配置项中输入需要扩容的磁盘容量，此处保持默认，点击“下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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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跳转进入“分配驱动器号和路径”页面，为新增容量分配新的驱动器号“F”，点击

“下一步”。 

 

7.跳转至“格式化分区”页面，勾选“按下列设置格式化这个卷”，保持默认配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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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下一步”。 

 

8.跳转至“新建简单卷向导”窗口，点击“完成”，关闭向导，回到“磁盘管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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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磁盘管理”页面中，磁盘 0 的空间此时有两个分区，原有分区 C 盘，新增分区 F

盘，且 F 盘状态良好，说明系统盘扩容至新增分区 F 成功。 

 

数据盘扩容至原有分区 

1.在云主机桌面左下角，单击 “开始”图标 ，在弹出的菜单列表中选择

“Windows Server”，选择“服务器管理器”，弹出“服务器管理器”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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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右上角的菜单栏中，单击“工具>计算机管理”，进入“计算机管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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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计算机管理”页面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存储 > 磁盘管理”，进入“磁盘管理”

页面。 

 

4.在“磁盘管理”界面，此时磁盘 1 代表的是数据盘，数据盘中有之前分区的 E 区，还

有 10GB 的未分配容量，当前需要把 10GB 容量分配至 E 卷原有分区内。右键单击所选

磁盘 E，选择“扩展卷”。 

说明 ： 若此时无法看到扩容部分的容量，请选中“磁盘管理”，右键单击

“刷新”后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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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弹出的“扩展卷向导”窗口中选择“下一步”。  

 

6.在弹出的“扩展卷向导”窗口中的“选择空间量（MB）（E）”配置项中输入需要扩

容的磁盘容量，此时已自动检索出默认扩容容量，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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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扩展卷向导”中单击“完成”按钮回到“磁盘管理”页面。显示 E 卷已经加上了

之前未分配的 10GB 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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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盘扩容至新增分区 

1.在云主机桌面左下角，单击“开始”图标 ，在弹出的菜单列表中选择

“Windows Server”，选择“服务器管理器”，弹出“服务器管理器”窗口。 

 

2.在右上角的菜单栏中，单击“工具>计算机管理”，进入“计算机管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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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计算机管理”页面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存储 > 磁盘管理”，进入“磁盘管理”

页面。 

说明 ： 若此时无法看到扩容部分的容量，请选中“磁盘管理”，右键单击

“刷新”后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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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当前在磁盘 1 有 10GB 的未分配容量，在此未分配区域右键单击，点击“新建简单

卷”。 

 

5.弹出“新建简单卷向导”，点击“下一步”继续操作，跳转至“指定卷大小”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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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简单卷大小（MB）”配置项中输入需要扩容的磁盘容量，此处保持默认，点击“下

一步”。 

 

6.跳转进入“分配驱动器号和路径”页面，为新增容量分配新的驱动器号“G”，点击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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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跳转至“格式化分区”页面，勾选“按下列设置格式化这个卷”，保持默认配置，点

击“下一步”。 

 

8.跳转至“新建简单卷向导”窗口，点击“完成”，关闭向导，回到“磁盘管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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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磁盘管理”页面中，磁盘 1 的空间此时有两个分区，原有分区 E 盘，新增分区 G

盘，且 G 盘状态良好，说明数据盘扩容至新增分区 G 成功。 

 

3.1.4 Linux 扩展磁盘分区和文件系统 

扩展磁盘分区和文件系统概述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9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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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CentOS 7.6 64 位”操作系统为例，采用 fdisk 和 parted 分区工具为扩

容后的磁盘分配分区。 

操作场景 

扩容成功后，需要将扩容部分的容量划分至原有分区内，或者对扩容部分的云硬盘

分配新的分区。 

本文以“CentOS 7.6 64bit”操作系统为例，采用 fdisk 和 parted 分区工具为扩

容后的磁盘分配分区。不同操作系统的操作可能不同，本文仅供参考。 

为扩容后的磁盘分配分区，您可以根据业务需要以及实际的磁盘情况在以下列表中

选择合适的扩容方式，具体如下： 

云硬盘 场景 扩容方式 

系统盘 

扩容的容量划分至原有的 MBR 分区

内 

扩大原有 MBR 分区 

将扩容的容量划分至新的 MBR 分区 新增 MBR 分区 

数据盘 

将扩容的容量划分至原有的 MBR 分

区或 GPT 分区内 

扩大原有分区（MBR 分区或

GPT 分区） 

将扩容的容量划分至新的 MBR 分区

或 GPT 分区内 

新增 MBR 分区或 GPT 分区 

 

约束与限制 

扩容时请谨慎操作，误操作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或者异常，建议扩容前对数据进行

备份，推荐使用云硬盘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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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磁盘已经投入使用后，请在扩容前务必检查磁盘的分区形式，具体说明如下： 

分区形式 注意事项 

MBR 分区 容量最大支持 2TB（2048GB），超过 2TB 的部分无法使用。 

GPT 分区 

容量最大支持 18EB（19327352832GB）。云硬盘服务支持的最大数

据盘容量为 32TB（32768GB），即您最大可将数据盘扩容至 32TB。 

MBR 分区需

扩容至 2TB 以

上 

必须将磁盘分区形式由 MBR 切换成 GPT，期间会中断业务，并且更

换磁盘分区形式时会清除磁盘的原有数据，请在扩容前先对数据进行

备份。 

前提条件 

 已登录弹性云主机，具体请参见登录 Linux 弹性云主机。 

 云主机的系统盘与数据盘都已经挂载至云主机，且已经初始化过。 

 云硬盘容量已经在控制台上完成扩容，并已经挂载至弹性云主机。具体请参见云硬

盘扩容概述。 

操作前检查 

查看分区形式，选择分区工具 

分区前，需要查看当前磁盘的分区形式，当为 MBR 时可以选择 fdisk 或者 parted

工具，当为 GPT 时需要使用 parted 工具。 

执行命令 fdisk -l，查看当前磁盘的分区形式，回显如下：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30/10028703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9073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9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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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k label type”表示当前磁盘的分区形式，“dos”表示磁盘分区形式为 MBR，

“gpt”表示磁盘分区形式为 GPT。 

检查待扩容磁盘的文件系统 

扩容前，需要检查待扩容磁盘的文件系统是否可正常挂载。 

1.执行命令 df -TH，查看磁盘的挂载情况。回显如下： 

 

可以看到，/dev/vdb1 的文件系统为“ext4”，并且已挂载至/mnt/sdc 目录。 

2.执行命令 ll /mnt/sdc，进入挂载目录查看磁盘上的文件。若可以查看到磁盘上的文

件，则证明待扩容的磁盘情况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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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盘扩展磁盘分区和文件系统 

扩大原有 MBR 分区 

本示例以“CentOS 7.6 64bit”为例，原有系统盘/dev/vda 已有分区/dev/vda1，

容量为 40GB，已在控制台为其扩容 10GB，下列步骤会将新增的 10GB 扩容至原有的

/dev/vda1 中。 

1.输入 growpart 命令，检查此云主机是否已安装 growpart 扩容工具。若出现图中回显

信息，则说明已经安装，无需手动安装。 

 

2.执行 fdisk –l 命令，查看此台云主机系统盘/dev/vda 的总容量。回显信息如图所示： 

注意 

若没有图示信息，请执行命令“yum install cloud-utils-growpart”手动安

装 growpart 工具。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69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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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执行命令 df -TH，查看系统盘分区/dev/vda1 的现有容量，回显信息如图所示： 

 

从两个命令的回显信息可见，当前系统盘/dev/vda 容量为 50GB，但是分区/dev/vda1

的容量仅有 40GB，需要扩大分区/dev/vda1。 

4.执行命令 growpart /dev/vda 1 扩大磁盘分区，指定系统盘/dev/vda，待扩容分区

的编号为 1，回显信息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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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执行命令 xfs_growfs /dev/vda1，将原有分区/dev/vda1 的文件系统进行扩充。回

显信息如图所示： 

 

6.执行命令 df -TH，查看扩容后系统盘分区/dev/vda1 的容量。回显信息如图所示： 

说明 

如果出现报错“NOCHANGE：partition 1 is size xxxxxxx. it cannot be

 grown”，说明可能是云主机磁盘已满（占用率 100%）导致的磁盘无法正

常扩容，在此情况下请您做好数据备份后清理不必要的文件或程序来释放一

部分磁盘空间。清理磁盘空间步骤可参见最佳实践“解决 Linux 云主机磁盘

空间不足的问题”。 

说明 

 当磁盘分区文件系统为 xfs 格式时，请使用 xfs_growfs 工具进行磁盘分

区扩容。 

 当磁盘分区文件系统为 ext 格式时，请使用 resize2fs 工具进行磁盘分区

扩容。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67989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67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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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以看到原有分区已经扩容至 50GB。 

若需要设置开机自动挂载磁盘分区，请参见设置开机自动挂载磁盘。 

新增 MBR 分区 

本示例以“CentOS 7.6 64bit”为例，原有系统盘/dev/vda 已有分区/dev/vda1，

容量为 50GB，已在控制台为磁盘/dev/vda 扩容 10GB。本示例介绍使用 fdisk 工具为

系统盘新扩容的 10GB 空间分配一个新的 MBR 分区，并挂载到/opt 目录下。 

1.命令 fdisk -l，查看磁盘的分区信息。回显如下： 

当前系统盘/dev/vda 的磁盘容量为 60GB。 

 

2.命令 fdisk /dev/vda，进入 fdisk 分区工具，回显信息如图所示：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69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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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输入“n”，按“Enter”键，进行新建分区操作。回显如下： 

 

4.输入“p”，按“Enter”键，开始创建一个主分区。回显信息如图所示： 

 

5.输入默认分区编号“2”，按“Enter”键。回显信息如图所示： 

 

6.新分区的磁柱编号，包含起始磁柱编号与截止磁柱编号，这里都保持默认，都按

“Enter”键确认。用户也可在此自定义编号数值，注意，起始磁柱值必须小于分区的

注意 

p 代表主分区，e 代表扩展分区。 

磁盘使用 MBR 分区形式时，最多可以创建 4 个主分区，或者 3 个主分区加 1

个扩展分区。并且，扩展分区不可以直接使用，需要划分成若干个逻辑分区

才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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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磁柱值。回显信息如图所示： 

 

7.“p”，按“Enter”键，可查看新建分区。新建分区为/dev/vda2，回显信息如图所

示： 

 

8.“w”，按“Enter”键，将分区的结果写入分区表中。回显如下： 

 

以上回显信息表示分区创建完成。 

9.执行命令 partprobe，将新的分区表变更同步至操作系统。 

 

注意 

如果用户在实际分区操作过程中有误，可以输入“q”，则会退出 fdisk 分区

工具，之前的分区结果将不会被保留，不影响后续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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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执行命令 mkfs -t ext4 /dev/vda2，设置新建分区/dev/vda2 的文件系统格式为

ext4，回显信息如图所示： 

 

格式化需要等待一段时间，请观察系统运行状态，若回显中提示为 done，如图则

表示格式化完成。 

11.执行命令 mount /dev/vda2 /opt，将新建分区/dev/vda2 挂载到需要增加空间的

目录下，本示例中我们挂载至/opt 下。 

说明 

对于容量较大的云硬盘，mkfs 命令可能执行时间较长，如需要缩短命令执行

时间，您可以为 mkfs 命令添加如下参数： 

ext2、ext3、ext4 文件系统：添加-E nodiscard 参数 

xfs 文件系统：添加-K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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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执行命令 df -TH，查看挂载结果。回显信息如下图所示： 

 

若需要设置开机自动挂载磁盘分区，请参见设置开机自动挂载磁盘。 

数据盘扩展磁盘分区和文件系统 

本文将为您介绍如何在 Linux 环境下为数据盘扩展磁盘分区和文件系统。 

扩大原有分区 （MBR 分区与 GPT 分区） 

本示例以“CentOS 7.6 64bit”操作系统为例，原有数据盘/dev/vdb 已有分区

注意 

建议用户将新增加的分区挂载至空目录，或者使用 mkdir 命令新建目录。当

新增加的分区挂载到不为空的目录时，该目录下原本的子目录和文件会被隐

藏，如已经指定挂载目录，且该目录不为空，可将该目录下的子目录和文件

临时移动到其他目录下，新分区挂载成功后，再将子目录和文件移动回来。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69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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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vdb1，容量为 10GB，且已在控制台将该数据盘扩容至 20GB。本示例介绍如何

将新增的 10GB 容量划分至已有的 MBR 分区或 GPT 分区/dev/vdb1 内。 

1.输入 growpart 命令，检查此云主机是否已安装 growpart 扩容工具。若出现图中回

显信息，则说明已经安装，无需手动安装。 

 

2.执行命令 fdisk -l，查看磁盘的分区信息，回显信息如图所示： 

 

注意 

若没有图示信息，请执行命令“yum install cloud-utils-growpart”手动安

装 growpart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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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执行命令 df -TH，查看数据盘分区/dev/vdb1 的容量，回显信息如图所示： 

 

从图中看出，磁盘分区/dev/vdb1 容量为 10GB，但是磁盘/dev/vdb 的容量为 20GB，

需要扩容磁盘分区/dev/vdb1 的空间。 

4.执行命令 growpart /dev/vdb 1，指定数据盘待扩容的分区，数据盘为/dev/vdb，分

区的编号为 1，通过 growpart 进行扩容，回显信息如图所示： 

 

5.执行命令 resize2fs /dev/vdb1，将原有分区/dev/vdb1 的文件系统进行扩充。回显

信息如图所示： 

 

6.执行命令 df -TH，查看扩容后数据盘分区“/dev/vdb1”的容量，回显信息如图所示： 

说明 

当磁盘分区文件系统为 xfs 格式时，需要使用 xfs_growfs 磁盘分区扩容。 

当磁盘分区文件系统为 ext 格式时，需要使用 resize2fs 磁盘分区扩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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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数据盘分区/dev/vdb1 的容量已经扩容至 20GB。 

若需要设置开机自动挂载磁盘分区，请参见设置开机自动挂载磁盘。 

新增 MBR 分区 

本示例以“CentOS 7.6 64bit”操作系统为例，原有数据盘/dev/vdb 已有分区

/dev/vdb1，容量为 20GB，且已在控制台将该数据盘扩容至 30GB。本示例介绍如何

为新扩容的 10GB 容量分配一个新的 MBR 分区。 

1.执行命令 fdisk -l，查看磁盘的分区信息。回显如下： 

 

当前系统盘/dev/vdb 的磁盘容量为 30GB。 

2.执行命令 fdisk /dev/vdb 进入 fdisk 分区工具，回显信息如图所示：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69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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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输入“n”，按“Enter”键，进行新建分区操作。回显如下： 

 

4.输入“p”，按“Enter”键，开始创建一个主分区。回显信息如图所示： 

 

5.输入分区编号“2”，保持默认值，按“Enter”键。回显信息如图所示： 

 

6.确认新分区的磁柱编号，包含起始磁柱编号与截止磁柱编号，这里都保持默认，按

“Enter”键确认。用户也可在此自定义编号数值，注意，起始磁柱值必须小于分区的

截止磁柱值。回显信息如图所示： 

 

注意 

p 代表主分区，e 代表扩展分区，磁盘使用 MBR 分区形式时，最多可以创建

4 个主分区，或者 3 个主分区加 1 个扩展分区。并且，扩展分区不可以直接

使用，需要划分成若干个逻辑分区才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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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输入“p”，按“Enter”键，可查看新建分区。新建分区为/dev/vdb2，回显信息如

图所示： 

 

8.输入“w”，按“Enter”键，将分区的结果写入分区表中。回显如下： 

 

以上回显信息表示分区创建完成。 

9.执行命令 partprobe，将新的分区表变更同步至操作系统。 

 

10.执行命令 mkfs -t ext4 /dev/vdb2，设置新建分区/dev/vdb2 的文件系统格式为

ext4，回显信息如图所示： 

注意 

如果用户在实际分区操作过程中有误，可以输入“q”，则会退出 fdisk 分区

工具，之前的分区结果将不会被保留，不影响后续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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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化需要等待一段时间，请观察系统运行状态，若回显中提示为 done，如图则

表示格式化完成。 

11.执行命令 mkdir /mnt/sdc1，新建挂载目录/mnt/sdc1。 

12.执行命令 mount /dev/vdb2 /mnt/sdc1，将新建分区/dev/vdb2 挂载到需要增加

空间的目录下，本示例中我们挂载至/mnt/sdc1 下。 

说明 

对于容量较大的云硬盘，mkfs 命令可能执行时间较长，如需要缩短命令执行

时间，您可以为 mkfs 命令添加如下参数： 

ext2、ext3、ext4 文件系统：添加-E nodiscard 参数 

xfs 文件系统：添加-K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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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执行命令 df -TH，查看挂载结果。回显信息如下图所示： 

 

若需要设置开机自动挂载磁盘分区，请参见设置开机自动挂载磁盘。 

新增 GPT 分区 

本示例以“CentOS 7.6 64bit”操作系统为例，原有数据盘/dev/vdb 已有一个

GPT 分区/dev/vdb1，容量为 10GB，且已在控制台将该数据盘扩容至 20GB。本示例

介绍如何为新增的 10GB 空间分配新的 GPT 分区/dev/vdb2。 

1.执行命令 lsblk，查看磁盘的分区信息，回显信息如下图所示： 

注意 

建议用户将新增加的分区挂载至空目录，或者使用 mkdir 命令新建目录。当

新增加的分区挂载到不为空的目录时，该目录下原本的子目录和文件会被隐

藏，如已经指定挂载目录，且该目录不为空，可将该目录下的子目录和文件

临时移动到其他目录下，新分区挂载成功后，再将子目录和文件移动回来。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69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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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执行命令 parted /dev/vdb，进入 parted 分区工具，回显信息如下图所示： 

 

3.输入指令“unit s”，按“Enter”键，设置磁盘的计量单位为磁柱。 

4.输入“p”，按“Enter”键，查看当前数据盘的磁盘分区情况，回显信息如下图所示： 

 

当出现如图中的“Error”信息时，请在“Fix/Ignore/Cancel？”后输入“Fix”。GPT

分区表信息通常存储在磁盘开头，同时也会在磁盘末尾备份一份。当磁盘容量增加后，

末尾位置也会向后延伸，因此需要根据系统提示的信息输入“Fix”，将分区表信息的备

份修正至新的磁盘末尾位置，具体回显信息如图所示： 

 

如果输入“Fix”之后出现了“Warning”信息时，继续输入“Fix”，不能忽略，只有

输入“Fix”之后，系统才会自动将扩容部分的容量分区形式设置为 GPT，具体回显信

息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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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用户需要记住这里给出的具体分区信息中的截止磁柱值，即 End 列的值，此示例中为

20969471s。 

6.输入 mkpart 指令，格式为：“mkpart 磁盘分区名称 起始磁柱值 截止磁柱值”，

按“Enter”键。 

7.如出现询问信息，则在 Yes/No 处输入“Yes”，同意其将分区放置在磁盘末尾的操

作。 

8.输入“p”，按“Enter”键，查看新建分区，回显信息如图所示： 

 

9.输入“q”，按“Enter”键，即可退出 parted 分区工具，回显信息如图所示： 

注意 

命令参数请根据实际情况设置。本示例中，如步骤 5 所示，数据盘原有分区

的截止磁柱值为 20969471s，因此对于新增的/dev/vdb2 分区，起始磁柱值

设置为 20969472s，即原有分区的下一个位置。截止磁柱值设置为 100%，

代表全部容量。磁盘分区名称设定为“data”。因此，本示例中，输入指令

为“mkpart data 20969472s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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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执行命令 mkfs -t ext4 /dev/vdb2，为新建分区/dev/vdb2 设置文件系统，文件系

统格式为 ext4。回显信息如图所示： 

 

11.执行命令 mkdir /mnt/sdc1，新建挂载目录为/mnt/sdc1。 

说明 

若要为文件系统设置 xfs 格式，需要执行命令 `mkfs -t xfs` 。磁盘分区格

式化需要等待，当回显中进程提示为 done，则表示格式化完成，过程中请勿

退出。 

对于容量较大的云硬盘，mkfs 命令可能执行时间较长，如需要缩短命令执行

时间，您可以为 mkfs 命令添加如下参数： 

1.ext2、ext3、ext4 文件系统：添加-E nodiscard 参数 

2.xfs 文件系统：添加-K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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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执行命令 mount /dev/vdb2 /mnt/sdc1，将新建分区/dev/vdb2 挂载至新建目录

/mnt/sdc1 中。操作及回显信息如图所示： 

 

13.执行命令 df -TH，查看挂载结果，回显信息如图所示： 

 

若需要设置开机自动挂载磁盘分区，请参见设置开机自动挂载磁盘。 

设置开机自动挂载磁盘 

如果您需要在云主机系统启动时自动挂载磁盘，不能采用在/etc/fstab 直接指定 

/dev/vdb1 的方法，因为云中设备的顺序编码在关闭或者开启云主机过程中可能发生

改变，例如/dev/vdb1 可能会变成/dev/vdb2。推荐使用 UUID 来配置自动挂载数据

盘。磁盘的 UUID（Universally Unique Identifier）是 Linux 系统为磁盘分区提供的唯

注意 

建议用户将新增加的分区挂载至空目录，或者使用 mkdir 命令新建目录。当

新增加的分区挂载到不为空的目录时，该目录下原本的子目录和文件会被隐

藏，如已经指定挂载目录，且该目录不为空，可将该目录下的子目录和文件

临时移动到其他目录下，新分区挂载成功后，再将子目录和文件移动回来。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69664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69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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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标识字符串。 

1.执行命令 blkid /dev/vdb1，查询磁盘分区的 UUID。回显如下： 

 

2.执行命令 vi /etc/fstab，使用 VI 编辑器打开 fstab 文件。输入“i”，进入编辑模式，

将光标移至文件末尾，按“Enter”键，添加如下内容，其中 UUID=处的内容请输入您

在上一步中查询到的 UUID，操作如图所示： 

 

3.按“ESC”后，输入“:wq”，按“Enter”键。保存设置并退出编辑器。 

4.验证自动挂载功能，首先卸载已挂载的分区，执行命令 umount /dev/vdb1，操作如

图所示： 

 

5.执行命令 mount -a 来重新加载/etc/fstab 文件的所有内容，操作如图所示： 

 

6.执行命令 mount |grep /mnt/sdc 来查询文件系统挂载，操作及回显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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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出现图中回显信息，说明自动挂载设置成功。 

3.2 挂载已有数据的云硬盘 

3.2.1 挂载已有数据的非共享云硬盘 

操作场景 

当非共享云硬盘的信息满足以下条件时，支持作为数据盘挂载至云主机： 

属性 属性值 

是否为共享盘 不共享（即非共享盘） 

磁盘属性 数据盘 

磁盘状态 “未挂载”状态 

约束与限制 

 非共享云硬盘仅支持挂载至 1 台云主机上。 

 云硬盘只能挂载至同一地域、同一可用区的云主机上。 

操作步骤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注意 

已经初始化且已有数据的云硬盘挂载后不需要再进行初始化，初始化会丢失

已有数据，请您谨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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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单击“存储>云硬盘”，进入云硬盘主页面。 

4.在云硬盘列表中，用户找到需要挂载的云硬盘所在行，单击此行中“操作>挂载”，

弹出“挂载磁盘”窗口。 

 

5.在弹出的“挂载磁盘”窗口中，用户选择要挂载的弹性云主机，进行勾选，点击“确

定”，自动返回云硬盘列表。 

 

6.云硬盘列表中，此云硬盘的挂载状态从“未挂载”转换为“已挂载”，即说明已挂载

成功。 

3.2.2 挂载已有数据的共享云硬盘 

操作场景 

当共享云硬盘的信息满足以下条件时，支持作为数据盘挂载至云主机： 

注意 

此处挂载的云主机必须与云硬盘处于同一地域同一可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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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属性值 

是否为共享盘 共享（即共享盘） 

磁盘属性 数据盘 

磁盘状态 “未挂载”或“已挂载” 

约束与限制 

 共享云硬盘只能作为数据盘使用，不能用作系统盘。 

 一块共享云硬盘最多可同时挂载至 16 台云主机，这些云主机必须与共享云硬盘位

于同一地域下的同一可用区。 

 当共享盘状态为“已挂载”状态时，必须确保该共享盘挂载点还未满，才可以挂载

给其他云主机。 

操作步骤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单击“存储 > 云硬盘”，进入云硬盘主页面。 

4.在待挂载的共享云硬盘所在行，单击“挂载”，如图： 

注意 

已经初始化且已有数据的云硬盘挂载后不需要再进行初始化，初始化会丢失

已有数据，请您谨慎操作。 

注意 

共享云硬盘的“共享盘”列为“共享”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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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当单击“挂载”之后，会弹出“挂载磁盘”窗口，在此窗口中，会为您显示当前云硬

盘已挂载主机台数，最多还可挂载的主机台数，用户可在此窗口中勾选需要挂载的云主

机，并点击中间位置的 按钮，最后点击“确定”按钮，即可将此云主机作为挂载点

之一进行挂载，如图： 

 

6.用户可点击共享云硬盘名称进入详情页面，在下方的“挂载点”页签查看具体的挂载

点信息。 

3.3 卸载云硬盘 

操作场景 

注意 

共享云硬盘与非共享云硬盘的区别为：当非共享云硬盘挂载至一台云主机后，

其“挂载”操作按钮置灰，无法继续挂载。共享云硬盘则可以继续进行挂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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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数据盘支持卸载操作，系统盘不支持卸载。 

当卸载数据盘时，支持离线卸载或在线卸载，即可在挂载该数据盘的云主机处于“运

行中”或“关机”状态时进行卸载。 

当前有两种卸载云硬盘场景，一种为弹性云主机卸载，一种为物理机卸载。 

 弹性云主机：用户可为弹性云主机卸载磁盘，本文将详细介绍弹性云主机卸载磁盘

的操作步骤。 

 物理机：支持将云硬盘挂载至物理机用作数据盘，数据盘可在物理机处于“关机”

或“运行中”状态时进行卸载。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见物理机卸载数据盘。 

前提条件 

 卸载已挂载到 Windows 云主机的云硬盘前，请确保没有程序正在对该云硬盘进行

读写操作。否则，有可能造成数据丢失或卸载失败。 

 卸载已挂载到 Linux 云主机的云硬盘前，请先登录云主机，执行 umount 命令，并

确保没有程序正在对该云硬盘进行读写操作。否则，有可能造成数据丢失或卸载失

败。 

操作步骤 

用户可通过两种方式卸载云硬盘，分别为： 

 通过云硬盘管理控制台卸载 

 通过弹性云主机管理控制台卸载 

注意 

随云主机一起订购的数据盘不支持在云硬盘列表中卸载，需要前往云主机详情

页面进行卸载。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724/10165922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8567#p-bb10f94c11f16051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8567#p-bbef475cdc1437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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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云硬盘管理控制台卸载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单击“存储>云硬盘”，进入云硬盘主页面。 

4.在云硬盘主页面，单击待卸载云硬盘所在行“操作 > 卸载”，弹出“卸载云硬盘”

对话框，单击“确定”，卸载云硬盘。 

 

5.回到云硬盘列表，此时云硬盘状态为“卸载中”，表示云硬盘处于正在从云主机卸载

的过程中。当云硬盘状态为“未挂载”时，表示卸载成功。 

 

通过弹性云主机管理控制台卸载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单击选择“计算>弹性云主机”，进入云主机列表页面。 

4.点击待卸载云硬盘的弹性云主机名称，进入弹性云主机详情页面。 

5. 点击进入详情页面下方的“云硬盘”页签，可查看当前云主机下所有云硬盘的具体信

息。单击待卸载云硬盘所在行“操作 > 卸载”，弹出“卸载云硬盘”对话框，请阅读

完注意事项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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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若卸载的云硬盘是“随云主机一起订购的数据盘”，则点击“确定”后，会先进行订

单拆分。待订单拆分完毕后，再次点击“操作 > 卸载”，才能成功完成卸载云硬盘操

作。 

7.若卸载的云硬盘是“单独订购后挂载至该云主机的数据盘”，则点击“确定”后即可

完成卸载云硬盘操作。 

3.4 续订云硬盘 

操作场景 

随云主机一起订购的系统盘、数据盘不支持单独续订，需要与云主机一起续订，详细操

作请参考弹性云主机-续费说明。 

本文主要介绍在云硬盘控制台单独订购的包年/包月的数据盘如何续订。 

 

约束与限制 

 只有通过实名认证的客户，才可以执行续订操作。 

 按需资源、包年/包月转按需（已完成转按需或正在进行转按需）的资源不可续

说明 

如果共享云硬盘同时挂载至多个云主机，只从其中的一个云主机卸载，卸载

成功后，云硬盘状态依然为“已挂载”。只有当共享云硬盘已经从所有的云

主机上卸载成功时，状态会变为“未挂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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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 

 未完成订单中的资源不允许续订，如开通中的资源、规格变更中的资源、退订中

的资源。已退订或释放的资源不可续订。 

 若资源到期后续订，续订周期自资源续订解冻开始，计算新的服务有效期，按照

新的服务有效期计算费用。例如，客户资源 2020 年 9 月 30 号到期，10 月 11

号续订 1 个月，那么资源新的服务开始时间为 10 月 11 号，到期时间为 11 月

10 号。相关费用自 10 月 11 号开始计算。 

 已到期资源不支持设置/修改自动续订。 

 您可以随时手动续订包年/包月且未退订、未释放的资源，延长相关资源的使用

时间。 

 “已挂载”状态下的云硬盘到期后，状态变为“已到期”，该云硬盘不会自动从

云主机卸载。 

 若续订成功，云硬盘状态从“已到期”变为“已挂载”。 

 若不续订，该云硬盘将继续占用云主机资源。建议您续订云硬盘以继续

正常使用资源或卸载云硬盘以释放云主机资源。 

操作步骤 

自动续订 

订购云硬盘时启用自动续订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 

3.单击“存储>云硬盘”，进入云硬盘页面。 

4.单击“创建云硬盘”，付费方式选择“包年/包月”，配置云硬盘的基本信息后，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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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自动续订”。 

 

5.启用后，系统将在资源到期前自动续订。续订相关规则请参考自动续订。 

费用中心启用自动续订 

1.登录天翼云官网 https://www.ctyun.cn/。 

2.单击右上角“管理中心”，进入“订单管理>续订管理”，在“未到期”的资源中找

到需要开通自动续订的云硬盘，单击“开通自动续订”。 

 

3.选择“续订周期”后，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遵守 《天翼云自动续订服务协议》”。确

认无误后，点击“确定提交”。 

 

手动续订 

单个续订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 

3.单击“存储>云硬盘”，进入云硬盘页面。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00038/10303782
https://www.ctyun.cn/
https://www.ctyun.cn/home/protocol/10298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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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单击需要续订的包年/包月云硬盘，进入云硬盘详情页后，点击右上角“续订”。 

5.填写“续订时长”，确认无误后，点击“确定”。 

 

6.点击“确定”后，跳转到“费用中心>我的订单”，点击“立即支付”以完成续订操

作。 

 

注意 

续订将会产生续订订单，请您于 48 小时内支付订单，否则续订操作失败数据将被清空。 

 

批量续订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 

3.单击“存储>云硬盘”，进入云硬盘页面。 

4.勾选所有需要续订的包年/包月云硬盘，点击云硬盘列表上方“续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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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填写“续订时长”，确认无误后，点击“确定”。 

 

6.点击“确定”后，跳转到“费用中心>我的订单”，点击“立即支付”以完成续订操作。 

3.5 退订包年/包月数据盘 

操作场景 

系统盘需要与云主机一起退订，本文主要介绍包年/包月的数据盘如何退订，通常包

年/包月的数据盘退订有以下几种场景： 

退订场景 退订说明 

随包年/包月云主机一同购买的

非共享数据盘 

在云主机控制台退订包年/包月云主机，与其一同订

购的云硬盘会随之退订 

单独购买的包年/包月非共享数在云硬盘控制台退订云硬盘，需要在卸载掉该云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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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订场景 退订说明 

据盘 盘之后再进行退订操作 

单独购买的包年/包月共享数据

盘 

在云硬盘控制台退订云硬盘，需要在卸载掉所有挂

载点之后再进行退订操作 

约束与限制 

 当云硬盘状态为“未挂载”时，才可以被删除。 

 在退订云硬盘之前，您需要先删除该云硬盘的所有快照或者将云硬盘释放策略设置

为“全部快照随云硬盘释放“。 

 随云主机一起订购的系统盘不支持单独退订/删除，而数据盘可在云主机界面进行产品

拆分后卸载、退订/删除。 

操作步骤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选择“存储 > 云硬盘”，进入云硬盘主页面。 

4.在云硬盘列表中，选择指定云硬盘所在行“操作”列下的“更多 > 退订”。 

 

5.跳出“删除磁盘”窗口，确认待退订的磁盘信息，单击“确定”按钮。此外，在该窗

口中，您可以将云硬盘释放策略设置为“全部快照随云硬盘释放”，此时退订云硬盘的

同时会删除该盘的全部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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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跳转至“退订管理/退订申请”页面，确认产品信息，勾选“退订原因”勾选“我已确

认本次退订金额和相关费用”，单击“退订”按钮。 

注意： 

 若您订购云硬盘时，勾选了“全部快照随云硬盘释放”，则在退订/删

除云硬盘窗口中，“全部快照随云硬盘释放”将默认选中，不可取消

勾选。 

 若您订购云硬盘时，未勾选“全部快照随云硬盘释放”，则在退订/删

除云硬盘窗口中，“全部快照随云硬盘释放”支持从“未勾选”修改

为“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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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弹出“提示”窗口，显示退订申请提交成功，请点击“查看订单”按钮来查看退订进

度。 

 

8.可以看到具体的订单退订详情，已经退订成功。 

3.5 删除按需云硬盘 

操作场景 

当用户不再使用按量付费的云硬盘时，可以删除云硬盘以释放存储空间资源。删除云

硬盘后，将停止对云硬盘收取费用。当云硬盘被删除后，云硬盘的数据将无法被访问。  

同时，该云硬盘对应的物理存储空间会被回收，对应的数据会被覆盖。在数据被覆盖之

前，该存储空间不会被再次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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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开通了回收站功能，按需云硬盘在删除的第一时间会进入回收站中，以避免云硬

盘的误删除操作。回收站功能默认为关闭状态，具体开通请参见开启回收站。 

约束与限制 

 当云硬盘状态为“未挂载”或“已冻结”时，才可以被删除。 

 已经删除的云硬盘会进入回收站，若业务需要，可在回收站中进行恢复。 

 存在快照的云硬盘无法被直接删除，需要您手动删除该盘全部快照或开启全部快照

随云硬盘释放功能。 

 只有按量付费的云硬盘支持删除，包年包月的云硬盘不支持删除。 

 随云主机一起订购的系统盘不支持单独退订/删除，而数据盘可在云主机界面进行产品

拆分后卸载、退订/删除。 

操作步骤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选择“存储 > 云硬盘”，进入云硬盘主页面。 

4.在云硬盘列表中，选择指定云硬盘所在行“操作”列下的“更多 > 删除”。  

 

5.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确认待删除的云硬盘信息后，单击“确定”进行删除。此外，在

该窗口中，您可以将云硬盘释放策略设置为“全部快照随云硬盘释放”，此时退订云硬

盘的同时会删除该盘的全部快照。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1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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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等待一段时间后，在云硬盘主页面可以看到该云硬盘已经不存在，即表示删除成功。 

7.在回收站功能开启的状态下，用户可在回收站列表内看到被删除的云硬盘，此时用户

可以决定是对其进行恢复还是销毁，若无操作，此云硬盘会在进入回收站七天之后被系

统自动删除。 

3.6 查看云硬盘详细信息 

操作场景 

当用户有查询云硬盘详细信息的需求时，例如用户要查询云硬盘的容量、挂载信息时，

注意 

 若您订购云硬盘时，勾选了“全部快照随云硬盘释放”，则在退订/删

除云硬盘窗口中，“全部快照随云硬盘释放”将默认选中，不可取消

勾选。 

 若您订购云硬盘时，未勾选“全部快照随云硬盘释放”，则在退订/删

除云硬盘窗口中，“全部快照随云硬盘释放”支持从“未勾选”修改

为“勾选”。。 



 

222 

 

可通过两种方式来查看： 

 通过云硬盘管理控制台查看 

 通过弹性云主机管理控制台查看 

操作步骤 

通过云硬盘管理控制台查看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单击“存储>云硬盘”，进入云硬盘主页面。 

4.在云硬盘主页面，用户可以查看云硬盘的名称、状态、标签、可用区、挂载主机、容

量、企业项目、磁盘类型、共享盘、磁盘属性等内容，用户可通过这些属性筛选符合要

求的云硬盘。 

5.用户可以在列表中，点击待查看详细信息的云硬盘名称，进入云硬盘详情界面，即可

查看到云硬盘的详细信息。 

 

通过弹性云主机管理控制台查看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单击选择“计算>弹性云主机”，进入云主机列表页面。 

4.点击待查看云硬盘详细信息的弹性云主机名称，进入弹性云主机详情页面。 

5.在弹性云主机详情页面，点击下方的云硬盘页签，可查看此台云主机挂载的云硬盘列

表。 

6.点击需要查看详细信息的云硬盘名称，即可进入云硬盘详情页面，查看云硬盘详细信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69193#p-1b2ba061d5f7d25f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69193#p-ec30dfdd343f8a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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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3.7 云硬盘快照 

3.7.1 快照概述 

产品定义 

天翼云云硬盘快照是一种数据备份方式，云硬盘快照服务可以备份或者恢复整个云

硬盘的数据，常用于数据备份、制作镜像、应用容灾等。 

云硬盘快照能够记录某一块云硬盘在某个时刻的数据，通过回滚将云硬盘数据恢复

至快照时间点。还可以通过快照快速创建出多个具有相同数据的云硬盘用于业务部署。 

产品优势 

 弹性扩展：快照容量可弹性扩展，立即生效，不受存储设备性能、容量的限制。 

 动态收费：根据实际业务数据变化量，按照快照的实际使用容量收费。 

 安全：提供数据加密服务，快照的加密属性继承其源云硬盘，加密云硬盘所创建的

快照也会被加密。 

应用场景 

 数据保护和恢复：快照可以用作数据的备份和恢复手段。当云硬盘的数据发生意外

删除、损坏或错误修改时，可以使用快照来恢复到之前的状态。 

 数据恢复测试：可以使用快照来进行数据恢复测试。在进行关键操作之前，先创建

一个快照，然后在测试过程中可以随时回滚到快照状态，以确保操作的安全性和可

靠性。 

 数据备份和归档：通过创建快照，可以定期备份云硬盘的数据，并将快照存档用于

长期数据保留、合规要求或法律需求。 

 批量部署多个业务：通过同一个快照可以快速创建出多个具有相同数据的云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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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可以同时为多种业务提供数据资源。例如数据挖掘、报表查询和开发测试等业

务。 

使用限制 

限制项 限制说明 

支持资源池 华东 1、华北 2 

配额 

一块云硬盘最多可以创建 40 个手动快照。X 系列云硬盘可以

创建 1000 个手动快照。 

配额 一个快照最多可以创建 128 块云硬盘。 

 

3.7.2 功能概述 

云硬盘快照是磁盘数据在特定时间点的完整副本或镜像。作为一种主要的灾难恢复

方法，用户可以使用快照将数据完全恢复到创建快照时的时间点。 

功能 功能说明 详情链接 

创 建 云 硬 盘

快照 

支持用户手动创建快照：为降低操作风险，您可为云硬

盘创建快照，并为该快照设置保留时间 

创建云硬盘快照 

快照回滚 

当发生误操作或系统故障等问题时，您可以使用快照回

滚数据，实现数据的恢复 

快照回滚 

从 快 照 创 建

云硬盘 

您可以通过快照快速创建出多个具有相同数据的云硬

盘 

从快照创建云硬盘 

删除快照 您可删除不再使用的快照以节省资源 删除快照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50784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50802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50804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5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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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功能说明 详情链接 

查 看 快 照 详

情 

您可以查看快照列表及快照详细信息 查看快照详情 

修 改 快 照 保

留时间 

您可对快照的保留时间进行修改，保留时间到期后系统

会自动删除该快照 

修改快照保留时间 

查 看 快 照 使

用容量 

您可实时查询一块云硬盘所有快照的总使用容量 查看快照使用容量 

 

3.7.3 快照原理 

创建原理 

快照可以分为全量快照和增量快照，全量快照是所有数据的一个完整的只读副本，

增量快照保存基于全量快照的差异化数据。云硬盘创建的第一个快照是全量快照，不对

空数据块进行备份。后续创建的快照均是增量快照，仅备份上一个快照以来有变化的数

据块。全量快照和增量快照的元信息中均会存储全量的数据块信息，因此在通过任一快

照回滚云硬盘时，均可以恢复对应历史时间点所有的云硬盘数据。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70059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50807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5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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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原理 

删除快照时需要根据快照包含的数据块以及数据块的引用关系来进行空间的释放。

当云硬盘的第一个全量快照删除后，全量快照的属性会被该云硬盘的第一个增量快照继

承，该增量快照会补充备份全量快照中的数据块，导致该增量快照使用容量增加。 

容量原理 

以一块云硬盘所有快照的数据块占用的存储空间为粒度统计快照使用容量。云硬

盘快照总容量为该云硬盘已保留的第一份快照（即全量快照）的全量大小与后续所有增

量快照的增量大小之和。您可以在云硬盘控制台上通过查看云硬盘详情查看快照容量的

大小。具体操作，请参见查看快照使用容量。 

3.7.4 创建云硬盘快照 

说明 

快照数据保存在块存储集群中，不会占用云硬盘本身的空间。快照按实际占

用的容量收取快照费用（分地域计费）。更多信息，请参见云硬盘快照计费

说明。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50809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43184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43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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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场景 

云硬盘快照是一种数据备份方式，云硬盘快照可以备份或者恢复整个云硬盘的数据，

常用于数据备份、制作镜像、应用容灾等场景。在回滚云硬盘、更换操作系统、数据迁

移等重要操作之前，您可以提前创建快照，从而保存指定时刻的云硬盘数据，提高操作

的容错率。 

约束与限制 

 单个云硬盘支持创建的云硬盘手动快照个数最多为 40 个（不包含自动快照数量）。 

 快照的加密模式与源云硬盘保持一致。 

 系统盘和数据盘都支持创建快照。 

 类型为 FCSAN、SCSI 的云硬盘不支持创建快照。 

 只有未挂载和已挂载状态的云硬盘才可以创建快照。 

操作步骤 

前提条件：使用 sync 操作同步数据 

在云硬盘正常使用中您可以创建快照，但快照只能保存当前时刻已经写入云硬盘的

数据，对于正在写入或者缓存中未写入云硬盘的数据可能无法保存至快照，从而对数据

一致性产生影响。您可采用以下方式避免这种情况。 

 根据业务情况，您可以选择暂停写入任务并及时创建快照，或者先将该云硬盘卸载，

创建快照后重新挂载，以获得数据完整的快照。 

注意 

为保证用户写入的最新数据被记录到快照中，建议用户在创建快照之前确保内存

数据已写入硬盘并暂停硬盘读写。具体操作请见下文使用 sync 操作同步数据。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50784#p-1a42247a00e35b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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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在创建快照之前建议您使用 sync 命令将文件系统内存缓冲区中的数据强制

立刻写入云硬盘内，且在创建快照前避免写入新数据。执行命令后无错误信息返回，

即缓存中的数据已写入云硬盘内。 

具体操作为：在云主机实例根目录下执行 sync 命令。 

 

创建快照 

创建快照时，您可以从云硬盘页面和云硬盘快照页面两个入口进入操作界面。 

云硬盘页面创建快照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单击“存储>云硬盘”，进入云硬盘主页面。 

4.在云硬盘页面，单击待创建快照的云硬盘所在行“操作>创建快照”, 进入“创建快

照”页面。 

 

5.根据界面提示，配置云硬盘快照的基本信息。各配置项说明如下： 

参数 说明 

选择资源 选择待创建快照的云硬盘，仅支持单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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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包含云硬盘名称和 ID，默认展示，不可更改。 

快照名称 

自定义所创建的快照名称。 

不支持中文，2-63 个字符。 

保留时间 

设置快照保留天数，永久保留或自定义保留天数。 

选中永久保留后，系统不会主动删除手动快照，直到用户手动删除。 

选中自定义保留时间后，您可指定该快照的保留时间，到期后系统将自

动删除快照。支持 1-65536 天。 

 

6.确定云硬盘快照的配置信息后，点击“下一步”，进入“资源详情”页面。 

7.在“资源详情”页面，您可以再次核对云硬盘快照信息。确认无误后，阅读并勾选服

务协议，点击“立即购买”。 

8.购买之后会自动跳转至云硬盘快照界面，找到创建的快照，确认快照状态为“可用”，

表示创建成功。 

云硬盘快照页面创建快照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单击“存储>云硬盘”，进入云硬盘主页面。 

4.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云硬盘快照”，进入云硬盘快照页面。 

5.点击右上角“创建云硬盘快照”按钮，进入创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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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界面提示，选择待创建快照的云硬盘，并配置云硬盘快照的基本信息。各配置项

说明如下： 

参数 说明 

选择资源 

选择待创建快照的云硬盘，仅支持单选。 

包含云硬盘名称和 ID，默认展示，不可更改。 

快照名称 

自定义所创建的快照名称。 

不支持中文，2-63 个字符。 

保留时间 

设置快照保留天数，永久保留或自定义保留天数。 

选中永久保留后，系统不会主动删除手动快照，直到用户手动删除。 

选中自定义保留时间后，您可指定该快照的保留时间，到期后系统将自动

删除快照。支持 1-65536 天。 

 

7.确定云硬盘快照的配置信息后，点击“下一步”，进入“资源详情”页面。 

8.在“资源详情”页面，您可以再次核对云硬盘快照信息。确认无误后，阅读并勾选服

务协议，点击“立即购买”。 

9.购买之后会自动跳转至云硬盘快照界面，找到创建的快照，确认快照状态为“可用”，

表示创建成功。 

3.7.5 快照回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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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场景 

当发生误操作或系统故障等问题时，您可以使用已创建的快照来回滚数据，使云硬

盘的数据恢复至创建快照的时刻，实现云硬盘数据的恢复。 

约束与限制 

 快照状态为“可用”状态，快照源云硬盘为“未挂载”状态时支持回滚操作。 

 快照状态为“可用”状态，快照源云硬盘为“已挂载”状态，同时源云硬盘所挂载

云主机为“关机”状态时支持回滚。 

 只支持回滚至源云硬盘，不支持回滚至其他云硬盘。 

操作步骤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注意 

 快照回滚为不可逆操作，从快照创建时刻到回滚操作开始时刻这段时间内

的数据会被删除。为避免误操作，建议您在回滚之前为云硬盘创建一次快

照进行数据备份。 

 如果您在创建云硬盘快照之后对该盘进行了扩容，当您回滚到该快照后，

您之前扩容的分区和文件系统会丢失。因此，您需要在回滚后登录云主机

重新进行扩展分区和文件系统的操作，以恢复到扩容后的状态。Windows

云主机请参考扩展磁盘分区和文件系统（Windows 2008）和扩展磁盘分

区和文件系统（Windows 2016），Linux 云主机请参考 Linux 扩展磁盘

分区和文件系统。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9075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69344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69344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79929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79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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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单击“存储>云硬盘”，进入云硬盘主页面。 

4.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云硬盘快照”，进入云硬盘快照页面。 

5.在云硬盘快照页面，单击待删除快照所在行“操作>回滚”，进入“回滚数据”窗口。 

 

6.根据界面提示，确定回滚操作信息后，单击“确定”，云硬盘开始进行数据回滚。注

意云硬盘回滚至目标时刻之后，该目标时刻到回滚操作时刻之间的数据将被删除，请谨

慎操作。 

 

7.在云硬盘快照页面，查看快照状态。待快照状态由“回滚中”变为“可用”时，表示

回滚命令下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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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登录云主机查看数据是否回滚成功。 

验证回滚快照功能 

用一个实际案例来确认快照回滚功能。 

1.登录弹性云主机实例查看当前云硬盘中的数据。比如此时文件夹/mnt/sdc 中具有一

个文件 a.txt。 

 

2.在执行操作删除文件 a.txt 之前可以对云硬盘创建快照用于备份数据。您可在控制台

创建快照。具体操作详见创建快照。 

3.您可根据业务需求继续使用云硬盘，在业务使用过程中为云硬盘创建快照可降低数据

误操作的风险。比如本例中，在创建快照之后，再进行“删除文件夹/mnt/sdc 中的 a.txt

文件” 的操作。 

4.若想将云硬盘数据恢复数据至快照时刻，您可在控制台对快照进行回滚操作，具体操

作详见快照回滚。注意回滚时，云硬盘若处于挂载状态，其所挂载的云主机需要处于关

机状态，现在我们进行关机及回滚。 

 

5.执行回滚操作后，在云主机实例中查看云硬盘数据恢复，则表明回滚操作成功。此时

注意 

云硬盘数据是否回滚成功请以云硬盘实际数据为准。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50784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5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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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夹/mnt/sdc 中恢复了 a.txt 文件。 

 

3.7.6 从快照创建云硬盘 

操作场景 

您可以通过快照快速创建出多个具有相同数据的云硬盘，可用于业务的快速部署。 

约束与限制 

 通过快照创建的云硬盘的类型、模式、加密属性、所在地域、可用区都与源云硬盘

保持一致。 

 只有快照状态为“可用”状态时才能从快照创建云硬盘。 

 单个快照支持创建云硬盘个数最多为 128 个。 

操作步骤 

创建快照时，您可以从云硬盘页面和云硬盘快照页面两个入口进入操作界面。 

在云硬盘页面通过快照创建云硬盘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单击“存储>云硬盘”，进入云硬盘主页面。 

4.在云硬盘主页面，单击“创建云硬盘”按钮，进入“创建云硬盘”页面。 

5.根据界面提示，在配置项数据源处勾选“从快照创建云硬盘”。 

6.根据界面提示，在配置项云硬盘快照处点击“选择快照”，在弹出的选择快照弹窗内

选择需要创建云硬盘的某一快照并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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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选择快照后，配置项云硬盘快照处会展示您所选快照信息，若想修改，可再次点击“选

择快照”。注意，通过快照创建云硬盘时，部分配置默认与快照源云硬盘保持一致，您

无法更改。您可根据提示继续配置云硬盘的其他基本信息。各配置项说明如下： 

 

参数 是否必选 说明 

地域 是 

请选择云硬盘的地域，尽量选择距离您更

近的区域以提高访问速度。 

可用区 是 

 在拥有多个可用区的资源池中，选

择其中一个可用区创建云硬盘。 

 云硬盘只能挂载至同一个可用区

的云主机上。 云硬盘创建完成后

不支持修改可用区。 

付费方式 是 

云硬盘支持的计费类型有包年/包月和按

需计费两种。 

 包年包月是一种先付费后使用的

计费方式，按订单的购买周期结

算。 

 按需计费是一种先使用后付费的

计费方式，按照云硬盘的实际使用

时长计费，每小时结算一次。 

是否挂载 是 

选择是否在云硬盘创建完成后自动挂载到

弹性云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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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不挂载（默认）：云硬盘创建完

成后不自动挂载至云主机。 

 立即挂载：云硬盘创建完成后自动

挂载至用户选择的云主机。 

注意 

挂载到云主机的云硬盘，您还需要登录云

主机进行数据盘初始化才可以正常使用。 

数据源 否 

云硬盘支持从快照创建云硬盘以及从备份

创建云硬盘。 

 从快照创建云硬盘可选择目标地

域目标可用区下的快照。 

 从快照创建云硬盘所创建的云硬

盘磁盘模式、磁盘类型、加密属性、

所在地域可用区与源快照保持一

致，不支持修改。 

 从快照创建云硬盘创建磁盘容量

不小于快照容量。 

 从备份创建云硬盘可选择目标地

域下的备份副本。 

 从备份创建云硬盘所创建的云硬

盘磁盘模式、加密属性和备份源云

硬盘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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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备份创建云硬盘所创建的云硬

盘支持切换磁盘类型、支持跨可用

区创建。  

 从备份创建云硬盘创建磁盘容量

不小于备份容量。 

注意 

无论是从快照还是从备份，都不支持并发

创建多个云硬盘。 

磁盘规格 是 

 云硬盘的类型：普通 IO，高 IO，

通用型 SSD，超高 IO，极速型

SSD，XSSD-1，XSSD-2。具体规

格可参见产品规格。 

 云硬盘的容量：目前数据盘支持

10GB-65536GB。 

说明 

 从备份创建云硬盘时，容量大小不

小于备份源盘大小，默认容量为备

份源盘大小。 

 从快照创建云硬盘时，容量大小不

小于快照源盘大小，默认容量为快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7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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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源盘大小。 

 未选择数据源时，默认容量大小为

40GB。 

当前配置 - 

用于显示当前所选磁盘类型和容量计算出

来的基础 IOPS 上限及 IOPS 突发上限。

具体计算方式可参见磁盘类型及性能介

绍。 

云硬盘备份 否 

创建云硬盘时支持同时订购云硬盘备份服

务。可以选择暂不配置、使用已有、现在

购买。 

 使用已有：若您想要配置备份且已

有可用的存储库，可以选择“使用

已有”。 

 现在购买：若您想要配置备份但没

有可用的存储库，可以选择“现在

购买”。 

配置存储库和备份策略并成功购买云硬盘

后，系统会按此备份策略定期对云硬盘进

行备份。云硬盘备份服务的计费说明请参

考云硬盘备份服务计费说明。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62918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62918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52/%E8%AE%A1%E8%B4%B9%E8%AF%B4%E6%98%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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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仅华东 1 上线此功能。 

共享盘 否 

 勾选“共享盘”，则创建的是共享

云硬盘，共享云硬盘最多可同时挂

载至 16 台云主机或物理机。 

 不勾选“共享盘”，则默认为非共

享云硬盘，只能挂载至 1 台云主机

或物理机。 

是 否 编 辑 标

签 

否 

标签用于标识资源，可通过标签管理功能

对云硬盘进行分类和筛选。 

勾选后需要输入标签键和标签值，具体操

作可参考标签功能概述。 

磁盘模式 否 

 VBD（默认）：VBD 类型的云硬盘

仅支持简单的读写命令。 

 SCSI：支持 SCSI 指令透传，允许

云主机操作系统直接访问存储介

质。 

 FCSAN：FCSAN 云硬盘仅适用于

物理机。 

磁盘加密 否 

 支持创建加密云硬盘，磁盘加密能

够最大限度的为您的数据提供安

全防护。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70158


 

240 

 

 加密磁盘生成的快照/备份及通过

这些快照/备份创建的磁盘将自动

继承加密属性。 

释放设置 否 

支持设置释放策略。 

可设置云硬盘释放时是否同步释放该盘的

全部快照。 

磁盘名称 是 

自定义所创建的磁盘名称。 

不能使用中文，且长度为 2-63 字符。 

企业项目 是 支持为云硬盘选择企业项目。 

数量 是 

创建云硬盘的数量，默认为“1”，表示只

创建一个云硬盘。 

 

注意 

目前一次最多可批量创建 50 个云硬盘。 

创建时长 是 

如果计费类型选择“包年/包月”，则需要

选择购买时长，可选取的时间范围为 1 个

月到 5 年。 

自动续订 否 

启用自动续订，包年/包月订购的云硬盘到期

后会自动续订。 

 

8.确定云硬盘的配置信息后，点击“下一步”。 

9.在“资源详情”页面，您可以再次核对云硬盘信息。确认无误后，阅读并勾选服务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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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点击“立即购买”，开始创建云硬盘。如果还需要修改，单击“上一页”，修改参

数。 

10.在云硬盘页面，查看云硬盘状态，待云硬盘状态变为“已挂载”或“未挂载”时，表

示创建成功。 

在云硬盘快照页面通过快照创建云硬盘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单击“存储>云硬盘”，进入云硬盘主页面。 

4.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云硬盘快照”，进入云硬盘快照页面。 

5.在云硬盘快照页面，单击待使用快照所在行“操作>创建云硬盘”, 进入“创建云硬

盘”页面。 

6.根据界面提示，配置项云硬盘快照处默认显示您所选快照信息，无法更换。 

 

注意 

通过快照创建云硬盘时，部分配置默认与快照源云硬盘保持一致，您无法更改。您可根

据提示继续配置云硬盘的其他基本信息。 

 

8.确定云硬盘的配置信息后，点击“下一步”。 

9.在“资源详情”页面，您可以再次核对云硬盘信息。确认无误后，阅读并勾选服务协

议，点击“立即购买”，开始创建云硬盘。如果还需要修改，单击“上一步”，修改参

数。 

10.在云硬盘页面，查看云硬盘状态，待云硬盘状态变为“已挂载”或“未挂载”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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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创建成功。 

3.7.7 删除快照 

操作场景 

用户可以删除不再需要的快照，以达到节省资源和成本的目的。 

约束与限制 

 云硬盘到期销毁资源时，该云硬盘的所有快照会随之删除。 

 云硬盘退订/删除之前，需先手动删除该云硬盘所有快照。 

 快照状态为可用时才支持删除操作。 

 删除快照后，从快照回滚的数据以及从快照创建的云硬盘不受影响。 

操作步骤 

删除单个快照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单击“存储>云硬盘”，进入云硬盘主页面。 

4.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云硬盘快照”，进入云硬盘快照页面。 

5.在云硬盘快照页面，单击待删除快照所在行“操作>创建删除”, 进入云硬盘删除页

面。 

6.根据界面提示，核对待删除快照信息后，单击“确定”，开始删除快照。 

7.在云硬盘快照页面，快照删除成功后从列表消失。 

批量删除快照 

在云硬盘快照页面，勾选左侧待删除的多个快照后，点击“删除”按钮对话框，进入“删

除快照”对话框，后续步骤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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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 查看快照详情 

操作场景 

当用户有查看快照详细信息的诉求时可参考本文。 

操作步骤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单击“存储>云硬盘”，进入云硬盘主页面。 

4.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云硬盘快照”，进入云硬盘快照页面。 

5.单击需要查看详情信息的云硬盘快照名称，即可进入快照详情页面，查看其源云硬盘

信息、快照来源、状态等详细信息。 

 

3.7.9 修改快照保留时间 

操作场景 

设置快照保留时间，在快照到期后系统会自动删除快照，以灵活应对业务需求。 

快照保留时间有两个选项，自定义与永久保留： 

 自定义为用户自定义快照保留时间，快照到期后自动删除快照。 

 永久保留是指将快照保留至用户手动删除。 

约束与限制 

保留时间最小值需要大于快照当前已保留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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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单击“存储>云硬盘”，进入云硬盘主页面。 

4.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云硬盘快照”，进入云硬盘快照页面。 

5.在云硬盘快照页面，单击待修改保留时间的“快照名称”，进入“快照详情”页面。 

6.点击“保留时间”配置项后的编辑按钮 ，弹出“修改快照保留时间”弹窗。 

 

7.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设置保留模式和保留时间后点击“确定”按钮完成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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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快照详情”页面查看快照保留时间是否完成更新，已经更新说明快照保留时间修

改成功。 

 

 

3.7.10 查看快照使用容量 

操作场景 

天翼云云硬盘快照服务以云硬盘的快照使用总容量为粒度进行统计并计费。快照使

用总容量为当前云硬盘中所有快照的数据块所占用的存储空间之和。您可实时查询云硬

盘的快照使用容量。 

操作步骤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单击“存储>云硬盘”，进入云硬盘主页面。 

4.单击待查看快照使用容量的云硬盘的“云硬盘名称”，进入“云硬盘详情”页面。 

5.在“云硬盘详情”页面可实时查看该云硬盘的快照个数以及快照使用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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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云硬盘自动快照 

3.8.1 自动快照概述 

产品定义 

天翼云云硬盘支持自动快照功能，用户通过自动快照策略周期性地为云硬盘创建快

照，可同时适用于系统盘和数据盘。自动快照服务便于用户灵活设置快照创建任务，能

够提高数据安全和操作容错率。 

应用场景 

自动快照策略是指云硬盘在预设的时间点周期性地创建快照，保护云硬盘数据，是

系统安全性和容错率的重要保障，通常应用于以下两个场景： 

 当您来不及手动创建快照时，可以使用当前云硬盘创建的最近的自动快照进行回滚

操作，最大限度地降低损失。 

 您也可以根据业务需求设置自动快照策略，比如在系统定期维护之前设置自动快照

策略，不再需要您手动创建快照，也能避免因人为疏忽忘记创建快照。 

使用限制 

天翼云账号在一个地域中的自动快照策略配额上限，以及一块云硬盘能保留的自动

快照数量上限，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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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项 限制说明 

每块云硬盘可以保留的手动快照个数（非 X 系列云硬盘） 40 

每块云硬盘可以保留的自动快照和手动快照总数（非 X 系列云硬盘） 50 

每块云硬盘可以保留的手动快照个数（X 系列云硬盘） 1000 

每块云硬盘可以保留的自动快照和手动快照总数（X 系列云硬盘） 2000 

一个账号在一个地域可以保留的自动快照策略数量 20 

一个策略可关联的云硬盘数量 200 

 云硬盘保留的自动快照数量达到配额上限后，最早创建的自动快照会被自动删除。 

 修改自动快照策略的保留时间时，仅对新增的自动快照生效，历史自动快照沿用修

改前的保留时间。 

 仅“未挂载/已挂载”状态的云硬盘可以创建自动快照，其他状态下的云硬盘无法

创建自动快照。 

 挂载在物理机上的云硬盘、本地盘不支持设置自动快照策略。 

 自动快照支持的资源池，如下表所示： 

限制项 限制说明 

支持资源池 华东 1、华北 2 

 

3.8.2 功能概述 

从创建自动快照策略开始到释放自动快照结束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常见操作如下表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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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操作说明 详情链接 

创建自动快照策

略 

创建自动快照策略，支持设置自动快照的创建时间、

保留时间等信息。 

创建自动快照策

略 

云硬盘关联自动

快照策略 

已关联自动快照的云硬盘可以按照自动快照策略周期

性创建自动快照。 

云硬盘关联自动

快照策略 

云硬盘取消关联

自动快照策略 

取消关联自动快照的云硬盘不会再按照自动快照策略

周期性创建自动快照。 

云硬盘取消关联

自动快照策略 

启用/停用自动快

照策略 

设置自动快照策略状态为”启用/停用“，启用状态的

自动创建策略任务。 

启用/停用自动快

照策略 

修改自动快照策

略 

如果您需要修改自动快照的定时创建时间、保留时间

等信息，可以编辑自动快照策略。 

修改自动快照策

略 

删除自动快照策

略 

如果您不再需要自动快照策略，可直接删除策略，与

该策略关联的云硬盘将自动解绑。 

删除自动快照策

略 

删除自动创建的

快照 

系统删除有以下两种情况： 

自动删除： 

1) 自动快照策略设置的保留时间到期后自动释放快

照。 

2) 自动创建的快照数量超过云硬盘能保留的快照配

额，自动释放该云硬盘最早创建的自动快照。 

手动删除：手动删除指定快照。 

删除快照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18840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18840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18856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18856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18942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18942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18971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18971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18972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18972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18978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18978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5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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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 创建自动快照策略 

操作场景 

创建自动快照策略，支持设置自动快照的创建时间、保留规则等信息。 

约束与限制 

 单个天翼云账号在一个地域可保留的自动快照策略数量为 20 个。 

操作步骤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单击“存储>云硬盘”，进入云硬盘主页面。 

4.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云硬盘快照”，进入云硬盘快照页面。 

5.在此页面点击“自动快照策略”，进入自动快照策略控制台。 

6.在自动快照策略控制台，单击页面右上角“创建自动快照策略”按钮, 进入“创建自

动快照策略”页面。 

7.根据界面提示，配置自动快照策略的基本信息。各配置说明如下： 

参数 说明 

名称 

自定义所创建的自动快照策略名称。 

不支持中文，2-63 个字符。 

是否启用 

选择启用/停用策略。 

开关控件为蓝色时表示启用，为灰色时表示停用。默认启用。 

重复日期 创建自动快照的日期，支持在周一至周日之间选择一个或多个日期。 

创建时间 一天内创建自动快照的时间点，支持在 00:00~23:00 共 24 个整点中选择一个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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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多个时间点。 

保留规则 

设置快照保留天数，永久保留或自定义保留天数。 

选中永久保留后，系统不会主动删除自动快照，直到用户手动删除或者由于配额

原因被系统自动删除。 

选中自定义保留时间后，您可指定该快照的保留时间，到期后系统将自动删除快

照。支持 1-65536 天，默认选择 30 天。 

企业项目 为策略设置企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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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确定云硬盘快照的配置信息后，点击“确定”，完成创建自动快照策略。若您不想继

续创建自动快照策略，点击“取消”，自动快照策略不会被创建。 

9.在云硬盘自动快照策略详情页面，可查看新创建的策略信息。 

3.8.4 云硬盘关联自动快照策略 

操作场景 

为云硬盘关联自动快照策略。已关联自动快照策略的云硬盘可以按照自动快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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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置周期性创建自动快照。 

约束与限制 

 单个自动快照策略可绑定云硬盘的数量为 200 个。 

 每个云硬盘只能关联一条自动快照策略。 

 一个自动快照策略可以绑定同一地域下不同可用区的云硬盘。 

 系统盘和数据盘都支持绑定策略。 

 云硬盘状态为已挂载或未挂载时可以绑定策略；磁盘类型为 FCSAN、SCSI 的云硬

盘不支持绑定自动快照策略；挂载至物理机的云硬盘不支持绑定自动快照策略。 

 自动快照策略的企业项目需要与所绑定云硬盘保持一致。 

 云硬盘删除后自动和其所绑定的策略解绑。 

操作步骤 

为云硬盘关联自动快照策略时，您可以从云硬盘页面和云硬盘自动快照策略页面两

个入口进入操作界面。 

云硬盘页面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单击“存储>云硬盘”，进入云硬盘主页面。 

4.在此页面点击待关联策略云硬盘“操作>更多>设置自动快照策略”，进入设置自动

快照策略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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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该页面，您可选择需要关联的自动快照策略，并单击“确定”，完成关联操作。若

您不想继续关联策略，点击“取消”，取消执行关联策略操作。 

 

6.您可通过查看云硬盘列表页面的“自动快照策略”列判断自动快照策略是否关联成

功，若自动快照策略名称和刚刚关联的策略名称一致，则表明关联成功。 

 

云硬盘自动快照策略页面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单击“存储>云硬盘”，进入云硬盘主页面。 

4.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云硬盘快照”，进入云硬盘快照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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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此页面点击“自动快照策略”，进入自动快照策略控制台。 

6.在自动快照策略控制台，选择待关联策略的“操作>更多>设置云硬盘”按钮, 进入

“设置云硬盘”页面。 

 

7.根据界面提示，选择“未设置策略云硬盘”页签，选择待执行关联策略的云硬盘，点

击下方的“关联策略”按钮，完成关联操作。点击“取消”，取消执行关联策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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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您可通过查看云硬盘列表页面的“自动快照策略”列判断自动快照策略是否关联成

功，若“自动快照策略”列展示自动快照策略名称和刚刚关联的自动快照策略名称一致，

则表明关联成功。 

3.8.5 云硬盘取消关联自动快照策略 

操作场景 

当云硬盘不再需要创建自动快照时，用户可以为云硬盘取消关联自动快照策略。云

硬盘取消关联自动快照策略后，将不会再按照自动快照策略继续创建自动快照。取消关

联后，原本已经创建的自动快照不会被自动删除。 

操作步骤 

为云硬盘取消关联自动快照策略时，您可以从云硬盘页面和云硬盘自动快照策略页

面两个入口进入操作界面。 

云硬盘页面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单击“存储>云硬盘”，进入云硬盘主页面。 

4.在此页面点击待取消关联策略云硬盘“操作>更多>设置自动快照策略”，进入设置

自动快照策略页面。 

 

5.在该页面，选择“不关联自动快照策略”，单击“确定”按钮，完成取消关联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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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不想取消关联自动快照策略，点击“取消”，云硬盘将继续保留和自动快照策略的

关联关系。 

 

6.您可通过查看云硬盘列表页面的“自动快照策略”列判断自动快照策略是否取消关

联成功。若“自动快照策略”列为“--”，则表示取消关联成功。 

 

云硬盘自动快照策略页面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单击“存储>云硬盘”，进入云硬盘主页面。 

4.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云硬盘快照”，进入云硬盘快照页面。 

5.在此页面点击“自动快照策略”，进入自动快照策略控制台。 

6.在自动快照策略控制台，选择待取消关联的策略的“操作>更多>设置云硬盘”按钮, 

进入“设置云硬盘”页面。 

 

7.根据界面提示，选择“已设置策略云硬盘”页签，选择待取消关联策略的云硬盘，支

持多选。单击“取消策略”按钮，完成取消关联操作。若您不想取消关联自动快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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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取消”，云硬盘将继续保留和自动快照策略的关联关系。 

 

8.您可通过查看云硬盘列表页面的“自动快照策略”列判断自动快照策略是否取消关

联成功。若“自动快照策略”列为“--”，则表示取消关联成功。 

3.8.6 启用/停用自动快照策略 

操作场景 

您可设置自动快照策略状态为启用/停用，启用状态的自动快照策略才可以执行创

建自动快照任务。 

约束与限制 

 策略停用期间其关联云硬盘不会自动生成快照，直至策略重新启用。策略重新启动

后，系统会在最近的下一个创建快照时间点为所关联的云硬盘开始创建快照。 

 启动和停用范围为该策略关联的全部云硬盘。 

 只有“停用”状态的策略才支持启用操作，只有“启用”状态的策略才支持停用操

作。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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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单击“存储>云硬盘”，进入云硬盘主页面。 

4.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云硬盘快照”，进入云硬盘快照页面。 

5.在此页面点击“自动快照策略”，进入自动快照策略控制台。 

6.在自动快照策略控制台，选择待关联策略的“操作>启用”按钮，弹出确认对话框。

在确认启用策略信息无误后，点击“确定”，完成启用策略操作。若您不想继续启用操

作，点击“取消”，策略将不会被启用。 

7.您可通过查看云硬盘策略列表页面的“状态”列判断自动快照策略状态是否如预期。 

8.停用策略的操作步骤同上述启用策略操作。 

3.8.7 修改自动快照策略 

操作场景 

如果您需要修改自动快照的定时创建时间、保留规则等信息，可以编辑修改自动快

照策略。 

约束与限制 

 修改后的策略只影响修改之后新创建的快照，对已创建的快照无影响。修改自动快

照策略的保留时间时，仅对新增的自动快照生效，历史自动快照沿用历史保留时间。 

 企业项目不支持修改。 

操作步骤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单击“存储>云硬盘”，进入云硬盘主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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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云硬盘快照”，进入云硬盘快照页面。 

5.在此页面点击“自动快照策略”，进入自动快照策略控制台。 

 

 

6.在自动快照策略控制台，选择待修改策略的“操作>修改策略”按钮，进入修改自动

快照策略页面。 

7.根据界面提示，配置自动快照策略的基本信息。各配置项说明如下： 

参数 说明 

名称 自定义所创建的自动快照策略名称。不支持中文，2-63 个字符。 

是否启用 选择启用/停用策略，开关控件为蓝色时表示启用，为灰色时表示停用。 

重复日期 创建自动快照的日期，支持在周一至周日之间选择一个或多个日期。 

创建时间 

一天内创建自动快照的时间点，支持在 00:00~23:00 共 24 个整点中选

择一个或多个时间点。 

保留规则 设置快照保留天数，永久保留或自定义保留天数。 

企业项目 为策略设置企业项目。 

8.确定云硬盘快照的配置信息后，点击“确定”，完成修改自动快照策略。若您不想继

续修改策略，点击“取消”，策略不会被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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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云硬盘自动快照策略详情页面，可查看修改后创建的策略信息。 

3.8.8 删除自动快照策略 

操作场景 

如果您不再需要自动快照策略，可直接删除策略，与该策略关联的云硬盘将同时自

动解绑。 

约束与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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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策略后与该策略关联的云硬盘将自动取消关联关系，同时不再继续按照策略自

动生成快照。 

 已经生成的快照不会受到该操作影响，不会被删除。 

操作步骤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单击“存储>云硬盘”，进入云硬盘主页面。 

4.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云硬盘快照”，进入云硬盘快照页面。 

5.在此页面点击“自动快照策略”，进入自动快照策略控制台。 

6.在自动快照策略控制台，选择待删除策略的“操作>更多>删除”按钮，弹出确认删除

对话框。 

 

7.在确认待删除策略信息无误后，点击“确认”，完成删除策略操作。若您不想继续删

除策略，点击“取消”，策略不会被删除。 

3.9 云硬盘回收站 

3.9.1 回收站概述 

云硬盘回收站是天翼云云硬盘一种重要的数据保护方式，本章将为您详细介绍云硬

盘回收站管理的相关内容。 

产品定义 

天翼云云硬盘回收站支持将删除的云硬盘资源保存至回收站中，是一种数据保护的

方式。在一定时间内，您可以在回收站内恢复云硬盘数据，以防止误删除导致的云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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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丢失。 

回收站功能默认为关闭状态，如需使用，需要用户手动开启，保留时间最多为 7 天。 

应用场景 

在以下情况中，云硬盘删除会被放入回收站： 

 当用户主动删除按需订购的云硬盘时，此云硬盘会被放入回收站。 

 在以下情况中，云硬盘删除后不会被放入回收站： 

 当包周期购买的云硬盘被用户退订时，不放入回收站。 

 处于冻结期的按需云硬盘主动删除时，不放入回收站。 

 按需云硬盘冻结保留期到期后被系统销毁时，不放入回收站。 

 重装操作系统时，直接删除，不放入回收站。 

 和弹性云主机或物理机同一订单订购的云硬盘，跟随实例被释放时，不放入回收站。 

 账号受限或冻结状态时，被删除的按需云硬盘（包含主动删除与系统删除）不放入

回收站。 

约束与限制 

 云硬盘在回收站内最多可保存 7 天，到期后自动销毁，销毁后云硬盘将无法恢复。 

 仅支持按需云硬盘被删除时放入回收站，包年包月云硬盘在退订时不放入回收站。 

 账号受限或冻结状态时，主动删除的按需云硬盘不放入回收站。 

 账号受限或冻结状态时，系统删除的按需云硬盘不放入回收站。 

 快照删除的时候快照本身不放入回收站，直接销毁。 

 已在回收站中的云硬盘，当账户欠费时，这些云硬盘会进入宽限期、保留期，在回

收站中保留时长可能不足 7 天就会被系统销毁。销毁时间以宽限期、保留期和回收

站其中之一最早达到销毁条件的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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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硬盘回收站支持的资源池，如下表所示： 

限制

项 

限制说明 

支持资

源池 

郑州 5/武汉 41/华东 1/南宁 23/华南 2/华北 2/南昌 5/青岛 20/上海 36/

西南 1/昆明 2/杭州 2/杭州 7/长沙 42/西安 7/太原 4/西南 2-贵州/庆阳 2/

呼和浩特 3/乌鲁木齐 7。 

 

3.9.2 功能概述 

本文将为您介绍云硬盘回收站的具体功能概览。 

天翼云云硬盘回收站是一种数据保护方式，支持将删除的云硬盘资源保存至回收站

中。在一定时间内，您可以在回收站中恢复云硬盘数据，以防止误删除导致云硬盘数据

丢失。 

操作 操作说明 详情链接 

开启回收站 

云硬盘回收站功能是默认关闭的，如您需要使用该功能，请手

动开启云硬盘回收站功能。 

回收站功能开启后，删除的按需云硬盘会放入到回收站中保存，

以防止误删除导致云硬盘数据丢失。 

开启回收站 

从 回 收 站 恢

复云硬盘 

回收站内的云硬盘可以直接进行恢复。回收站内的云硬盘资源

为不可用状态时，回收站功能会失效。 

从 回 收 站 恢

复云硬盘 

从 回 收 站 销云硬盘在回收站内最多可保存 7 天，到期后系统会自动销毁，从 回 收 站 销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11846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11848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11848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11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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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操作说明 详情链接 

毁云硬盘 除了系统销毁，用户也可以选择手动销毁云硬盘。 毁云硬盘 

关闭回收站 

用户可随时关闭回收站功能，但是在关闭之前需要通过恢复或

者销毁功能清空回收站。 

关闭回收站 

 

3.9.3 开启回收站 

操作场景 

云硬盘回收站功能默认为关闭状态，如需使用该功能，需要用户手动开启。 

回收站功能开启后，删除的按需云硬盘会放入到回收站中保存，以防止误删除导致

云硬盘数据丢失。 

约束与限制 

 用户可参考云硬盘回收站应用场景来查看在哪些场景下云硬盘删除后会被放入回

收站。 

 当开启云硬盘回收功能之后，放入回收站的云硬盘采用按需计费。 

 云硬盘删除时，无论是否放入回收站，云硬盘对应的快照都需要提前手动删除，快

照本身也不放入回收站。 

 放入回收站的云硬盘容量和个数不受限制。 

 云硬盘在回收站内最多可保存 7 天，到期后自动销毁，销毁后云硬盘将无法恢复。 

操作步骤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11849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11847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7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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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单击“存储>云硬盘”，进入云硬盘主页面。 

4.在云硬盘主页面，单击“回收站”页签，进入回收站控制台。 

 

5.单击“开启回收站”按钮，开启回收站。 

 

3.9.4 从回收站恢复云硬盘 

操作场景 

恢复回收站中的云硬盘。 

因天翼云云硬盘回收站功能仅能保存云硬盘 7 天，用户可以参考本章在 7 天之内

恢复已删除的云硬盘。 

约束与限制 

 当账号被冻结或受限时，回收站的资源无法支持恢复操作。 

 回收站内的云硬盘资源为不可用状态时，回收站功能会失效。 

 云硬盘恢复后默认计费模式为按需计费。 

操作步骤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单击“存储>云硬盘”，进入云硬盘主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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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云硬盘主页面，单击“回收站”页签，进入回收站控制台。 

5.单击待恢复云硬盘所在行的“操作>恢复”按钮。 

 

6.此外，您还可以选中云硬盘左侧的复选框，点击“恢复”按钮，批量恢复云硬盘。 

 

7.通过以上两种方式恢复云硬盘后，弹出确认框，确认后，云硬盘就被恢复到云硬盘列

表中。操作成功后，在云硬盘列表中可看到该条云硬盘信息，该条云硬盘信息从回收站

列表中消失。 

3.9.5 从回收站销毁云硬盘 

操作场景 

用户可以选择两种方式对回收站中的云硬盘进行销毁： 

 等待 7 天之后，回收站到期自动销毁。用户进行手动销毁，不必等到回收站到期后 

 系统销毁。 

本文将详细介绍用户手动销毁云硬盘操作。 

约束与限制 

 销毁云硬盘后，云硬盘中的数据将无法找回，请谨慎操作。 

说明 ： 若云硬盘中有重要的数据，建议您在将其删除进入回收站前就对其

进行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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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单击“存储>云硬盘”，进入云硬盘主页面。 

4.在云硬盘主页面，单击“回收站”页签，进入回收站控制台。 

5.单击待恢复云硬盘所在行的“操作>销毁”按钮。 

 

6.此外，您还可以选中云硬盘左侧的复选框，点击“销毁”按钮，批量销毁云硬盘。 

 

7.通过以上两种方式销毁云硬盘后，弹出确认框，确认后，云硬盘就从回收站列表中消

失，代表已经销毁成功 

3.9.6 关闭回收站 

操作场景 

用户可根据需求，随时关闭云硬盘回收站功能。 

约束与限制 

 在关闭回收站之前，您需要确保回收站内的云硬盘已经全部清空，有以下两种方法： 

 恢复回收站内的云硬盘，恢复云硬盘的方法请参见从回收站恢复云硬盘。 

 手动销毁回收站内的云硬盘，手动销毁云硬盘的方法请参见从回收站销毁云硬盘。 

操作步骤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11848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11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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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单击“存储>云硬盘”，进入云硬盘主页面。 

4.在云硬盘主页面，单击“回收站”页签，进入回收站控制台。 

5.单击“关闭回收站”按钮，关闭回收站。 

 

6.注意，在关闭回收站之前，您需要通过恢复或销毁的方式手动清除回收站，否则将无

法成功关闭回收站。 

7.当回收站控制台展示如下时，表示回收站功能已经被关闭。 

 

3.10 管理加密云硬盘 

工作原理 

服务端加密支持选择默认密钥及用户自行创建的用户主密钥，具体可选择的密钥类型如

下。 

 

密钥创建者 密钥类型 密钥算法 服务版本 

云产品 默认密钥 AES_256（默认） 按需版&包周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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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钥创建者 密钥类型 密钥算法 服务版本 

用户自行创建 

用户主密钥-软件 AES_256 按需版 

用户主密钥-硬件 
AES_256 

SM4 
按需版 

 

在了解云硬盘加密工作原理之前，首先需要了解两个概念： 

 默认密钥 

 系统为云产品自动创建的用于服务端加密的默认密钥，默认密钥与云产品对应，

每个天翼云账号下的每个云产品，在每个资源支持创建 1 个默认密钥。 

 默认密钥的别名定义为 alias_<云产品代码>，例如 alias_ecs。 

 默认密钥的密钥材料由 KMS 生成，不支持导入外部密钥材料，同时不支持自

动轮转、启用/禁用、删除等操作。 

 用户主密钥 

 用户主密钥云产品加密时，可选用户在 KMS 服务中自建的用户主密钥，密钥

类型为对称密钥，算法支持 AES_256、SM4，保护级别可选软件保护、硬件保

护。 

 用户主密钥按照 KMS 按需及包周期版的服务标准资费进行计费，请您确保账

户余额充足、到期前及时续费，避免 KMS 服务冻结，冻结后云产品无法进行

正常的加解密操作，云产品可能会出现异常。 

 用户主密钥支持计划删除，操作计划删除前请确保该密钥非云产品加密使用的

密钥，避免误删除导致云产品无法正常加解密而出现异常。为避免误删，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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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密钥开启删除保护功能。 

 

注意 

当前云硬盘加密仅支持选择按需版本中的自建用户主密钥，当前包周期版本中的用

户主密钥暂不支持做云硬盘加密使用。 

若您为 2024 年 9 月 10 日之后购买了 KMS 包周期服务，您可选择使用默认密钥

进行云产品加密。 

 

第一次使用加密云硬盘时，系统会自动创建一个用户主密钥（CMK），该密钥有且仅有

一个，且是在 KMS 中的相应地域所创建，并将其存储在受严格的物理和逻辑安全控制保护

的密钥管理服务上。查看如何通过 KMS 实现服务端加密。 

每个地域的加密云硬盘，都需要通过 256 位数据密钥（DEK）进行加密，此数据密

钥（DEK）具备地域唯一性，即每个地域都有且仅有一个。该密钥受 KMS 提供的密钥

管理基础设施的保护，能有效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云硬盘的数据密钥（DEK）仅在实

例所在的宿主机的内存中使用，不会以明文形式存储在任何持久化介质（即使是云硬盘

本身）上。 

在创建加密云硬盘并将其挂载到实例后，以下数据都将关联此密钥并进行加密： 

 云硬盘中的静态数据 

 云硬盘和实例间传输的数据（实例操作系统内的数据不加密） 

 通过加密云硬盘创建的快照 

 

创建加密云硬盘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14047/10032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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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数据盘的灵活度较高，用户可以选择跟随弹性云主机一起购买，也可以在云硬

盘管理控制台上单独购买，为其加密可以通过以下方法： 

 跟随弹性云主机购买云硬盘时，用户可在云硬盘高级属性中选择是否为其加密，当

勾选加密属性后，此云硬盘即可成功加密。系统盘只能跟随弹性云主机一起订购，

因此只能在订购云主机时选择加密。 

 在云硬盘管理控制台单独购买一个空的数据盘，且不选择其数据来源时，也可以在

高级属性设置中选择其为加密数据盘，且购买成功后，用户无法更改其加密属性。 

 在云硬盘管理控制台勾选数据来源购买一个数据盘，用户可选择的数据来源有备份

与快照，此云硬盘的加密属性和备份、快照的源云硬盘加密属性保持一致。即快照

与备份的源云硬盘是加密云硬盘，则此云硬盘也具有加密属性。 

创建云硬盘的具体操作步骤可参见创建云硬盘。 

卸载加密云硬盘 

 若加密云硬盘使用的是用户主密钥，在卸载之前请确认云硬盘的用户主密钥是否可

用。 

 若此加密云硬盘的用户主密钥是可用的，卸载云硬盘时，数据不会丢失，也可以正

常重新挂载。 

 若此加密云硬盘的用户主密钥不可用，即使当前该云硬盘还可以正常读写，但是不

能保证此云硬盘一直可以正常使用，且有可能造成重新挂载的失败，因此用户需要

随时确保用户主密钥的状态，再进行卸载。 

卸载加密云硬盘的具体操作请参见卸载云硬盘。 

数据盘加密场景 

数据盘可以跟随弹性云主机一起购买，也可以单独购买。数据盘是否加密主要涉及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8389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8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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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场景： 

购买方式 数据源   说明 

随弹性云主机一起购买数据

盘 

不选择数据源 

随弹性云主机一起购买的空白数据

盘，可以选择加密或不加密。 

创建完成后不可更改加密属性。 

单独购买数据盘 

不选择数据源 

创建的空白数据盘，可以选择加密或

不加密。 

创建完成后不可更改加密属性。  

从备份创建（备份源云

硬盘加密） 

通过加密云硬盘创建的备份属性为加

密。 

使用加密备份作为数据源创建的云硬

盘继承备份的加密属性和加密密钥。  

从备份创建 （备份源云

硬盘未加密） 

通过未加密云硬盘创建的备份为未加

密备份。 

使用未加密备份作为数据源创建的云

硬盘未加密。 

从快照创建（快照源云

硬盘加密） 

通过加密云硬盘创建的快照为加密快

照。 

使用加密快照作为数据源创建的云硬

盘继承快照的加密属性和加密密钥。 

从快照创建 （快照源云通过未加密云硬盘创建的快照为未加



 

273 

 

硬盘未加密） 密快照。 

使用未加密快照作为数据源创建的云

硬盘未加密。 

从镜像创建 （数据盘镜

像不支持加密） 

仅未加密云硬盘可以创建数据盘镜

像。 

使用未加密镜像作为数据源创建的云

硬盘未加密。 

 

加密云硬盘相关限制 

使用加密云硬盘时还需要注意以下限制： 

限制项 限制说明 

支持加密的云硬盘类型 

南宁 23/华东 1/南昌 5/华南 2/西安 7/太原 4/华

北 2/郑州 5/西南 2-贵州/杭州 7/庆阳 2/呼和浩特

3/长沙 42。 

支持加密的云硬盘类型 普通 IO、高 IO、通用型 SSD、超高 IO。 

其他限制项 

云硬盘的加密属性在云硬盘创建完成后不支

持修改。 

磁盘模式为 SCSI 或 FCSAN 的云硬盘不支持

加密。 

共享盘不支持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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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管理云硬盘备份 

创建云硬盘备份 

操作场景 

在云硬盘控制台对已有的云硬盘进行备份。 

操作步骤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单击“存储>云硬盘”，进入云硬盘主页面。 

4.在云硬盘页面，单击待创建备份的云硬盘所在行“操作>创建云硬盘备份”, 进入

“创建云硬盘备份”页面。 

 

5.选择合适的存储库和企业项目，并在云硬盘列表中勾选需要备份的云硬盘，勾选后点

击右向箭头，将在已勾选云硬盘列表区域展示，如下图所示。对于已选磁盘操区域中不

需要备份的磁盘，可以勾选后点击左向箭头进行删除。 

6.确认需备份云硬盘和存储库信息无误后，在下方“备份配置”模块中为已选择的云硬

盘配置对应的备份方式：“自动备份“”立即备份”，确认配置后点击“下一步” 

自动备份：需要在“备份策略”的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已有的备份策略，或者单击右

侧的“创建策略”创建一个新的备份策略。在备份创建完成后，所选云硬盘会绑定到该

备份策略中，按照备份策略进行周期性备份。注意：如果选择的云硬盘已经绑定到其他

备份策略，在选择新的备份策略后，云硬盘会自动从原备份策略解绑，并绑定到新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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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策略。 

立即备份：会对选择的云硬盘将立即进行一次备份。 

同时选择两种备份方式，即立即执行一次备份，后续按照备份策略进行周期性备份。 

7.在云硬盘备份资源详情页面，确认配置无误后，点击我已阅读并同意相关协议《云硬

盘备份服务协议》，点击“确认下单”；若配置信息有误，点击上一步进行修改。 

8.根据页面提示，返回“云硬盘备份控制台页面”，点击“备份副本”切换至备份副本

列表。您可以手动刷新页面，查看备份创建状态。当云硬盘备份副本的“状态”变为“可

用”时，表示备份创建成功。 

云硬盘备份相关限制 

使用云硬盘备份时还需要注意以下限制： 

限制项 限制说明 

支持资源池 

上海 7/上海 36/杭州 2/合肥 2/芜湖 2/南京 2/南京 3/南京 4/南京 5/

华东 1/九江/南昌 5/杭州 7/福州 3/福州 4/厦门 3/福州 25/佛山 3/广

州 6/南宁 23/南宁 2/郴州 2/长沙 3/海口 2/武汉 3/武汉 4/武汉 41/长

沙 42/华南 2/西安 3/西安 4/西安 5/西宁 2/兰州 2/乌鲁木齐 27/中卫

5/西安 7/庆阳 2/乌鲁木齐 7/贵州 3/重庆 2/成都 4/昆明 2/拉萨 3/西

南 1/西南 2-贵州/青岛 20/北京 5/晋中/石家庄 20/内蒙 6/华北 2/辽

阳 1/郑州 5/太原 4/呼和浩特 3。 

 

管理云硬盘备份 

请参见云硬盘备份。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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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管理共享云硬盘 

创建共享云硬盘的场景 

用户在创建共享云硬盘时，可以创建 VBD 类型的共享云硬盘和 SCSI 类型的共享

云硬盘。 

 VBD 类型的共享云硬盘：默认为 VBD 类型，不支持 SCSI 锁。 

 SCSI 类型的共享云硬盘：SCSI 类型的共享云硬盘支持 SCSI 锁。 

挂载共享云硬盘 

普通云硬盘单次可挂载至 1 台弹性云主机，而共享云硬盘最多可同时挂载至 16 台

弹性云主机。 

SCSI 类型的共享云硬盘支持 SCSI 锁。为了提升业务数据的安全性，请结合云主机

组的反亲和性策略来使用 SCSI 锁，将 SCSI 类型的共享云硬盘挂载到位于同一个强制

反亲和性的云主机组内。不属于任何一个强制反亲和性云主机组的云主机，不允许挂载  

SCSI 类型的共享云硬盘，否则 SCSI 锁无法正常使用，会导致您的数据面临风险。 

SCSI 锁和强制反亲和性云主机组的概念： 

 SCSI 锁工作原理：通过 SCSI Reservation 命令来进行 SCSI 锁的操作。如果一台

云主机给云硬盘传输了一条 SCSI Reservation 命令，则这个云硬盘对于其他云主

机就处于锁定禁用状态，其他云主机此时无法对云硬盘执行读写操作，在共享云硬

盘的基础上进一步避免了对数据的损坏。 

 强制反亲和性云主机组：强制反亲和策略的云主机组中的云主机，严格地将云主机

分散地创建在不同的宿主机上。 

挂载共享云硬盘的具体操作可参见挂载云硬盘中的挂载共享云硬盘模块。 

删除共享云硬盘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8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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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共享云硬盘会同时挂载到多台云主机上，因此删除共享云硬盘前请首先卸载所

有的挂载点之后再进行删除。 

删除共享云硬盘的具体操作请参见删除按需云硬盘。 

共享云硬盘相关限制 

使用共享云硬盘时还需要注意以下限制： 

限制项 限制说明 

支持资源

池 

重庆 2/南宁 2/成都 4/芜湖 2/九江/西宁 2/拉萨 3/海口 2/佛山 3/贵州 3/福州

3/上海 7/杭州 2/北京 5/南京 3/南京 4/西安 4/内蒙 6/晋中/郴州 2/武汉 4/福州

4/昆明 2/西安 5/南京 5/华东 1/南宁 23/上海 36/石家庄 20/辽阳 1/青岛 20/武

汉 41/福州 25/乌鲁木齐 27/华北 2/西南 1/长沙 42/中卫 5/南昌 5/华南 2/西安

7/太原 4/郑州 5/西南 2-贵州/杭州 7/西安 3/庆阳 2/乌鲁木齐 7。 

 

3.13 云硬盘监控 

3.13.1 查看云硬盘监控数据 

操作场景 

当用户开通云硬盘服务后，即可通过云监控来查看云硬盘的性能指标，云硬盘支持

的监控指标如下表所示：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8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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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指标 指标说明 

测量

对象 

（Agent）磁盘读速

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每秒从测量对象读出的数据量。 

单位：KB/s 

云硬盘 

（Agent）磁盘写速

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每秒写到测量对象的数据量。 

单位：KB/s 

云硬盘 

（Agent）磁盘读请

求速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每秒从测量对象读取数据的请求次数。 

单位：count/s 

云硬盘 

（Agent）磁盘写请

求速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每秒到测量对象写入数据的请求次数。 

单位：count/s 

云硬盘 

平均写操作大小 

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象在测量周期内平均每个写 IO 操

作传输的字节数。 

单位：KByte/op 

云硬盘 

平均读操作大小 

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象在测量周期内平均每个读 IO 操

作传输的字节数。 

单位：KByte/op 

云硬盘 

平均写操作耗时 

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象在测量周期内平均每个写 IO 的

操作时长。 

单位：ms/op 

云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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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指标 指标说明 

测量

对象 

平均读操作耗时 

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象在测量周期内平均每个读 IO 的

操作时长。 

单位：ms/op 

云硬盘 

平均 I/O 服务时长 

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象在测量周期内平均每个读 I/O 或

写 I/O 的服务时长。 

单位：ms/op 

云硬盘 

磁盘 I/O 使用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象云硬盘 I/O 使用率。 

单位：% 

云硬盘 

平均队列长度 

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象在测量周期内平均等待完成的读

取或写入操作请求的数量。 

单位：count/op 

云硬盘 

 

约束与限制 

 云监控是天翼云提供的性能监控的重要服务，无需安装额外插件即可免费开通。 

 新上线的三个指标（平均 I/O 服务时长、磁盘 I/O 使用率、平均队列长度），需要

您手动将 Agent 升级到最新版本才可查看并使用。 

 X 系列云硬盘和磁盘模式为 SCSI 的云硬盘暂不提供监控数据。 

操作步骤 

1.登录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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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单击“管理与部署>云监控服务”，进入云监控服务主页面。 

4.选择“云服务监控>云硬盘监控”，在云硬盘监控列表中选择需要监控的云硬盘，单

击“查看监控图表”，进入云硬盘监控详情页。 

 

5. 您可以切换不同的时间周期，查看云硬盘不同监控指标的情况。 

 

3.13.2 创建告警规则 

操作场景 

云监控支持灵活的创建告警规则。您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某个云硬盘的监控指标

设置自定义告警规则，同时也能够使用告警模板为多个资源或者云服务批量创建告警规

则。 

操作步骤 

1.登录控制中心。 

2.在控制中心页面左上角点击 ，选择区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依次选择“管理与部署”，单击“云监控”，进入监控概览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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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单击“告警服务”下拉菜单，单击“告警规则”，进入告警规则列表页面。 

5.在“告警规则”列表界面，单击“创建告警规则”按钮。 

6.在“创建告警规则”页面，根据界面提示配置参数。 

 

配置参数及相关含义说明如下： 

模块 参数 参数说明 配置示例 约束与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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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监控对

象 

规则类型 

选择规则的类型，主

要包括指标监控、事

件监控、站点监控、

自定义监控、自定义

事件五种。 

指标监控 

自定义监控、自

定义事件目前仅

支持部分资源

池。 

服务 

配置告警规则监控的

云服务资源类型。 

云硬盘  

维度 

用于指定告警规则对

应指标的维度名称。 

磁盘  

监控对象类

型 

具体实例/资源分组 具体实例  

监控对象 

用来配置该告警规则

针对的具体资源，可

以是一个或多个。 

磁盘名称  

 

 

选择类型 

自定义创建/从模板导

入。 

自定义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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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告警策

略 

策略 

满足全部/任一策略 

策略信息包括：指

标、数据类型（原始

值、最大值、最小

值、平均值）、判断

条件（>、≥、<、

≤、=、环比上升、

环比下降、环比变

化）、值、单位、发

生次数。 

满足全部以下条

件：若平均写操

作大小的原始

值>=100KB,连续

发生 1 次 

同一告警规则

下，告警条件最

多支持添加 20

条。 

 

 

 

 

 

 

发送通知 

配置是否发送邮件通

知用户，可以选择

“是” （推荐选

择）或者“否”。 

是  

告警联系组 

配置发生告警通知的

用户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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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告警通

知 

触发场景 

触发告警邮件的场

景，可在告警及恢复

时发送提醒信息。 

出现告警 

 

 

通知方式 

配置告警通知的通知

方式，支持邮箱及短

信。 

邮箱 

 

 

重复告警 

指告警发生后如果未

恢复正常，将重复发

送告警通知次数。 

不重复 

 

 

通知周期 

配置告警通知的周期

时间。 

星期天、星期

一、星期二、星

期三、星期四、

星期五、星期六 

 

 

通知时段 

配置告警通知的时间

段。 

00:00:00-

23:5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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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回调 

配置告警通知

webhook 地址。 

 

 

 

 

 

 

规则信息 

名称 

该告警规则的自定义

名称。 

evs-alarm-note 

 

 

企业项目 

选择告警规则适用的

企业项目。 

default 

 

 

描述 

添加对该告警规则描

述（此参数非必填

项）。 

 

 

 

7.告警规则添加完成后，当监控指标触发设定的阈值时，云监控会在第一时间通过邮件实

时告知您云上资源异常，以免因此造成业务损失。关于云监控的其他操作和更多信息，请

参考《云监控服务》。 

3.14 管理配额 

3.14.1 查看云硬盘资源配额 

操作场景 

为避免资源浪费，天翼云对各项资源的使用都制定了配额，包括资源的创建数量，

资源的使用容量等限制，云硬盘作为常见的云资源，其数量、容量在使用过程中也有一

定的限制。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32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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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在此地域的资源页面右上角，点击“我的配额”图标 ，进入资源的服务配

额页面。 

 

4.您可以在“服务配额”页面，查看各项资源的配额情况。如果当前配额已满且不能满

足业务要求，用户可申请扩大配额，具体请参见申请扩大云硬盘资源配额。 

3.14.2 申请扩大云硬盘资源配额 

操作场景 

若当前云资源的配额无法满足您的实际业务需求，您可以申请扩大资源配额。 

操作步骤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在此地域的资源页面右上角，点击“我的配额”图标 ，进入资源的服务配

额页面。 

4.在服务配额页面的右上角，点击“申请扩大配额”，页面将跳转至“支持中心>新建

工单>选择问题所属产品”页面。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7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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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用户可在此页面中，点击“配额类”的“提问”按钮，进入“选择问题类型”页面，

在此页面，用户点击“配额申请”按钮。进入“智能客服/创建工单”页面。 

 

6.在此页面，用户根据界面提示，填写工单标题、工单内容、反馈邮件、反馈电话等真

实信息，阐述清楚“扩大资源配额”的诉求，并说明申请扩大配额的原因，点击“确定

提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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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提交成功后，请您耐心等待天翼云工作人员回复与处理。 

3.15 标签管理 

3.15.1 标签功能概述 

标签通常用于标识云服务资源，用户可通过标签管理功能对云硬盘进行分类和筛选。 

天翼云云硬盘标签管理有以下主要功能： 

功能 功能概述 

添加标签 用户可以为购买的云硬盘添加标签。 

修改标签 用户可以对云硬盘中已有的标签进行修改。 

删除标签 用户可以对不再使用的云硬盘标签进行删除。 

通过标签查找云硬盘

资源 

用户可以利用标签将云硬盘资源分类，快速查找对应标签下的

云硬盘资源。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70181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70183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70189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70210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7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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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2 添加标签 

背景知识 

标签由标签“键”和标签“值”构成。 

 

 标签“键”：“键”最大长度不能超过 32 个字符，由英文字母、数字、中划线、

下划线、特殊字符组成。且单个云硬盘中“键”值不能重复。 

 标签“值”： “值”最大长度不超过 32 个字符。由英文字母、数字、中划线、下

划线、特殊字符组成。 

 单个云硬盘资源最多可添加 10 个标签。 

操作步骤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单击“存储>云硬盘”，进入云硬盘主页面。 

4.在云硬盘页面中，点击待添加标签的云硬盘所在行的“操作>更多>编辑标签”。 

5.弹出“编辑标签”窗口，键入标签“键”，例如，输入“test”，键入标签“值”，例

如“1”，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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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此时，在此云硬盘的标签信息处，点击标签图标可看到“test：1”的标签信息。 

 

3.15.3 修改标签 

操作场景 

用户可以对云硬盘中已有的标签进行修改，且仅能修改标签“值”。 

操作步骤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单击“存储>云硬盘”，进入云硬盘主页面。 

4.在云硬盘页面中，点击待添加标签的云硬盘所在行的“操作>更多>编辑标签”。 

5. 此时弹出“编辑标签”窗口，在此窗口中已存在原始标签，用户可选择将其删除，新

添加标签，也可以选择修改标签中的值，在这里我们将原始的“test：1”改为“test：

2”，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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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点击“确定”，即可将标签修改成功，回到云硬盘列表，点击标签图标，可看到已修

改过的“test：2”的标签信息。 

 

3.15.4 删除标签 

操作场景 

用户可以删除不再使用的云硬盘标签。 

操作步骤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单击“存储>云硬盘”，进入云硬盘主页面。 

4.在云硬盘页面中，点击待添加标签的云硬盘所在行的“操作>更多>编辑标签”。 

5.在弹出的“编辑标签”窗口中，单击标签键值后的“删除”按钮，再点击“确定”，

即可删除此对键值。 

6.可在列表的标签属性中查找，可看到此时显示“暂无绑定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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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5 通过标签查找云硬盘资源 

操作场景 

用户可以利用标签将云硬盘资源分类，快速查找对应标签下的云硬盘资源。 

操作步骤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单击“存储>云硬盘”，进入云硬盘主页面。 

4.在云硬盘列表的上方，单击“筛选标签”的按钮，弹出“筛选标签”窗口。 

说明 

 若选择“包含键值”，筛选结果返回所输入多项键值的并集信息。 

 若选择“排除键值”，筛选结果返回键值不为空，且不包含所输入键值的资源。 

 若选择“无标签资源”，筛选结果返回未定义键值信息的资源。 

 

5.用户可在其中输入已存在的标签“键值”，点击“确定”，标签对应的云硬盘资源会

出现在列表中，通过标签查找云硬盘资源完成。例如：在此搜索之前创建的 test：2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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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的云硬盘，显示如下图所示： 

 

3.16 云硬盘变配 

3.16.1 修改云硬盘类型 

操作场景 

天翼云提供多种云硬盘类型，满足不同场景的存储性能和价格需求，用户可以根据

业务需求变更云硬盘的类型。例如，创建云硬盘时选择了通用型 SSD，但后期需要更高

的 IOPS，则可以将该盘变配为超高 IO 型云硬盘。 

 

约束与限制 

 当前仅支持两种变配路径： 

源云硬盘类型 支持修改的目标云硬盘类型 

普通 IO 高 IO 

通用型 SSD 超高 IO 

 仅支持数据盘修改磁盘类型，系统盘当前无法变更磁盘类型。 

 不支持从 SATA/SAS 云硬盘修改为 SSD 云硬盘。 

说明： 

当前云硬盘变配后，新建快照的类型与最新的磁盘类型一致，而云硬盘的存

量快照类型则不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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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支持云硬盘升配，不支持降配。 

 和云主机一起订购的云硬盘不支持修改磁盘类型。 

 云硬盘变配对云主机的状态没有限制。 

 云硬盘变配过程中，对云硬盘的操作有如下限制： 

 不支持取消修改 

 不支持创建快照 

 不支持创建备份 

 不支持扩容 

 不支持快照回滚 

 不支持挂载和卸载 

 不支持修改计费模式（按需和包周期互转） 

 不支持续订、退订和删除 

 修改云硬盘类型支持的资源池，如下表所示： 

限制项 限制说明 

支持资源池 

南宁 23、郑州 5、武汉 41、华东 1、华南 2、华北 2、南昌 5、

青岛 20、西安 7、上海 36、太原 4、西南 1、杭州 7。 

 

计费说明 

云硬盘变配后，计费变化情况如下： 

 按量付费云硬盘在修改类型之后将按照新的云硬盘类型计费。 

 包年包月云硬盘根据计费周期内的云硬盘价格差重新付费。 



 

295 

 

操作步骤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此处我们选择广西-南宁 23。 

3.单击“存储>云硬盘”，进入云硬盘主页面。 

4.在云硬盘列表中选择需要变更磁盘类型的云硬盘，单击所在行操作列“更多>修改磁

盘类型”，弹出“修改磁盘类型”窗口。 

5.弹出“修改磁盘类型”窗口后，用户可在下拉框中选择“修改后的磁盘类型”，选择

此配置项时，请注意云硬盘修改磁盘类型的变配路径。 

6.若源云硬盘为按量付费，则在此窗口中“配置费用”项显示修改类型后的按量费用，

点击“确定”按钮后关闭该弹窗。云硬盘修改类型成功后将按照新类型的价格继续计费。 

7.若云硬盘为包年包月，则“配置费用”显示修改类型后需要补交的费用。点击确定按

钮后进入订单详情页面。在该页面支付成功后，云硬盘类型将修改成功。 

8.回到云硬盘列表，可通过查看云硬盘类型来判断是否修改成功。 

3.16.2 转换计费模式 

本文为您介绍“包年包月转按需”和“按需转包年包月”两种计费模式转换。 

注意 

在以下情况中，“修改磁盘类型”按钮是置灰状态： 

 源云硬盘的磁盘类型不是普通 IO 或者通用型 SSD。 

 源云硬盘是系统盘。 

 源云硬盘是随云主机一起订购的。 

 源云硬盘为到期或冻结等不可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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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年包月转按需 

操作场景 

包年包月采用包周期预付费的计费模式，按订单的购买周期计费，适用于可预估资

源使用周期的场景。 

如果您需要更灵活的计费方式，按照云硬盘的实际使用时长计费，您可以将云硬盘

的计费方式转为按需付费。 

约束与限制 

 只有通过实名认证的客户，才可以执行包周期转按需操作。 

 云硬盘状态为“已挂载”或“未挂载”时才能执行到期转按需操作。 

 包周期资源未到期可以申请变更为按需，但包周期结束后按需计费模式才生效。 

 成套购买的资源将在一次转换操作中全部转为按需计费。 

操作步骤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此处我们选择广西-南宁 23。 

3.单击“存储>云硬盘”，进入云硬盘主页面。 

4.在云硬盘列表中，单击待转换计费模式的包年包月云硬盘所在行“操作>更多>到期

转按需”, 进入“续订管理”页面。 

5.在“续订管理”页面，确认资源信息及按需资费后，点击“转按需”按钮。 

6.弹出“确认”窗口，点击“确定”后，到期转按需设置成功。若点击“取消”，可取

消此次操作。 

7.用户可在“费用中心>续订管理>到期转按需”中查看或取消云硬盘的到期转按需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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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需转包年包月 

操作场景 

按需采用使用后付费的计费模式，按资源实际使用时长计费，适用于业务用量不确

定的场景。 

您可以将云硬盘的计费方式转为包年包月付费。 

约束与限制 

 云硬盘状态为“已挂载”或“未挂载”时才能执行按需转包周期操作。 

 成套购买的资源将在一次转换操作中全部转为包年包月计费。 

操作步骤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此处我们选择广西-南宁 23。 

3.单击“存储>云硬盘”，进入云硬盘主页面。 

4.在云硬盘列表中，单击待转换计费模式的按需云硬盘所在行“操作>更多>转包周

期”,弹出“转包周期”窗口。 

5.在弹窗中确认待操作的云硬盘信息后，点击“确认”，进入“按量转包周期”页面。

在“按量转包周期”页面中选择包周期购买时长，点击“去支付”按钮。 

6.进入“订单详情”页面，点击“立即支付”，支付完成之后即可完成按需转包年包月

操作。 

7.用户可在云硬盘列表页面查看该资源付费方式已经转换为“包年包月”，表示操作设

说明 

按需转包年包月，设置成功后立即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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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成功。 

3.17 修改云硬盘名称 

操作场景 

云硬盘名称通常用来标识磁盘，云硬盘创建完成后，如果您需要修改云硬盘的名称，

请参考本章的操作。 

约束与限制 

只有当云硬盘处于“已挂载”、“未挂载”状态时，支持修改云硬盘名称。 

操作步骤 

您可以通过以下步骤来修改云硬盘名称。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单击“存储>云硬盘”，进入云硬盘主页面。 

4.在云硬盘列表中，找到待修改名称的云硬盘，单击云硬盘名称。进入云硬盘详情页面。 

5. 或点击云硬盘名称，进入详情页。单击云硬盘名称旁边的图标，当云硬盘名称变为可

编辑状态，输入新的云硬盘名称。 

 

6.修改完成后，单击 ，在云硬盘详情页面，即可看到新的云硬盘名称，修改



 

299 

 

完毕。 

3.18 设置云硬盘释放策略 

功能概述 

云硬盘的快照默认不随云硬盘自动释放，如果您不再需要某些云硬盘快照，可以将

其手动释放。您还可以通过设置云硬盘释放策略，选择在释放云硬盘的同时释放该盘的

全部快照。 

应用场景 

释放方式 

不同订购方式的云硬盘的快照支持的释放方式如下： 

资源类型 释放方式 

随弹性云主机一起购买数据盘的全部快

照 

只支持手动释放 

单独购买数据盘的全部快照 

支持手动释放。 

支持自动释放，默认关闭全部快照随盘释

放 

释放影响 

对于单独购买的数据盘的全部快照，开启与关闭全部快照随云硬盘释放有以下影响： 

 开启全部快照随云硬盘释放后，包周期或按需云硬盘被释放时，该云硬盘的所有快

照（包括自动快照、手动快照）将会同步自动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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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闭全部快照随云硬盘释放后，包周期或按需云硬盘被释放时，该云硬盘的所有快

照（包括自动快照、手动快照）将不会同步自动释放。 

约束与限制 

 只有单独购买的数据盘支持设置快照释放策略。 

 设置云硬盘释放策略支持的资源池，如下表所示： 

限制项 限制说明 

支持资源池 华东 1 

 

操作步骤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单击“存储>云硬盘”，进入云硬盘列表页。 

4.在待设置释放策略的云硬盘所在行，单击“操作 >更多> 设置释放策略”，进入“释

放设置”页面。 

5.在“释放设置”页面，您可以为该盘设置或修改释放策略。勾选“全部快照随云硬盘

释放”，快照和云硬盘将保持一致的退订/删除动作；不勾选“全部快照随云硬盘释放”，

快照不随云硬盘退订/删除动作而删除。对于已设置过释放策略的云硬盘，可通过该操

作修改设置。 

注意 

开启全部快照随云硬盘释放后，云硬盘的全部快照将随云硬盘删除/退订动作

直接被删除，不会进入云硬盘回收站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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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确定云硬盘释放设置后，您可以点击“确定”，设置释放策略的命令将被下发。若您

不需设置释放策略，可点击“取消”退出当前操作。 

7.释放策略设置成功后，您可以在云硬盘详情页面查看全部快照是否随云硬盘释放的配

置详情是否和预期一致。 

3.19 云硬盘 CTIAM 

3.19.1 统一身份认证 IAM 介绍 

统一身份认证（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简称 IAM）服务，是提供用

户进行权限管理的基础服务，可以帮助您安全的控制云服务和资源的访问及操作权限。 

IAM 为您提供的主要功能包括：精细的权限管理、安全访问、通过用户组批量管理用户

权限、委托其他帐号管理资源等。 

身份管理 

访问控制 IAM 中的身份包括 IAM 用户、IAM 用户组。 

IAM 用户有确定的登录密码和访问密钥，IAM 用户组则用于分类职责相同的 IAM

用户，IAM 用户和 IAM 用户组均可以被赋予一组权限策略。在需要协同使用资源的场

景中，避免直接共享天翼云账号的密码等信息，缩小不同 IAM 子用户的信息可见范围，

可为 IAM 子用户和 IAM 用户组按需授权，即使不慎泄露机密信息，也不会危及天翼云

账号下的所有资源。 

权限管理 

统一身份认证 IAM 通过权限策略描述授权的具体内容，权限策略包括固定的基本元素

“Action”“Effect”等，更多信息，请参见“步骤二：创建自定义策略”。为 IAM 用户、IAM 用户

组在全局授权或企业项目授权中添加一组权限策略后，即可让其有权限访问指定资源。。 

权限策略分为系统策略和自定义策略: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359375#p-91eba7e1dad4ae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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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策略 ：预置的系统策略，您只能使用不能修改。云硬盘 EVS 相关的系统策略包含

如下： 

 Evs Admin：云硬盘服务的管理者权限，包含云硬盘所有控制权限（不含订单类权

限）； 

 Evs Viewer：云硬盘服务的观察者权限，包含云硬盘的列表页与详情页面权限； 

自定义策略 ：您按需自行创建和维护的权限策略，关于自定义策略的操作和示例，请参见

“步骤二：创建自定义策略”。 

云硬盘接口对应权限表 

如下是云硬盘服务相关权限三元组及生效范围： 

控制台接口 权限三元组 配置支持 

IAM（资源池/全局） 企业项目（资源组） 

创建云硬盘 evs:volumes:create √ √ 

云硬盘列表获取 evs:volumes:list √ √ 

云硬盘详情获取 evs:volumes:get √ √ 

ecs:cloudServers:list √ √ 

注意 

天翼云支持对用户组/子用户，进行资源池或全局维度的权限授权；同时也支

持在企业项目中，对用户组进行资源组维度的权限授权。部分没有企业项目

属性的接口或资源，授权只能以资源池或全局维度进行。以资源池或全局维

度进行的授权判断，其优先级高于企业项目中的资源组维度授权。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359375#p-91eba7e1dad4ae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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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硬盘续订 evs:volumes:create √ √ 

云硬盘扩容 evs:volumes:extend √ √ 

云硬盘退订 evs:volumes:delete √ √ 

云硬盘挂载（绑

定） 

evs:volumes:attach √ √ 

ecs:cloudServers:list √ √ 

ecs:cloudServers:get √ √ 

云硬盘卸载（解

绑） 

evs:volumes:detach √ √ 

ecs:cloudServers:list √ √ 

ecs:cloudServers:get √ √ 

修改云硬盘类型 evs:volumes:extend √ √ 

创建快照 evs:snapshot:create √ × 

设置自动快照策

略 

evs:snapshot:create √ × 

evs:volumes:create √ 

修改云硬盘名称 evs:volumes:put √ × 

云硬盘转包周期 evs:switchPeriod:create √ √ 

云硬盘到期转按

需 

evs:switchRequired:creat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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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支持 IAM 配置，不支持企业项目配置的操作，例如“创建快照”、“设置自

动快照策略”、“修改云硬盘名称”，若不配置 IAM 权限将默认不具备相应操作权限，

操作将被拦截，对于这种场景，您可在 IAM 中为此操作新增 IAM 权限以解除限制，具

体操作请参考常见问题-权限管理类。 

3.19.2 通过 IAM 用户控制资源访问 

在协同使用资源的场景下，根据实际的职责权限情况，您可以创建多个 IAM 用户

并为其授予不同的权限，实现不同 IAM 子用户可以分权管理不同的资源，从而提高管

理效率，降低信息泄露风险。本文介绍如何创建 IAM 子用户并授予特定权限策略，从

而控制对云硬盘资源的访问。 

操作步骤 

步骤一：创建 IAM 子用户。 

具体操作，请参见统一身份认证 IAM-创建用户。 

步骤二：创建自定义策略 

天翼云提供了访问云硬盘 EVS 资源的系统策略，更多信息，请参见上方的“权限管理”。

如果系统策略不能满足需求，您还可以创建自定义策略，具体操作，请参见统一身份认证

IAM-创建自定义策略。 

策略分为用户可以自行定义的自定义策略，以及预定义在平台录入的系统策略两类。 

细粒度授权策略结构包括策略版本号（Version）及策略授权语句（Statement）列表。 

 策略版本号：Version，标识策略结构的版本号。目前为 1.1。 

 策略授权语句：Statement，包括了基本元素：作用（Effect）和权限集（Action）。 

 作用（Effect）包含两种：允许（Allow）和拒绝（Deny）。 

 授权项（Action）：对资源的具体操作权限，支持单个或多个操作权限。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395822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345725/10355289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345725/10355959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345725/10355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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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脚本配置策略示例一：为 IAM 子用户配置云硬盘查看者权限。 

{ 

    "Version":"1.1", 

    "Statement":[ 

         { 

              "Effect":"Allow", 

              "Action":[ 

                    "evs:volumes:list", 

                    "evs:volumes:get" 

               ], 

               "Resource":[ 

                    "*" 

               ] 

          } 

     ] 

} 

b) 脚本配置策略示例二：为 IAM 子用户配置云硬盘所有操作权限，以及云主机的所有

操作权限。（*代表取所有值） 

{ 

    "Version":"1.1", 

    "State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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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fect":"Allow", 

              "Action":[ 

                    "evs:*:*", 

                    "ecs:*:*" 

               ], 

               "Resource":[ 

                    "*" 

               ] 

          } 

     ] 

} 

步骤三：授权自定义策略 

授予 IAM 用户访问所创建的自定义策略范围中的资源，具体操作，请参见统一身份认

证 IAM-用户组授权、统一身份认证 IAM-基于企业项目完成授权。 

步骤四：授权系统策略 

您也可以直接使用天翼云预置的产品系统策略对 IAM 子用户进行授权。 

3.20 附录 

云硬盘的使用状态具体如下表： 

状态分类 云硬盘状态 操作说明 状态说明 

中 间 状 态 - 资 源

类 

创建云硬盘中 中间状态不支持其

他操作。 

该云硬盘正在创建中。 

挂载中 创建好的云硬盘正在挂载至弹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345725/10355825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345725/10355825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345725/10356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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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分类 云硬盘状态 操作说明 状态说明 

性云主机或物理机中。 

卸载中 

正在将弹性云主机或物理机上

挂载的云硬盘进行卸载。 

删除/退订中 

按需/包年包月购买的云硬盘

正在删除/退订。 

扩容中 

在控制台上为云硬盘增加容

量。 

修改磁盘类型中 

正在修改云硬盘的磁盘类型，

例如：从普通 IO 型修改为高

IO 型。 

快照回滚中 

正在使用云硬盘快照回滚数

据。 

创建备份中 该云硬盘正在创建备份。 

使用备份恢复数据中 

该云硬盘正在从备份恢复数

据。 

从回收站销毁中 

回收站中的云硬盘，正在被销

毁，包含手动销毁与系统自动

销毁。 

非 中 间 状 态 - 资

源类 

已挂载 不支持删除。 

该云硬盘已经挂载至云主机或

物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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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分类 云硬盘状态 操作说明 状态说明 

未挂载 不支持卸载。 

该云硬盘未挂载至云主机或物

理机。 

中 间 状 态 - 计 费

类 

主订单未完成 不支持其他操作。 

购买云硬盘未完成，正在订单

支付。 

非 中 间 状 态 - 计

费类 

未实名认证 

只支持删除/退订、

扩容。 

 

账户未实名认证，导致部分功

能受限。 

已冻结（欠费） 

只支持删除/退订、

从回收站中销毁。 

按需订购的云硬盘，在用户账

户欠费后，云硬盘将进入冻结

期，此时云硬盘状态为“已冻

结”。 

已过期 

只支持续订，若需退

订请提工单处理。 

 

包周期订购的云硬盘到期后，

云硬盘将进入保留期，此时云

硬盘状态为“已过期”。 

异常状态 

Error 

不支持创建快照、创

建备份。 

云硬盘出现错误状态，可通过

提交工单来解决。 

Error_restoring 

不支持创建快照、创

建备份。 

云硬盘从备份恢复时出现错误

状态，可通过提交工单来解决。 

 

云硬盘快照的使用状态具体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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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分类 云硬盘状态 操作说明 状态说明 

中间状态-资源类 

创建中 

中间状态不支持其他

操作。 

该快照正在创建中。 

回滚中 正在使用该快照进行回滚。 

创建云硬盘中 

正在使用该快照创建新的云硬

盘。 

删除中 该快照正在被删除。 

非中间状态-资源

类 

可用 

支持回滚、删除、使用

快照创建新盘。 

 

该快照处于可用状态。 

 

5 云硬盘最佳实践 

5.1 使用 LVM 管理云硬盘 

5.1.1 通过 LVM 管理云硬盘方案概述 

实践概述 
LVM 是 Logical Volume Manager（逻辑卷管理）的简写，它是 Linux 环境下对磁盘分区

进行管理的一种机制，本质上是一个虚拟设备驱动，是在内核中块设备和物理设备之间添加

的一个新的抽象层次，作为一种强大的工具，可以提供灵活的存储管理功能，更易于磁盘空

间的管理，下图是 LVM 的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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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使用 LVM 管理云硬盘会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创建物理卷（Physical Volumes）：将云硬盘分区或整个硬盘设备初始化为物理卷。 

 创建卷组（Volume Group）：将一个或多个物理卷添加到卷组中。 

 创建逻辑卷（Logical Volumes）：从卷组中划分逻辑卷。 

 格式化逻辑卷：使用适当的文件系统格式化逻辑卷。 

 挂载逻辑卷：将格式化的逻辑卷挂载到文件系统中的特定目录。 

通过 LVM 管理云硬盘之后，文件系统不再受限于云硬盘的大小，可以分布在多个云硬盘上，

也可以动态扩容，通常有两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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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组中未分配的空间充足时，直接扩展逻辑卷的容量。 

 卷组中未分配的空间不足时，扩展卷组的容量，再扩展逻辑卷的容量。 

 扩容云硬盘扩展逻辑卷的容量。 

 新增云硬盘扩展逻辑卷的容量。 

操作前准备 
在进行具体操作之前，需要完成以下准备工作：资源规划和资源创建。 

资源规划 

在 LVM 管理云硬盘之前用户需要准备以下资源。 

资源 资源说明 数量 详情链接 

弹 性 云 主

机 

操作系统为“CentOS 7.6 64bit” 1 个 

弹 性 云 主 机 计

费 

弹性 IP 

弹性云主机需要绑定弹性 IP 来下载安装

包 

1 个 弹性 IP 计费 

云硬盘 数据盘：10G 2 个 云硬盘计费 

资源创建 

 创建操作系统镜像为“CentOS 7.6 64bit”的弹性云主机，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弹性

云主机。 

 创建弹性 IP 并将其绑定至已创建的弹性云主机，具体操作请参见购买弹性 IP 以及绑定

云主机实例。 

 购买 2 个容量为 10G 的数据盘，并将其挂载至已购买的弹性云主机，具体操作请参见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30/10028700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30/10028700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53/10027021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59594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30/10028702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30/10028702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53/10027027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53/10219975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53/10219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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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云硬盘以及挂载云硬盘。 

以上资源全部创建成功，即可进入下一步去创建逻辑卷并格式化文件系统。 

术语 
1.物理卷（Physical Volume）物理卷由云硬盘和 LVM 管理参数组成，是 LVM 的基本存储

设备。 

2.卷组（Volume Group）卷组是将所有的物理卷首尾相连，组成的一个在逻辑上连续编址

的大存储池。 

3.逻辑卷（Logical Volume）逻辑卷是卷组按照逻辑进行分区所得到的。 

操作流程 
通过 LVM 管理云硬盘需要您先安装 LVM，然后通过 LVM 创建逻辑卷、在逻辑卷上创建并

挂载文件系统。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8389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8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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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实施步骤 

5.1.2.1 安装 LVM 

操作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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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情况下，弹性云主机系统中并没有安装 LVM，因此需要您手工安装。本章节将帮助您

查询您的弹性云主机是否安装了 LVM 以及如何去安装 LVM。 

本文以云主机的操作系统为“CentOS 7.5 64 位”为例，不同云主机的操作系统的格式化

操作可能不同，本文仅供参考。 

操作步骤 
以下操作步骤中云主机的操作系统为“CentOS 7.6 64bit”，回显仅供参考。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单击“计算>弹性云主机”，进入弹性云主机页面。 

4.单击待操作的弹性云主机所在行的“操作>远程登录”。 

 

5.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入云主机，登录之后如图： 

 

6.安装 LVM 管理工具的第一步首先是确认当前主机中是否已经安装过 LVM 管理工具，您

可以执行命令：rpm -qa | grep lvm2，回显如图： 

 

这样的回显表示当前主机中并未安装 LVM 管理工具。默认情况下，弹性云主机的 LVM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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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具都是未安装状态。 

7.在未安装状态下执行命令 yum install lvm2，使用 yum 安装 LVM 管理工具，并根据提

示信息完成安装。回显如下： 

 

当出现“Complete!”时就说明已经安装成功。 

8.接下来可以再次执行命令 rpm -qa | grep lvm2 来查验此云主机中是否已经安装成功

LVM 管理工具，具体回显信息如下，说明已经成功安装。 

 

5.1.2.2 通过 LVM 创建逻辑卷 

操作场景 
当 LVM 管理工具安装成功之后，用户可以通过 LVM 来创建逻辑卷。通过 LVM 架构图，可

以了解到在这一层需要完成三个步骤： 

 创建物理卷（Physical Volumes）：将云硬盘分区或整个云硬盘设备初始化为物理卷。 

 创建卷组（Volume Group）：将一个或多个物理卷添加到卷组中。 

 创建逻辑卷（Logical Volumes）：从卷组中划分逻辑卷。 

本指导假设您前期已经在操作系统为“CentOS 7.6 64bit”的弹性云主机上挂载了两个大

小为 10GB 的数据盘。 

操作步骤 
1.以 root 用户登录云主机，登录成功之后如图： 

 

2.执行命令 fdisk -l | grep /dev/vd | grep -v vda，查看云主机中的云硬盘并记录设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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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回显如下图所示： 

 

如图所示，当前云主机中已经挂载两个数据盘，分别为/dev/vdb 和/dev/vdc，容量为 10GB。 

3.查看之后，请执行 pvcreate 命令进行物理卷创建的工作，pvcreate 的参数是设备名称。

此处执行命令 pvcreate /dev/vdb /dev/vdc，回显信息如图所示： 

 

如图所示，物理卷/dev/vdb 与物理卷/dev/vdc 已经创建成功。 

4.执行 pvdisplay 命令来验证物理卷/dev/vdb 与物理卷/dev/vdc 的创建信息，具体回显

如图所示： 

 

5.物理卷创建成功，接下来创建卷组，卷组通常使用 vgcreate 命令创建，请执行 vgcreate 

vgdata /dev/vdb /dev/vdc。其中 vgdata 为创建的卷组名，/dev/vdb 、/dev/vdc 为物

理设备名，具体回显信息如下图： 

 

如图，卷组“vgdata”已创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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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执行 vgdisplay 命令验证卷组“vgdata”的具体信息，具体回显如图所示： 

 

7.最后创建逻辑卷，执行命令为：lvcreate -L 15GB -n lvdata vgdata，此命令的格式为：

lvcreate -L 逻辑卷大小 -n 逻辑卷名称 卷组名称，具体回显信息如下图所示： 

 

8.执行 lvdisplay 命令来验证逻辑卷的创建信息，验证是否创建成功，具体回显信息如下图

所示： 

说明 

具体参数说明如下： 

1.逻辑卷大小：该值应小于所创建卷组剩余可用空间，容量单位可以选择“MB”

或“GB”，在此例中创建 15GB 的逻辑卷大小。 

2.逻辑卷名称：可自定义，此处以 lvdata 为例。 

3.卷组名称：已经创建的卷组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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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逻辑卷创建成功。 

5.1.2.3 创建并挂载文件系统 

操作场景 
逻辑卷创建成功之后，需要在创建好的逻辑卷之上创建文件系统并挂载文件系统到相应目录

下。在本文中将尝试在逻辑卷 lvdata 上创建“ext4”文件系统并挂载文件系统到/Data1 路

径下。 

操作步骤 
1.以 root 用户登录云主机，登录成功之后如图： 

 

2.首先创建文件系统，请执行命令 mkfs.ext4 /dev/vgdata/lvdata。其中，ext4 为文件系

统格式，/dev/vgdata/lvdata 为“通过 LVM 创建逻辑卷”步骤中创建的逻辑卷的路径。具

体回显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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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出现“done”时说明文件系统已经创建成功。 

3.请执行命令 mkdir /Data1，在根目录下创建 Data1 待挂载目录，具体操作如下图： 

 

4.使用挂载命令，执行命令 mount /dev/vgdata/lvdata /Data1，将文件系统 lvdata 挂载

到目录/Data1 下，具体操作如下图： 

 

5.执行命令 mount | grep /Data1，查询文件系统挂载信息。具体回显信息如下图： 

 

至此，通过 LVM 管理工具创建逻辑卷并格式化文件系统的操作已全部完成。 

5.1.2.4 使用未分配容量扩展逻辑卷的容量 

操作场景 
当逻辑卷容量不能满足用户需求时，可以扩展逻辑卷的容量。 

本指导假设您前期挂载了两个大小为 10GB 的数据盘，创建了一个卷组，并使用 15GB 创

建了一个逻辑卷，还有 5GB 未分配的空间。此时逻辑卷容量已不能满足您的使用需求，需

要从卷组未分配的容量为逻辑卷扩容 4GB。 

 

操作步骤 

注意 

在进行扩容时，请确保需要扩容的逻辑卷所在的卷组有足够的空闲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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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 root 用户登录弹性云主机。 

 

2.执行 lvextend -L +增加容量 逻辑卷路径，扩展逻辑卷的容量。其中，增加容量的值应小

于组卷剩余可用空间大小，单位可以选择“MB”或“GB”；逻辑卷路径处填写待扩容的逻

辑卷的路径。 

此处执行命令 lvextend -L +4GB /dev/vgdata/lvdata，回显信息如图所示： 

 

此时只是扩展的逻辑卷的容量，在其之上的文件系统也要随之进行扩展才能使用。 

3. 执 行  resize2fs 逻 辑 卷 路 径 ， 扩 展 文 件 系 统 的 容 量 。 此 处 执 行 命 令 resize2fs 

/dev/vgdata/lvdata，回显信息如图所示： 

 

4.执行 df -h 命令，查看文件系统容量是否增加。具体回显如图所示： 

 

可以看到，文件系统“/dev/mapper/vgdata-lvdata”的容量相比之前增加了 4GB。 

5.1.2.5 扩容云硬盘扩展逻辑卷的容量 

操作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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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逻辑卷容量不能满足用户需求时，可以扩展逻辑卷的容量。 

本指导假设您前期挂载了两个大小为 10GB 的数据盘，创建了一个卷组，并使用 19GB 创

建了一个逻辑卷，还有 1GB 未分配的空间。此时逻辑卷容量已不能满足您的使用需求，需

要通过扩容云硬盘的方式来扩展逻辑卷的容量。 

操作步骤 
步骤一：在控制台扩容云硬盘。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选择地域。 

3.单击“存储>云硬盘”，进入云硬盘主页面。 

4.找到待扩容的云硬盘，扩容云硬盘。关于扩容云硬盘的详细操作，请参见扩容云硬盘。 

步骤二：扩展逻辑卷的容量 

1.以 root 用户登录弹性云主机。 

 

2.执行 fdisk -l 命令，查看系统是否正确识别扩容后的磁盘。具体回显如图所示：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9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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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容前/dev/vdb 的容量是 10GB，扩容后为 20GB。 

3.执行 pvdisplay 命令，查看 LVM 的物理卷相关信息。具体回显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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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vdb 的容量是 10GB，说明物理卷容量未增加。 

4.执行 pvresize -v 磁盘设备名，扩容该云硬盘对应的物理卷。此处执行命令 pvresize -v 

/dev/vdb，具体回显如图所示： 

 

说明/dev/vdb 对应的物理卷扩容成功。 

5.如果还需要对现有分区进行扩容，执行 lvextend -l +100%FREE 逻辑卷路径，扩容对应

逻辑卷。 

此处执行命令 lvextend -l +100%FREE /dev/vgdata/lvdata，具体回显如图所示： 

 

6.执行 resize2fs 逻辑卷路径，扩展磁盘分区文件系统的大小。此处执行命令 resize2fs 

/dev/vgdata/lvdata，具体回显如图所示： 

 

7.执行 lvdisplay 命令，查看扩容最终结果。具体回显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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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逻辑卷容量“LV Size”已经增加 10GB。 

5.1.2.6 新增云硬盘扩展逻辑卷的容量 

操作场景 
当 LVM 卷组的空间无法满足用户的需求时，可以通过新创建云硬盘、创建物理卷、将物理

卷添加到卷组中等操作，对 LVM 卷组进行扩容。 

本指导假设您前期挂载了两个大小为 10GB 的数据盘，创建了一个卷组，并使用全部容量创

建了一个逻辑卷。此时逻辑卷容量已不能满足您的使用需求，需要通过在卷组中新增一块大

小为 10GB 的数据盘来扩展卷组的总容量，再为逻辑卷进行扩容。 

操作步骤 
步骤一：在控制台创建云硬盘并挂载。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选择地域。 

3.单击“存储>云硬盘”，进入云硬盘主页面。 

4.点击“创建云硬盘”。关于创建云硬盘的详细操作，请参见创建云硬盘。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8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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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云硬盘列表，找到新创建的云硬盘，单击“挂载”。 

6.选择云硬盘待挂载的弹性云主机，该弹性云主机必须与云硬盘位于同一个可用分区，通过

下拉列表选择“挂载点”。返回云硬盘列表页面，当云硬盘状态为“已挂载”时，表示挂载

至弹性云主机成功。 

步骤二：新增扩展卷组的容量 

1.以 root 用户登录弹性云服务器。 

 

2.执行 vgdisplay 命令，查看系统中当前卷组的容量。具体回显如图所示： 

 

可以看到，当前卷组容量“VG Size”为 19.99 GiB。 

3.执行 fdisk -l | grep /dev/vd | grep -v vda 命令，查看磁盘并记录设备名称。具体回显

如图所示： 

 

可以看到弹性云主机上新挂载的磁盘，设备名称为“/dev/vdd”。 

4.执行 pvcreate 磁盘设备名 命令，将新挂载的磁盘创建为物理卷。此处执行命令 pvcre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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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vdd，具体回显如图所示： 

 

5.执行 vgextend 卷组名称 物理卷名称 命令，添加物理卷到卷组中，对卷组进行扩容。此

处执行命令 vgextend vgdata /dev/vdd，具体回显如图所示： 

 

6.执行 vgdisplay 命令，查看系统中卷组的详细信息。具体回显如图所示： 

 

可以看到，卷组容量“VG Size”已经增加 10GB。 

7.接下来可以使用新增的云硬盘来扩展逻辑卷的容量，具体操作可参见使用未分配容量扩展

逻辑卷的容量。 

5.2 使用云硬盘构建 RAID 磁盘阵列 

实践概述 
RAID 是“冗余磁盘阵列”（Redundant Array of Independent Disks）的缩写，它是一

种将多个独立磁盘组合在一起以提供更好性能和更高数据可靠性的技术。 

RAID 技术通过将数据分散存储在多个磁盘上，以实现数据的冗余备份、并行读写和容错能

力。这种组合磁盘阵列的方法使得整个系统能够提供更高的性能、更好的数据可靠性和可用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511457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51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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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RAID 技术的工作原理基于不同的 RAID 级别，每个级别使用不同的数据分布和冗余策略。

常见的 RAID 级别包括 RAID 0、RAID 1、RAID 5、RAID 6 和 RAID 10 等。每个级别都具

有其独特的优势和特点，可以根据特定的需求进行选择，具体级别介绍可见下表： 

RAID 级别 级别简介 

组建 RAID 阵

列所需的最少

磁盘数量 

RAID 0 

将数据均匀地分散在多个磁盘上，以提高性能和数据

吞吐量，RAID 0 没有冗余功能，如果其中一个磁盘

故障，整个阵列的数据都会丢失。 

两块 

RAID 1 

在多个磁盘上复制数据来提供冗余和容错能力。所有

数据都被完全复制到每个磁盘上，如果一个磁盘故

障，数据仍然可用。但它的容量效率较低，因为需要

使用两倍的存储空间。 

两块 

RAID 5 

将数据和校验信息分布在多个磁盘上来提供性能和

冗余。数据和校验信息交错存储，这样即使其中一个

磁盘故障，通过计算校验信息，可以恢复数据。 

三块 

RAID 6 

将数据和两个校验信息分布在多个磁盘上，即使在两

个磁盘同时故障的情况下，数据也可以被恢复，RAID 

6 对于需要更高容错性和数据保护的环境很有用。 

四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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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D 级别 级别简介 

组建 RAID 阵

列所需的最少

磁盘数量 

RAID 10

（ RAID 

1+0） 

RAID 10 是 RAID 1 和 RAID 0 的组合。它将多个磁

盘分为两组，每组使用 RAID 1 镜像数据，然后使用

RAID 0 来提供性能增益。 

四块 

操作前准备 
本节主要介绍在进行具体操作之前用户需要做的准备工作，包括资源规划与资源创建。 

资源规划 

本实践以操作系统为“CentOS 7.6 64bit”的云主机为例，使用 4 块云硬盘介绍云硬盘构

建 RAID10 磁盘阵列的方法，需要您提前做好资源规划，具体资源如下： 

资源 资源说明 数量 详情链接 

弹 性 云 主

机 

操作系统为“CentOS 7.6 64bit” 1 个 

弹 性 云 主 机 计

费 

弹性 IP 

弹性云主机需要绑定弹性 IP 来下载安装

包 

1 个 弹性 IP 计费 

云硬盘 数据盘：10G 4 个 云硬盘计费 

资源创建 

 创建操作系统镜像为 CentOS 7.6 64bit 的弹性云主机，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弹性云主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30/10028700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30/10028700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53/10027021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59594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30/10028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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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创建弹性 IP 并将其绑定至已创建的弹性云主机，具体操作请参见购买弹性 IP 以及绑定

云主机实例。 

 购买 4 个容量为 10G 的数据盘，并将其挂载至已购买的弹性云主机，具体操作请参见

创建云硬盘以及挂载云硬盘。 

操作步骤 
以下为使用云硬盘构建 RAID 磁盘阵列的操作步骤，共分为以下两步： 

 步骤一：使用 mdadm 工具创建 RAID 阵列 

 步骤二：配置 RAID 阵列开机自启动 

步骤一：使用 mdadm 工具创建 RAID 阵列 

以下操作步骤中云主机的操作系统为“CentOS 7.6 64bit”，回显仅供参考。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单击“计算>弹性云主机”，进入弹性云主机页面。 

4.单击待操作的弹性云主机所在行的“操作>远程登录”。 

 

5.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入云主机，登录之后如图：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30/10028702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53/10027027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53/10219975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53/10219975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8389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8391
https://wwwgray.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8987#p-c2ddab1522440fee
https://wwwgray.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8987#p-03299480e5d6d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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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执行命令 fdisk -l | grep /dev/vd | grep -v vda，查看云主机中的云硬盘并记

录设备名称。回显如下图所示： 

 

如图，此台云主机中挂载了 4 个云硬盘，设备名称分别为/dev/vdb、/dev/vdc、/dev/vdd、

/dev/vde，容量都为 10GB。 

7.执行 yum install mdadm –y 命令，安装 mdadm 工具，具体回显信息如下图： 

 

当出现“complete”字段，说明 mdadm 工具已经安装成功。 

8.使用 mdadm 工具构建 RAID 磁盘阵列，执行命令 mdadm -Cv /dev/md0 -a yes -n 

4 -l 10 /dev/vdb /dev/vdc /dev/vdd /dev/vde。 

该命令格式为：mdadm -Cv RAID 阵列设备名 -a yes -n 磁盘数量 -l RAID 级别 磁盘 1

设备名 磁盘 2 设备名 磁盘 3 设备名 磁盘 4 设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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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显信息如下图： 

 

9.执行命令 mkfs.ext4 /dev/md0，格式化新创建的 RAID 阵列。其中，ext4 为文件系统

格式，/dev/md0 为新创建的 RAID 阵列设备名。具体回显信息如下图所示： 

 

说明 

参数介绍如下： 

RAID 阵列设备名：用户自定义，此处以/dev/md0 为例。 

磁盘数量：组建 RAID 阵列的云硬盘数量，本例中为 4 块。 

RAID 级别：本例为 RAID10。 

磁盘设备名：使用此处填写的所有云硬盘组建 RAID 阵列，不同设备名之间以空格

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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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回显信息出现“done”时，说明新创建的 RAID 阵列已经格式化成功。 

10.执行 mkdir /RAID10 命令，在根目录下创建挂载路径。具体操作及回显信息如下图： 

 

11.挂载 RAID 阵列至/RAID10 目录下，执行命令 mount /dev/md0 /RAID10，具体操作

如图： 

 

12.执行 df -h 命令，可查看 RAID 阵列的挂载结果。具体回显信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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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用户可在此设置云主机系统启动时自动挂载 RAID 阵列。 

执行 vi /etc/fstab 命令，打开“/etc/fstab”配置文件，输入“i”进入编辑模式。用方

向键将光标移至文件末尾，按“Enter”键，在文件的最后一行添加如下配置：/dev/md0 

/RAID10 ext4 defaults 0 0 

 

按“Esc”，退出编辑模式，进入命令模式，输入“:wq!”，按“Enter”，保存设置并退出

vi 编辑器。 

14.执行 mdadm -D /dev/md0 命令，可查看磁盘 RAID 阵列的信息，具体操作及回显信息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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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配置 RAID 阵列开机自启动 

1.以 root 用户登录云主机，登录成功之后如图： 

 

2.执行 mdadm -D --scan >/etc/mdadm.conf 命令，将阵列信息保存至配置文件，并执

行 vi /etc/mdadm.conf 命令打开文件查看文件内容，具体回显信息如下： 

 

3.在已打开的 mdadm.conf 文件中完善新建 RAID 阵列的信息，将光标移至上一步骤保存

信息的首部，按“Enter”键，再使用方向键上移一行，在此空行处添加如下配置： 

DEVICE /dev/vdb /dev/vdc /dev/vdd /dev/vde 

 

4.按“Esc”键，输入“:wq!”，并按“Enter”，保存设置并退出 vi 编辑器。 

5.执行命令 more /etc/mdadm.conf，查看“mdadm.conf”文件是否修改成功。 

 

5.3 解决 Windows 弹性云主机磁盘空间不足的问题 

实践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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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业务数据的增加，弹性云主机实例可能会发生磁盘空间不足的问题，当云主机实例磁盘

空间不足时会导致应用程序无法正常运行，系统性能下降，严重的会有数据丢失的风险。因

此，维护足够的磁盘空间对于保持云主机的正常运行和性能至关重要。 

通常有以下几种方式来解决此类磁盘空间不足的问题： 

 使用磁盘清理工具清理磁盘空间：您可以使用磁盘清理工具来删除临时文件、回收站中

的文件和其他不再需要的文件。 

 卸载不需要的程序：检查云主机上安装的程序和组件，并删除您不再使用的内容。通过

控制面板或应用程序自身提供的卸载功能进行删除。 

 扩展磁盘空间：您可以考虑扩展磁盘空间。具体操作请参见扩容云硬盘。 

本实践将以 Windows 2016 数据中心版弹性云主机为例，介绍两种方式来解决磁盘空间不

足问题，分别是“使用磁盘清理工具清理磁盘空间”和“卸载不需要的程序”，除了这两种

常用方法之外，用户还需要定期监视磁盘空间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来进行日常维护，具体可参

见本文磁盘空间日常维护。 

操作前准备 
在进行具体操作之前，需要完成以下准备工作：资源规划和资源创建。 

资源规划 

本实践以操作系统为 Windows 2016 数据中心版云主机为例，来介绍如何清理 Windows

云主机磁盘空间，需要您提前做好资源规划，具体资源如下： 

资源 资源说明 数量 详情链接 

弹 性 云 主

机 

操作系统为“Windows 2016 数据中心

版” 

1 个 

弹性云主机计

费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9073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30/10028700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30/1002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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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资源说明 数量 详情链接 

弹性 IP 弹性云主机需要绑定弹性 IP 来下载安装包 1 个 弹性 IP 计费 

资源创建 

 创建操作系统镜像为 Windows 2016 数据中心版的弹性云主机，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

弹性云主机。 

 创建弹性 IP 并将其绑定至已创建的弹性云主机，具体操作请参见购买弹性 IP 以及绑定

云主机实例。 

操作步骤 
本文中将介绍两种方式来清理磁盘空间，包括使用磁盘清理工具清理和卸载不需要的程序。 

使用磁盘清理工具清理磁盘空间 

以下操作步骤中云主机的操作系统为“Windows 2016 数据中心版”，回显仅供参考。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单击“计算>弹性云主机”，进入弹性云主机页面。 

4.参考登录 Windows 弹性云主机，远程登录待清理空间的 Windows 弹性云主机实例。 

5.进入弹性云主机之后，单击桌面左下方开始图标。在弹出菜单栏的左侧，选择“Windows

管理工具->磁盘清理”，具体操作如下图：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53/10027021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30/10028702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30/10028702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53/10027027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53/10219975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53/10219975
https://wwwgray.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67981#p-c4cf62a723b22e2f
https://wwwgray.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67981#p-6cb5aa29db811cc2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30/10028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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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进入磁盘清理窗口之前，系统会弹出一个“扫描计算磁盘空间”的窗口来自动计算

可在 C 盘上释放的空间，如下图所示： 

 

7.扫描计算完成之后（此过程需要 3-5 分钟），弹出的窗口为磁盘清理窗口，如下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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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注意 

由于此台云主机实例中仅有一个系统盘，因此驱动器无需选择默认为 C 盘，若

有其他数据盘，在此步骤之前会有驱动器选择的过程，用户可以选择清理 C 盘

或其他磁盘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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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此页面中，“要删除的文件”弹窗中都是可以删除的文件，您可以勾选需要删除的

文件，单击“确定”，此时会弹出“确认删除”对话框，点击“删除文件”，则文件被

永久删除，磁盘空间被清理，点击“取消”，则会取消此删除操作，具体操作如下图： 

 

卸载不需要的程序 

以下操作步骤中云主机的操作系统为“Windows 2016 数据中心版”，回显仅供参考。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单击“计算>弹性云主机”，进入弹性云主机页面。 

4.参考登录 Windows 弹性云主机，远程登录待清理空间的 Windows 弹性云主机实例。 

5.进入弹性云主机之后，单击桌面左下方开始图标。弹出常用程序菜单栏，具体操作如下图：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30/10028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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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菜单栏中选择“Windows Server>控制面板”，进入“所有控制面板项”窗口，如下

图所示： 

 

7.在窗口中，单击选择“程序与功能”，进入“卸载或更改程序”页面，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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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此页面中，选中待卸载的程序，右键单击选择“卸载”，如图所示： 

 

9.选择“卸载”之后，会弹出“确认卸载对话框”，单击“是”，则开始卸载，释放磁盘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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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单击“否”，则取消此次卸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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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解决 Linux 云主机磁盘空间不足的问题 

实践概述 
您是否在使用 Linux 云主机过程中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说明 

磁盘空间与业务性能息息相关，在日常使用中，用户需对磁盘空间进行定期监控与

维护，以下为一些日常使用维护建议： 

 压缩文件：对于占用较大空间的文件，不常用的文件或文件夹，您可以使用文

件压缩工具（如 WinRAR 或 7-Zip）对其进行压缩。这样可以减少文件的大

小，释放磁盘空间。 

 定期清理：实时关注磁盘的使用率，使用清理工具，定期清理临时文件、废弃

文件、冗余文件，来释放磁盘空间。 

 卸载不需要的程序：除了空间不足时进行卸载，不常用的程序在日常使用中就

要进行卸载，避免占用过大空间。 

 移动文件到其他驱动器：如果您有多个磁盘驱动器（如 C:\、D:\等），您可以

将一些文件或文件夹移动到其他驱动器以释放磁盘空间。确保在移动文件之

后更新相关应用程序或系统的路径设置。 

 使用云存储服务：您可以将一些文件存储到云存储中，例如天翼云对象存储，

天翼云弹性文件服务等等，以减少云主机上的磁盘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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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space left on device”表示您的磁盘空间不足，它可以直接导致您的系统崩溃、数

据丢失、应用程序错误以及其他相关问题的发生。 

通常导致磁盘空间不足有以下几个原因： 

 云硬盘订购容量过小，无法满足数据空间需求。用户可根据业务需求进行磁盘扩容，具

体操作请参见扩容云硬盘。 

 磁盘分区空间使用率达到 100%，您可以通过清理不常使用的较大文件或文件夹来进行

空间释放。 

 磁盘存在已删除未释放的僵尸文件，导致空间不足，用户需要准确找到存在的僵尸文件，

并清理掉这些文件。 

 磁盘分区索引节点 Inode 使用率超过 100%，您可以删除掉对 Inode 占用比较高的文

件来清理或者直接选择增加 Inode 节点。 

针对这些导致磁盘空间不足的原因，分别用不同方式进行处理，详情请参见本文具体操作步

骤。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9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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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前准备 
在进行具体操作之前，需要完成以下准备工作：资源规划和资源创建。 

资源规划 

本实践以操作系统为“CentOS 7.6 64bit”的云主机为例，处理 Linux 云主机实例磁盘空

间不足的方法，需要您提前做好资源规划，具体资源如下： 

资源 资源说明 数量 详情链接 

弹 性 云 主

机 

操作系统“CentOS 7.6 64bit” 1 个 

弹 性 云 主 机 计

费 

弹性 IP 

弹性云主机需要绑定弹性 IP 来下载安装

包 

1 个 弹性 IP 计费 

资源创建 

 创建操作系统镜像为“CentOS 7.6 64bit”的弹性云主机，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弹性

云主机。 

 创建弹性 IP 并将其绑定至已创建的弹性云主机，具体操作请参见购买弹性 IP 以及绑定

云主机实例。 

操作步骤 
本文中将分别针对导致磁盘空间不足的三个原因，即“磁盘分区空间使用率高达 100% ”、

“僵尸文件冗余”、“磁盘分区索引节点 Inode 使用率高达 100%”，来分别给出对应的

处理方式。 

清理占用空间较大的文件及目录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30/10028700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30/10028700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53/10027021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30/10028702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30/10028702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53/10027027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53/10219975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53/10219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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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磁盘分区空间使用率高达 100%时，用户可通过清理占用空间较大的文件及目录来达到清

理空间的目的。 

以下操作步骤中云主机的操作系统为“CentOS 7.6 64bit”，回显仅供参考。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单击“计算>弹性云主机”，进入弹性云主机页面。 

4.单击待操作的弹性云主机所在行的“操作>远程登录”。 

 

5.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入云主机，登录之后如图： 

 

6.首先执行命令 df -h，来查看当前云主机的磁盘使用率。 

 

7.用户可以根据“Use%”这一列来确定使用率，从此图中可以看出使用率最高的是

/dev/vda1，使用率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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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用户进入根目录并执行命令 du -sh *查看哪个文件占用磁盘空间比较大，具体操作及回

显信息如下图： 

 

9.从此图中可以看到/usr 目录占据磁盘空间较大。接下来进入到/usr 目录查看哪个目录或

文件占据空间最大，执行命令 du -sh *及回显信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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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以看到当前/usr 路径中/usr/lib 占据空间最大，以此类推，最终根据业务和实际需

求来判断是否需要删除相应文件，可以删除不再使用的文件及目录。 

清理“僵尸文件” 

在主机中可能存在一部分文件，被标注为“deleted”，显示已被删除，但是仍在占据磁盘

空间，且这部分文件不能用常用的查询文件命令查询到，您可以采用以下方法来查询并删除

文件： 

1.以“root”用户登录弹性云主机，登录成功如图： 

 

2.在登录成功的弹性云主机中，首先安装 lsof 工具，lsof 是一个列出当前系统打开文件的工

具，使用 yum install lsof -y 命令来安装，回显信息如下图所示： 

 

从图中可知，此台云主机中系统自带 lsof 工具，可直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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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执行命令 lsof |grep delete | sort -k7 -rn | more 来查看此台云主机中僵尸文

件的空间占用情况，具体操作及回显情况如下图： 

 

4.可以看到在本台云主机中，目前没有“僵尸文件”，当有“僵尸文件”时，需要您将其所

在进程杀掉。您可以通过命令 lsof | grep delete 来显示进程号，并找出其中的”僵尸

文件“进程号，使用 kill <进程号>来结束进程，并释放空间。 

清理 Inode 占用较大空间文件 

当云主机确认磁盘分区空间还没有被用满，也确认没有“僵尸文件”的存在，可以考虑此台

云主机中是否磁盘分区的 Inode 使用率过高，用户可以采用清理 Inode 占用空间较大文件

的方法来处理此问题，具体步骤如下： 

1.以“root”用户登录弹性云主机，登录成功如图： 

 

2.查询 Inode 使用率，执行命令 df -i，回显信息如下图： 

 

3.目前的“IUse%”数值都较小，当您发现您云主机中的“IUse%”值接近 100%需要继续

执行后续操作。 

4.执行命令 for i in /*; do echo $i; find $i | wc -l; done 来分析当前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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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上根目录下的二级目录中都分别有多少个文件，回显信息如下图所示： 

 

上图中，每一级目录下方代表的数字为此目录下的文件数，数字越大说明 Inode 占用越高，

此示例中/usr 目录下的文件数最多。因此，用户可查询/usr 目录中二级目录的文件数，再

次找出文件数最多的目录。以此类推，最终定位出占用 Inode 较大空间的文件及目录，根

据业务需要来确认是否清理来释放空间。 

5.5 云硬盘扩容至大于 2TB，MBR 分区转为 GPT 分区 

实践概述 
当磁盘投入使用之后，在进行云硬盘扩容时，请务必在扩容前检查磁盘的分区形式，具体形

式说明如下： 

分区形式 注意事项 

MBR 分区 容量最大支持 2TB（2048GB），超过 2TB 的部分无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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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形式 注意事项 

GPT 分区 

容量最大支持 18EB（19327352832GB）。云硬盘服务支持的最大

数据盘容量为 32TB（32768GB），即您最大可将数据盘扩容至

32TB。 

MBR 分区需

扩 容 至 2TB

以上 

必须将磁盘分区形式由 MBR 切换成 GPT，期间会中断业务，并且

更换磁盘分区形式时会清除磁盘的原有数据，请在扩容前先对数据

进行备份。 

本文将以操作系统为“CentOS 7.6 64bit”镜像的弹性云主机为例，介绍磁盘扩容至大于

2TB 之后，分区如何转换。 

操作前准备 
本节介绍在具体实践之前，用户需要做的资源规划、资源创建以及注意事项。 

资源规划 

本实践以操作系统为“CentOS 7.6 64bit”的云主机为例，介绍处理 Linux 云主机实例磁

盘空间不足的方法，需要您提前做好资源规划，具体资源如下： 

资源 资源说明 数量 详情链接 

弹 性 云 主

机 

操作系统为“CentOS 7.6 64bit” 1 个 

弹 性 云 主 机 计

费 

云硬盘 数据盘前期 40G，后期扩容至大于 2TB 1 个 云硬盘计费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30/10028700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30/10028700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59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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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资源说明 数量 详情链接 

弹性 IP 

弹性云主机需要绑定弹性 IP 来下载安装

包 

1 个 弹性 IP 计费 

资源创建 

 创建操作系统镜像为“CentOS 7.6 64bit”的弹性云主机，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弹性

云主机。 

 创建弹性 IP 并将其绑定至已创建的弹性云主机，具体操作请参见购买弹性 IP 以及绑定

云主机实例。 

 创建云硬盘，并将其挂载至已创建好的弹性云主机中，初始化磁盘分区，确认云硬盘是

已经完整挂载好的状态，具体要求为：为一个容量为 40G 的数据盘/dev/vdb 新建分区

/dev/vdb1,且将其挂载至/mnt/sdc 目录中。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云硬盘，挂载云硬盘

以及初始化 Linux 数据盘。 

 扩容云硬盘，为创建好的数据盘扩容至大于 2TB，具体操作请参见扩容云硬盘。 

注意事项 

 转换分区需要将原有分区进行替换，通常需要先卸载原有分区，因此会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业务运行，请谨慎操作。 

 转换分区过程中，为防止数据的丢失与异常，请在操作之前先备份数据，若出现误操作

可使用云硬盘快照或云硬盘备份来恢复数据。 

操作步骤 
所有操作步骤都是以操作系统“CentOS 7.6 64bit”弹性云主机为例，回显结果仅供参考。 

数据备份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53/10027021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30/10028702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30/10028702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53/10027027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53/10219975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53/10219975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8389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8391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8391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9851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9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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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分区过程中，为防止数据的丢失与异常，请在操作之前先备份数据，请参见创建云硬盘

快照或创建云硬盘备份。 

若出现误操作可使用云硬盘快照或云硬盘备份来恢复数据，请参见快照回滚或使用备份恢复

云硬盘。 

卸载分区 

1.登录控制中心。 

2.单击控制中心左上角的 ，选择地域，此处我们选择华东 1。 

3.单击“计算>弹性云主机”，进入弹性云主机页面。 

4.单击待操作的弹性云主机所在行的“操作>远程登录”。 

 

5.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入云主机，登录之后如图： 

 

6.执行命令 df -h,来查看当前云主机中磁盘挂载情况。回显信息如图所示：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50784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50784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52/10037456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50802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52/10037446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52/10037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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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看出，在操作前，已经为一个容量为 40G 的数据盘/dev/vdb 新建了分区

/dev/vdb1，且已经挂载至了/mnt/sdc 目录中。 

7.执行命令 fdisk -l，查看分区/dev/vdb1 的分区类型是否为 MBR。回显信息如图所示： 

 

当“System”显示为“Linux”时表示为 MBR 分区，不同操作系统显示略有不同。 

8.执行命令 umount /mnt/sdc 来卸载分区，/mnt/sdc 为挂载点。具体操作如图所示： 

 

9.执行命令 lsblk 查看卸载结果，操作及回显信息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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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以看到，属于/dev/vdb1 的挂载点“MOUNTPOINT”已经为空了。说明分区已

经卸载成功。 

转换分区 

接下来，开始将 MBR 分区转换为 GPT 分区。 

1.执行命令 parted /dev/vdb，并输入“p”，按“Enter”键，查看当前的分区信息。 

 

如图所示，当前磁盘容量为 2190G，是大于 2TB 的。 

2.输入“rm 1”，这里的 1 指的的分区号（number），按“Enter”，删除分区 1。 

3.输入“p”，按“Enter”，查看当前分区信息，可以查看到分区是否已经删除。具体操作

及回显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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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所示，分区已被删除。 

4.输入“mklabel GPT”，按“Enter”，直接使用 GPT 分区来划分分区，会给出一行提示，

确认提示之后，输入“Yes”，按“Enter”，具体回显信息如图所示： 

 

5.输入 “mkpart primary 2048s 100%” ，按“Enter”创建分区。2048 在这里代表磁

盘初始容量，100%代表磁盘截止容量，用户可以根据自身的业务需求来自行规划磁盘分区

的容量和数量。 

 

6.输入“p”，按“Enter”查看当前分区情况，回显信息如下图所示： 

 

注意   

如果此命令行中的磁盘初始容量大于原分区，则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 

如果此命令行中的磁盘截止容量小于原分区，则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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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以看到，新的分区已经替换成功。 

7.输入“q”，按“Enter”，即可退出分区工具 parted。 

挂载分区 

接下来可以挂载分区，继续将/dev/vdb1 挂载至/mnt/sdc。 

执行命令 mount /dev/vdb1 /mnt/sdc，具体回显信息如下图所示： 

 

扩容文件系统 

接下来扩容文件系统，以 ext 文件系统为例： 

执行命令 resize2fs /dev/vdb1，这里的 vdb1 为对应分区。具体操作及回显如下图所

示： 

 

若想要扩容 xfs 文件系统，则使用 xfs_growfs 命令，例如 xfs_growfs /dev/vdb1。 

开机自动挂载 

请参考初始化 Linux 数据盘（fdisk）中的“设置开机自动挂载磁盘”来为此实践设置自动挂

载。 

至此，云硬盘从小于 2TB 扩容至大于 2TB 的分区转换已全部完成。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9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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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在 fstab 文件中配置 UUID 方式自动挂载数据盘 

实践概述 
在 Linux 系统中，如果您需要在云主机系统启动时自动挂载磁盘，不能采用在/etc/fstab

直接指定 /dev/vdb1 的方法，因为云中设备的顺序编码在关闭或者开启云主机过程中

可能发生改变，例如/dev/vdb1 可能会变成/dev/vdb2。推荐使用 UUID 来配置自动挂

载数据盘。磁盘的 UUID（Universally Unique Identifier）是 Linux 系统为磁盘分区提

供的唯一的标识字符串。 

通常情况下，在 fstab 文件中采用配置 UUID 方式自动挂载数据盘的步骤如下： 

 查询磁盘分区信息。 

 修改 fstab 文件。 

 验证配置是否生效。 

操作前准备 
挂载到云主机的云硬盘已经进行分区格式化。具体操作，请参见初始化 Linux 云硬盘。 

资源规划 

在 fstab 文件中采用配置 UUID 方式自动挂载数据盘之前用户需要准备以下资源： 

资源 资源说明 数量 详情链接 

弹 性 云 主

机 

操作系统“CentOS 7.6 64bit” 1 个 

弹 性 云 主 机 计

费 

弹性 IP 弹性云主机需要绑定弹性 IP 来下载安装 1 个 弹性 IP 计费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77456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30/10028700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30/10028700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53/10027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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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资源说明 数量 详情链接 

包 

云硬盘 数据盘：10G 2 个 云硬盘计费 

资源创建 

 创建操作系统镜像为“CentOS 7.6 64bit”的弹性云主机，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弹性

云主机。 

 创建弹性 IP 并将其绑定至已创建的弹性云主机，具体操作请参见购买弹性 IP 以及绑定

云主机实例。 

 购买 2 个容量为 10G 的数据盘，并将其挂载至已购买的弹性云主机，具体操作请

参见创建云硬盘以及挂载云硬盘。 

以上资源全部创建成功，并且云硬盘已经进行了分区格式化后，即可进入下一步去在

fstab 文件中配置 UUID 以实现自动挂载数据盘。 

操作步骤 
在 fstab 文件中配置 UUID 方式自动挂载数据盘，共分为以下三步： 

步骤一：查询磁盘分区信息 

步骤二：配置 fstab 文件 

步骤三：验证配置是否生效 

步骤一：查询磁盘分区信息 

以下操作步骤中云主机的操作系统为“CentOS 7.6 64bit”，回显仅供参考。 

1.执行命令 blkid /dev/vdb1，查询磁盘分区/dev/vdb1 的 UUID 和文件系统类型。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59594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30/10028702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30/10028702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53/10027027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53/10219975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53/10219975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8389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8391
https://wwwgray.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229595#p-2c31d228050bc56b
https://wwwgray.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229595#p-2ba4dc45de5b6e20
https://wwwgray.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229595#p-e4232fc03d1ed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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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显如下： 

 

步骤二：配置 fstab 文件 

1.执行命令 vi /etc/fstab，使用 VI 编辑器打开“fstab”文件。按“i”，进入编辑模

式，将光标移至文件末尾，按“Enter”，添加如下内容如图所示： 

 第一列 UUID=处的内容请输入您在上一步中查询到的 UUID。 

 第二列/mnt/sdc 处内容为挂载位置。 

 第三列 ext4 处内容请输入您在上一步中查询到的文件系统类型。 

 第四列为挂载时使用的参数，一般情况下使用 defaults 参数。 

 第五列表示是否对这个文件系统进行备份。0 表示忽略。1 表示进行备份。 

 第六列表示是否检查文件系统的优先级。0 表示不检查文件系统。若需要检查，根

目录对应的文件系统设置为 1，非根目录对应的其它文件系统设置为 2。 

 

2.按“ESC”后，输入“:wq”，按“Enter”。保存设置并退出编辑器。 

步骤三：验证配置是否生效。 

1.验证自动挂载功能，首先卸载已挂载的分区，执行命令 umount /dev/vdb1，操作如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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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执行命令 mount -a 来重新加载/etc/fstab 文件的所有内容，操作如图所示： 

 

3.执行命令 mount |grep /mnt/sdc 来查询文件系统挂载，操作及回显如图所示： 

 

如果出现图中回显信息，说明自动挂载设置成功。 

5.7 如何测试云硬盘的性能 

实践概述 
天翼云提供的云硬盘根据磁盘类型的不同拥有不同的性能和价格，详细信息请参见磁盘类型

及性能介绍。 

FIO 是对磁盘性能进行压力测试和验证的常用工具，本实践将使用 FIO 工具，介绍云硬盘

性能测试的方法。 

操作前准备 
本节主要介绍在进行具体操作之前用户需要做的准备工作，包括测试前检查、工具安装和

FIO 参数介绍。 

测试前检查 

进行测试前，请首先完成云硬盘的挂载和初始化，操作请参考挂载云硬盘和初始化云硬盘。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62918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62918
https://wwwgray.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381488#p-1e03879ab90bee26
https://wwwgray.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381488#p-160ad37c2d688b61
https://wwwgray.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381488#p-2319ac7941e748cc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8391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8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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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到测试云主机，执行以下命令，查询待测试的磁盘分区是否已经 4KiB 对齐。 

sudo fdisk -lu 

若返回结果中待测试磁盘的 Start 值能被 8 整除即是 4KiB 对齐。下图中的回显表示该磁盘

分区已 4KiB 对齐。 

如 Start 值不能被 8 整除，则表示未 4KiB 对齐，那么请删除原有分区后再继续测试，重新

按照 4KiB 对齐选择初始磁柱编号。 

 

工具安装 

依次执行以下命令，安装 libaio 和测试工具 FIO。 

sudo yum install libaio -y 

sudo yum install libaio-devel -y 

sudo yum install fio –y 

FIO 工具参数介绍 

不同场景的测试公式基本一致，根据不同的测试目标，部分参数会有所不同，如下表所示。 

参数 

  

说明 

注意 

 测试磁盘性能时，建议直接测试裸数据盘（如 /dev/vdb），但有可能会破坏

磁盘上的文件系统结构，请在测试前提前做好数据备份。 

 强烈建议您不要将系统盘或者含有重要数据的数据盘作为测试对象。建议您

在空白的数据盘上测试性能，避免造成数据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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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 指定 direct 模式，默认值为 1。 

值为 1：表示使用 direct I/O，忽略 I/O 缓存，数据直写。 

值为 0：表示不使用 direct I/O。 

numjobs 并发线程数，默认为 1。 

当被测试磁盘性能较高时推荐加大 numjobs 数以增加压力。 

iodepth 测试时的 IO 队列深度。 

队列深度是指每个线程的队列深度，如果有多个线程测试，意味着

每个线程都是此处定义的队列深度。FIO 总的 IO 并发数=iodepth 

* numjobs。 

rw 测试时的读写策略。可选值如下： 

randwrite：随机写 

randread：随机读 

read：顺序读 

write：顺序写 

randrw：混合随机读写 

ioengine 测试时 FIO 选择哪种 I/O 引擎，本实践中选择 libaio。 

bs 每次请求的块大小（block size）。默认值为 4k。 

size 测试文件大小。取值如下： 

带单位的数字，比如 size=10G，表示读/写的数据量为 10G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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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数，比如 size=20%，表示读/写的数据量占该设备总文件

的 20%的空间。 

runtime 测试时间，即 FIO 运行时长。 

如果未配置该参数，则持续将 size 指定的文件大小，以每次 bs 值

为分块大小读/写完。 

time_based 采用的时间模式。 

无需设置该参数值，只要 FIO 基于时间来运行。 

group_reporting 多个 job 并发时，打印整个 group 的统计值。 

filename 测试对象，可以是磁盘设备名称（如/dev/vdb），或文件地址

（如/opt/fiotest/fiotest.txt）。 

name 本次测试任务的名称。 

操作步骤 
以下为常见的云硬盘性能测试命令： 

 测试云硬盘的随机写 IOPS： 

fio -direct=1 -iodepth=32 -rw=randwrite -ioengine=libaio -bs=4k -size=1G -numjobs=4 

-runtime=1000 -group_reporting -filename=/dev/test_device -name=RandWrite_Testing 

注意 

以下命令中，filename 参数指定的设备名为/dev/test_device，请您根据实际情

况 替 换 为 磁 盘 设 备 名 称 （ 如 /dev/vdb ） ， 或 文 件 地 址 （ 如

/opt/fiotest/fiotest.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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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云硬盘的随机读 IOPS： 

fio -direct=1 -iodepth=32 -rw=randread -ioengine=libaio -bs=4k -size=1G -numjobs=4 -

runtime=1000 -group_reporting -filename=/dev/test_device -name=RandRead_Testing 

 测试云硬盘的顺序写吞吐量： 

fio -direct=1 -iodepth=64 -rw=write -ioengine=libaio -bs=1024k -size=1G -numjobs=1 -

runtime=1000 -group_reporting -filename=/dev/test_device -name=Write_Testing 

 测试云硬盘的顺序读吞吐量： 

fio -direct=1 -iodepth=64 -rw=read -ioengine=libaio -bs=1024k -size=1G -numjobs=1 -

runtime=1000 -group_reporting -filename=/dev/test_device -name=Read_Testing 

 测试云硬盘的随机写时延： 

fio -direct=1 -iodepth=1 -rw=randwrite -ioengine=libaio -bs=4k -size=1G -numjobs=1 -

group_reporting -filename=/dev/test_device -name=RandWrite_Latency_Testing 

 测试云硬盘的随机读时延： 

fio -direct=1 -iodepth=1 -rw=randread -ioengine=libaio -bs=4k -size=1G -numjobs=1 -

group_reporting -filename=/dev/test_device -name=RandRead_Latency_Testing 

5.8 如何压测 XSSD 云硬盘的性能 

实践概述 
天翼云新一代 XSSD 云硬盘最大 IOPS 可达 100 万，本文介绍使用 FIO 工具压测 XSSD 云

硬盘 100 万 IOPS 性能的方法。云硬盘的配置和压测条件都会对云硬盘的性能产生重要影

响。您可以按照本文的示例配置 XSSD 云硬盘和测试参数，充分发挥出系统对不同类型 IO

模型的处理能力，压测出 100 万 IOPS 和 200 us 时延的性能指标。 

XSSD 云硬盘规格请参见 X 系列云硬盘。 

操作前准备 
开始测试前，请登录云主机依次执行以下命令，安装 libaio 和测试工具 FIO。FIO 工具的参

数说明请参考如何测试云硬盘的性能。 

sudo yum install libaio -y 

sudo yum install libaio-devel -y 

sudo yum install fio –y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79346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381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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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本文分为三个步骤：创建并配置 XSSD-2 云硬盘、挂载和初始化云硬盘、压测云硬盘。 

步骤一：创建并配置 XSSD-2 云硬盘 

1.登录控制中心，单击“存储>云硬盘”，进入云硬盘主页面。 

2.单击“创建云硬盘”，进入云硬盘创建页面。 

3.在云硬盘创建页面，选择磁盘类型为 XSSD-2，容量选择 2000GB 及以上。 

4.勾选“启用 IOPS”，并按提示将预配置 IOPS 配到最大值。配置完成之后，如下图箭头

处提示云硬盘最大的 IOPS 为 1000000，表示配置正确。 

5.点击下一步，并完成云硬盘的创建。 

 

步骤二：挂载和初始化云硬盘 

进行测试前，请首先完成云硬盘的挂载和初始化，操作请参考挂载云硬盘和初始化云硬盘。 

https://wwwgray.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455084#p-1b5020bd71da10cd
https://wwwgray.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455084#p-14e1e07a6a6f7a6b
https://wwwgray.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455084#p-d7c436f7355b973e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8391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8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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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测试的是磁盘分区，则登录到测试云主机，执行以下命令，查询待测试的磁盘分区是否已

经 4KiB 对齐。 

sudo fdisk -lu 

若返回结果中待测试磁盘的 Start 值能被 8 整除即是 4KiB 对齐。下图中的回显表示该磁盘

分区已 4KiB 对齐。 

如 Start 值不能被 8 整除，则表示未 4KiB 对齐，那么请删除原有分区后再继续测试，重新

按照 4KiB 对齐选择初始磁柱编号。 

 

步骤三：压测云硬盘 

以下为压测 XSSD 云硬盘性能的测试命令。 

注意 

 挂载云主机请选择 vCPU 数量至少为 96 的 c8 或 m8 云主机实例，否则会由

于云主机能力的限制，而无法压测出 100 万 IOPS 的磁盘性能。 

 测试磁盘性能时，建议直接测试裸数据盘（如 /dev/nvme0n1），但有可能

会破坏磁盘上的文件系统结构，请在测试前提前做好数据备份。 

 强烈建议您不要将系统盘或者含有重要数据的数据盘作为测试对象。建议您

在空白的数据盘上测试性能，避免造成数据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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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云硬盘的随机写 IOPS 

fio -direct=1 -numjobs=32 -iodepth=32 -rw=randwrite -ioengine=libaio -bs=4k -size=100%  

-runtime=600 -time_based -group_reporting -filename=/dev/test_device -

name=RandWrite_Testing 

测试结果如图所示： 

 

 测试云硬盘的随机读 IOPS 

fio -direct=1 -iodepth=32 -rw=randread -ioengine=libaio -bs=4k -size=1G -numjobs=4 -

runtime=1000 -group_reporting -filename=/dev/test_device -name=RandRead_Testing 

测试结果如图所示： 

注意 

以下命令中，filename 参数指定的设备名为/dev/test_device，请您根据实际情

况 替 换 为 磁 盘 设 备 名 称 （ 如 /dev/nvme0n1 ） ， 或 文 件 地 址 （ 如

/opt/fiotest/fiotest.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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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云硬盘的随机写时延 

fio -direct=1 -numjobs=1 -iodepth=1 -rw=randwrite -ioengine=libaio -bs=4k -size=100%  

-runtime=600 -time_based -group_reporting -filename=/dev/test_device -

name=RandWrite_Latency_Testing 

测试结果如图所示： 

 

 测试云硬盘的随机读时延 

fio -direct=1 -numjobs=1 -iodepth=1 -rw=randwrite -ioengine=libaio -bs=4k -size=100%  

-runtime=600 -time_based -group_reporting -filename=/dev/test_device -

name=RandWrite_Latency_Testing 

测试结果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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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如何在操作系统中修改磁盘的 UUID 

实践概述 
使用快照创建云硬盘后，如果您将新创建的云硬盘挂载到源云硬盘所挂载的云主机，此时新

创建的云硬盘的 UUID 和源云硬盘的 UUID 会完全相同，导致 UUID 冲突，存在以下问题： 

 如果您使用系统盘快照创建一个新云硬盘，挂载到原 Linux 实例。Linux 可能不是从系

统盘启动，而是从新挂载的数据盘启动。 

 如果您的云硬盘使用 xfs 文件系统，会因为 UUID 冲突禁止挂载（mount），提示

“mount: wrong fs type, bad option, bad superblock on /dev/vdd1,”。 

因此，当新创建的云硬盘的 UUID 和源云硬盘的 UUID 一样时，需要登录云主机修改新云

硬盘的 UUID，再执行挂载（mount）操作。关于如何修改云硬盘的 UUID，您可以先通过

blkid 命令查询文件系统类型，然后根据查询结果选择合适的操作。 

 如果查询结果为 TYPE="ext4"、TYPE="ext3"或 TYPE="ext2"，具体操作，请参见修

改 ext2/ext3/ext4 文件系统的 UUID。 

 如果查询结果为 TYPE="xfs"，具体操作，请参见修改 xfs 文件系统的 U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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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前准备 
 使用快照创建一个新云硬盘的具体操作可参考从快照创建云硬盘。 

 修改云硬盘 UUID 前，需要确保已初始化数据盘并已创建文件系统，具体操作可参考初

始化 Linux 数据盘（fdisk）。 

修改 ext2/ext3/ext4 文件系统的 UUID 

1.远程登录云主机实例，具体操作可参考登录 Linux 弹性云主机。 

2.运行以下命令，查询云硬盘的 UUID。 

blkid 

查询结果如下所示，此时通过快照新创建云硬盘的 UUID 和源云硬盘一样： 

 

3.运行一下命令，检查文件系统。 

e2fsck -f /dev/vdc1 

 

4.运行以下命令，为云硬盘生成新的 UUID。 

uuidgen | xargs tune2fs /dev/vdc1 -U 

说明 

本示例以/dev/vdc1 为例，您需要根据自己的设备名修改相关命令。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50804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9851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9851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30/10028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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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运行以下命令，查看是否已经修改 UUID。 

blkid 

查询结果如下，表示已经修改/dev/vdc1 的 UUID： 

 

6.运行以下命令挂载（mount）云硬盘。 

mount /dev/vdc1 /mnt 

 

7.配置/etc/fstab 文件，开机自动挂载新云硬盘。具体操作请参考在 fstab 文件中配置 UUID

方式自动挂载数据盘。 

修改 xfs 文件系统的 UUID 

说明 

本示例以/dev/vdc1 为例，您需要根据自己的设备名修改相关命令。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229595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229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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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远程登录云主机实例，具体操作可参考登录 Linux 弹性云主机。 

2.运行以下命令，查询云硬盘的 UUID。 

blkid 

查询结果如下所示，此时通过快照新创建云硬盘的 UUID 和源云硬盘一样： 

 

3.运行以下命令为云硬盘生成新的 UUID。 

xfs_admin -U generate /dev/vde1 

 

4.运行以下命令，查看是否已经修改 UUID。 

blkid 

 

5.运行以下命令挂载（mount）云硬盘。 

mount /dev/vde1 /mnt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30/10028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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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配置/etc/fstab 文件，开机自动挂载新云硬盘。具体操作请参考在 fstab 文件中配置 UUID

方式自动挂载数据盘。 

6 云硬盘常见问题 

6.1 通用类 

云硬盘是网盘吗？ 

不是。 

云硬盘通常需要挂载至弹性云主机与物理机上使用，与网盘不同，无法单独存储数据。 

多台云主机间数据共享推荐使用弹性文件服务，跨地域跨可用区的数据共享推荐使用对

象存储。 

新创建的云硬盘怎么使用？ 

新创建的云硬盘不能单独使用，必须挂载至弹性云主机或者物理机上使用。 

新创建的云硬盘需要首先在控制台上挂载，接着登录至弹性云主机或物理机执行初始化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229595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229595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350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35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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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后，才能使用。参考操作请参见： 

挂载云硬盘 

初始化云硬盘 

云硬盘可以单独使用吗？ 

云硬盘不可以单独使用。 

云硬盘作为块存储设备，不管是用作系统盘还是用作数据盘，在使用时都必须挂载至弹

性云主机或者物理机上才能进行数据存储。 

系统盘可以单独购买吗？ 

对于系统盘，天翼云会根据用户创建弹性云主机时选择的操作系统自动创建系统盘，用

户无需单独购买。 

对于数据盘，用户可以单独购买，或者创建弹性云主机时直接为其添加多块数据盘，具

体操作请创建云硬盘和创建弹性云主机。 

系统盘和数据盘有什么不同？ 

系统盘：云主机中用于安装操作系统、存放系统配置文件的云硬盘。类似于个人传统 PC

中的 C 盘。用户在购买云主机时，必须同时购买系统盘，购买成功后，系统盘会自动挂

载至云主机。系统盘的最大容量为 2048GB。 

数据盘：在云主机与物理机中存放数据的云硬盘，类似于个人传统 PC 中的 D 盘、E 盘、

F 盘。数据盘有两种购买方式，一种是在购买云主机时购买，此时数据盘将会自动挂载

至云主机。第二种购买方式为在云硬盘管理控制台单独购买，单独购买之后用户需要将

云硬盘手动挂载至云主机。数据盘的最大容量为 32TB（32768 GB）。 

用户可根据实际的业务需求与成本预算来决定系统盘的具体容量以及是否购买数据盘。

当云主机承载业务数据量较小，且系统盘可以满足需求，则可以不购买数据盘，若数据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8391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9849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8389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30/10028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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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比较大，建议您购买数据盘。 

单块云硬盘的最大容量是多少？ 

系统盘的最大容量是 2TB（2048 GB）。 

X 系列数据盘的最大容量是 64TB（65536GB），除 X 系列外数据盘的最大容量是 32TB

（32768 GB）。 

创建云硬盘时不可超过单块云硬盘的最大容量，若您需要更多存储容量，还可通过单台

弹性云主机上挂载多块云硬盘的方式扩展存储空间。 

如何查看已订购云硬盘的详细信息？ 

您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来查看已订购云硬盘的详细信息： 

 通过云硬盘管理控制台查看 

 通过弹性云主机管理控制台查看 

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考查看云硬盘详细信息。 

X 系列云硬盘的性能如何计算？ 

云硬盘的单盘性能 = 基础性能 + 预配置性能。其中，基础性能根据基础 IOPS 计算公

式得到，预配置性能为用户自定义。基础 IOPS 计算公式请参考 X 系列云硬盘产品规格。 

以 XSSD-2 云硬盘为例，假设用户订购了 100GB 的 XSSD-2 云硬盘，并预配置了 1000

个 IOPS，那么这块 XSSD-2 云硬盘的最大 IOPS 为：（3000+50×100）+1000 = 9000。

其中，基础性能为 3000+50×100=8000，预配置 IOPS 为 1000。 

如何才能配置出具有 100 万 IOPS 的 X 系列云硬盘？ 

首先，选择 XSSD-2 规格，容量配置为 2000GB 及以上。 

其次，启用预配置 IOPS，并按提示将 IOPS 值配置到最大。 

这样配置出来的云硬盘的最大 IOPS 就是 100 万了。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69193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79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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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预配置 IOPS 是否需要用户具有按量付费权限？ 

是的，预配置 IOPS 需要按量付费权限。 

如果用户没有按量付费权限，在订购时会收到类似这样的提示：“当前账号余额不足

100 元或不支持按量付费功能，请确认后，重新购买”。那么请申请按量付费权限，并

保持余额充足，再重新订购云硬盘。 

如何把非共享盘变更为共享盘？ 

购买成功后是不允许更改共享盘属性的。 

若有共享盘需求，请重新购买云硬盘，在创建页面中配置参数时勾选“共享盘”属性，

即可拥有共享盘。 

云硬盘在创建后磁盘类型可以变更吗？ 

可以。 

天翼云支持修改云硬盘类型，但是有以下限制条件： 

 当前仅支持以下两种磁盘类型变更路径： 

源云硬盘类型 支持修改的目标云硬盘类型 

普通 IO 高 IO 

通用型 SSD 超高 IO 

 仅数据盘支持修改磁盘类型，系统盘无法修改磁盘类型。 

 和云主机一起订购的云硬盘不支持修改磁盘类型。 

 变更云硬盘磁盘类型的过程中，对云硬盘的操作有如下限制： 

 不支持取消修改 

 不支持创建云硬盘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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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支持创建云硬盘备份 

 不支持扩容 

 不支持快照回滚 

 不支持挂载和卸载 

 不支持修改计费模式（按需和包周期互转） 

 不支持续订、退订和删除 

可以变更已订购云硬盘的可用区吗？ 

不可以。当云硬盘订购成功后，不支持变更可用区。云硬盘需要与所挂载的云主机位于

同一可用区。 

如订购时选错了可用区，只能退订或者删除后重新购买。因此，请在订购时谨慎选择可

用区。 

如何监控云硬盘使用情况？ 

用户可以通过云监控来监控云硬盘的使用情况，具体操作可参考查看云硬盘监控数据。

以下为可查看的监控指标： 

监控指标 指标说明 

测量对

象 

磁盘读速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每秒从测量对象读出的数据量。单位：KB/s 云硬盘 

磁盘写速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每秒写到测量对象的数据量。单位：KB/s 云硬盘 

磁盘读请求

速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每秒从测量对象读取数据的请求次数。单位：IOPS 云硬盘 

磁盘写请求该指标用于统计每秒到测量对象写入数据的请求次数。单位：IOPS 云硬盘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9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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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指标 指标说明 

测量对

象 

速率 

平均写操作

大小 

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象在测量周期内平均每个写 IO 操作传输的

字节数。单位：KByte/op 

云硬盘 

平均读操作

大小 

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象在测量周期内平均每个读 IO 操作传输的

字节数。单位：KByte/op 

云硬盘 

平均写操作

耗时 

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象在测量周期内平均每个写 IO 的操作时长。

单位：ms/op 

云硬盘 

平均读操作

耗时 

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象在测量周期内平均每个读 IO 的操作时长。

单位：ms/op 

云硬盘 

如何提升云硬盘的性能？ 

用户可以通过 LVM 管理云硬盘以及为云硬盘构建 RAID 磁盘阵列来提升云硬盘的性能。 

详情请参见： 

通过 LVM 创建逻辑卷，并格式化文件系统 

使用云硬盘构建 RAID 磁盘阵列 

数据盘容量是否可与系统盘容量合并？ 

不支持合并。 

您可以通过扩容云硬盘来扩展数据盘或系统盘的容量大小，以增加存储空间。 

MBR 和 GPT 分区形式有什么不同？ 

MBR（Master Boot Record 主引导记录）和 GPT（Globally Unique Identifier Partition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8729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8987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9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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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GUID 分区表）是两种不同的磁盘分区形式，选择哪种分区形式取决于磁盘的容

量，具体的区别如下表： 

分 区

方式 

支持最大磁盘容量 支持分区数量 分区工具 

MBR 2TB 

4 个主分区 

3 个主分区和 1 个

扩展分区 

Linux 操作系统：fdisk 工具

或 parted 工具 

GPT 

18EB（目前云硬盘支持的最大

容量为 32TB） 

不限制分区数量 

Linux 操作系统：parted 工

具 

云硬盘格式化后还能恢复数据吗？ 

不能。云硬盘格式化后无法再恢复数据。 

建议您在格式化前先创建云硬盘快照，以备份未格式化前的云硬盘数据，在您有需要时

可通过快照回滚操作恢复数据。 

如何使用多块云硬盘构建 RAID 组？ 

天翼云支持使用多块云硬盘来构建 RAID 组，以提供更高的性能、更好的数据可靠性和

可用性。 

具体操作请参考使用云硬盘构建 RAID 磁盘阵列。 

购买或扩容云硬盘资源提示售罄怎么办？ 

每个区域有多个可用区，如果当前可用区资源售罄，建议您更换其他可用区购买。 

如仅有一个可用区，您可以通过提交工单，申请处理。 

如何通过云监控实时了解云硬盘状态变化？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50784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50802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8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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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硬盘监控提供自定义告警规则和告警通知功能，支持对云硬盘添加告警并在告警规

则中开启消息通知服务。当云硬盘的状态变化触发告警规则设置的阈值时，系统会通

过邮件实时通知您，让您能够实时掌握云硬盘运行状态变化。具体操作请参考告警规

则。 

告警通知邮件中包括告警名称、资源池名称、告警触发时间、监控对象、监控指标、

告警数据值。其中监控对象展示的是磁盘 ID，仅展示前 20 位字符，您仍可以通过该

20 位磁盘 ID 定位到具体的磁盘。 

为什么在不同 AZ 下测试相同规格磁盘性能，或相同 AZ 不同时间点测试相同规格磁盘

性能，测试结果会存在差异？ 

磁盘性能与测试时刻的存储集群节点数、存储集群容量利用率、业务并发量、网络带

宽负载等诸多因素相关，因这些因素动态变化，在满足云硬盘宣称性能规格的情况

下，测试结果出现波动属于正常情况。 

6.2 计费类 

云硬盘支持哪些计费模式？ 

云硬盘提供两种计费模式供用户选择，包年包月计费与按需计费。 

您可以根据您的成本预算与业务需求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计费方式。 

具体请参见云硬盘计费说明。 

同一块云硬盘是否同时支持两种计费方式？ 

不支持。 

一块云硬盘在一段时间内只能选择一种计费方式，无法同时选择按需与包年包月两种计

费方式。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32263/10032351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32263/10032351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59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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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通过转换计费模式的功能实现计费模式的转换。 

 包周期资源未到期时可以申请变更为按需，但包周期结束后按需计费模式才生效。 

 按需资源可以随时申请变更为包周期，包周期生效时会结束按需计费。 

云硬盘是否支持退款？ 

云硬盘支持两种计费模式，一种是按需计费，一种是包年包月计费。 

按需计费模式不支持退款，按需计费是一种先使用后付费的模式，在删除云硬盘之后停

止计费。 

包年/包月计费模式支持退订退款操作。 

云硬盘支持计费模式转换吗？ 

云硬盘支持计费模式的转换，包括按需转包年包月与包年包月转按需。 

需要注意的是包周期资源未到期可以申请变更为按需，但包周期结束后按需计费模式才

生效。成套购买的资源将在一次转换操作中全部转为按需计费。 

具体操作步骤您可参见转换计费模式。 

云硬盘购买后不使用会计费吗？ 

会计费。 

云硬盘自创建之后就开始计费，即使不挂载至任何云主机或物理机，也需要为其付费，

直至将其退订或删除。因此，为降低资源使用成本，请按照自身实际需求来谨慎开通资

源。 

回收站中的云硬盘是否收费？ 

回收站中的云硬盘会收费。 

云硬盘回收站根据放入回收站中的云硬盘类型、容量和保留时长按需计费。 

放入回收站的云硬盘收费价格与云硬盘按需价格一致，请参考云硬盘计费。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59678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59678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8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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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使用云硬盘后，如何停止云硬盘的计费？ 

按需计费云硬盘：删除云硬盘后，将不会再对该云硬盘收取费用。具体操作请参见删除

按需云硬盘。 

包年/包月计费云硬盘：您无法直接删除该云硬盘，但是可以根据需要退订该云硬盘。具

体操作请参见退订包年/包月数据盘。 

6.3 挂载和卸载类 

怎样为云主机增加数据盘？ 

为云主机增加数据盘有以下两种方式。 

 在购买云主机的同时购买数据盘，这种情况下数据盘会自动挂载给云主机。 

 在云硬盘控制台中创建云硬盘，然后将其挂载至云主机。用户可在云主机详情页面

的云硬盘页签中进行云硬盘挂载，也可以在云硬盘列表中选择云主机进行挂载。详

情请参见创建云硬盘以及挂载云硬盘。 

不同磁盘类型的云硬盘可以挂载至同一台云主机吗？ 

可以。 

一台云主机默认情况下最多可以挂载 9 块云硬盘（1 块系统盘+8 块数据盘）。如需挂

载超过 9 块云硬盘，请联系天翼云客服提交工单处理，处理后最多可挂载 23 块云硬盘。 

挂载至同一台云主机的云硬盘支持多种磁盘类型。但是云硬盘和云主机需位于同一地域

内的同一可用区。 

一块云硬盘可以挂载至多台云主机上吗？ 

可以。 

当云硬盘作为数据盘时，用户可以为云硬盘开启共享盘配置。共享盘可以同时挂载至多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8569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8569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69236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8389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8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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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云主机。具体操作请参见管理共享云硬盘。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共享盘必须在集群管理环境中使用，直接将共享盘挂载至多台云

主机无法实现共享功能，且存在数据被覆盖的风险。多台云主机间数据共享推荐使用弹

性文件服务，跨地域跨可用区的数据共享推荐使用对象存储。 

一台云主机最多可以挂载几块云硬盘？ 

默认可以挂载 9 块云硬盘（1 块系统盘+8 块数据盘）。如需挂载超过 9 块云硬盘，请

联系天翼云客服提交工单扩大配额，处理后最多可挂载 23 块云硬盘。 

新创建的数据盘在挂载至云主机后，还不能直接存储数据，您需要为这块数据盘创建分

区、格式化等初始化操作后才可以正常使用。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考初始化数据盘。 

云硬盘是否支持跨地域或跨可用区挂载？ 

不支持。 

云硬盘当前不支持跨地域或跨可用区挂载，仅支持挂载至同一地域同一可用区的云主机

或物理机。 

如果您的云硬盘和云主机不在同一可用区，建议如下： 

 若云硬盘无数据或不再需要盘内数据。删除或退订云硬盘，然后重新购买与云主机

同一可用区内的云硬盘即可。退订云硬盘的操作步骤请参见退订包年/包月数据盘-

云硬盘。 

 若需要保留云硬盘内的数据。可以通过为云硬盘创建云硬盘备份，再使用备份创建

新的云硬盘，在配置云硬盘信息时，选择云主机所在可用区即可。注意云硬盘备份

只支持跨可用区，不支持跨地域，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云硬盘备份和根据备份创建

新云硬盘。 

为什么挂载云硬盘时找不到我想要挂载的云主机实例？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69675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350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350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35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8394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69236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69236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00020/10018160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00020/10000688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00020/10000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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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确保您的云主机实例没有被释放，并且实例和云硬盘处于同一个地域的同一个可用区。 

此外，需注意挂载的盘和云主机满足以下前置条件： 

 一台云主机默认情况下最多可以挂载 9 块云硬盘（1 块系统盘+8 块数据盘）。如

需挂载超过 9 块云硬盘，请联系天翼云客服提交工单处理，处理后最多可挂载 23

块云硬盘。 

 极速型 SSD 云硬盘仅支持挂载至 vCPU 数量至少为 16 且为 6 代以上的通用计算

增强型和内存优化型云主机，并且一台云主机最多只允许挂载 3 块极速型 SSD 云

硬盘。 

 当云硬盘为非共享盘时，只能挂载到一台云主机上。 

 当云硬盘为共享盘时，支持同时挂载最多 16 台云主机。 

随云主机一起购买的云硬盘，可以挂载至其它云主机吗？ 

不可以。 

随云主机购买的云硬盘，和原云主机属于同一订单，无法挂载至其他云主机。 

若您需要挂载至其他云主机，建议如下： 

您可为云硬盘创建一个快照，再使用快照创建新的数据盘，新的数据盘将具有和源云硬

盘相同的数据，您可将新盘挂载至其他云主机上。具体操作请参见从快照创建云硬盘。 

共享云硬盘可以挂载至不同操作系统的云主机吗？ 

一块共享云硬盘不建议同时挂载至不同类型操作系统的云主机上使用。直接将共享云硬

盘挂载给不同操作系统的多台云主机是无法实现文件共享功能的，原因是云主机之间没

有相互约定读写数据的规则，这会导致这些云主机读写数据时相互干扰或者出现其他不

可预知的错误，例如损坏丢失文件或读写不一致等问题。 

跨操作系统数据共享推荐使用弹性文件服务。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50804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350


 

386 

 

共享云硬盘可以挂载至不同账号的多台云主机吗？ 

不可以。 

共享云硬盘只能挂载至同一个账号下位于同一地域和同一可用区的云主机。 

建议将共享云硬盘挂载至位于同一个反亲和性的云主机组内，从而来提高业务的可靠性。

此外，建议配合使用 SCSI 锁，即将 SCSI 类型的共享云硬盘挂载到位于同一个反亲和性

的云主机组内，以提升业务数据的安全性。 

使用共享云硬盘必须搭建集群吗？ 

是的。 

共享云硬盘必须在集群管理环境中使用，这是由共享云硬盘的使用原理以及用户需求共

同决定的。 

直接将共享云硬盘挂载给多台云主机或物理机是无法实现文件共享功能的，原因是云主

机之间没有相互约定读写数据的规则，这会导致这些云主机读写数据时相互干扰或者出

现其他不可预知的错误，例如损坏丢失文件或读写不一致等问题。 

共享云硬盘本身并不具备集群管理能力，因此需要自行搭建集群系统来实现数据共享，

如企业应用中常见的 Windows MSCS 集群、Veritas VCS 集群和 CFS 集群等。 

极速型 SSD 云硬盘可以挂载至哪些云主机实例？ 

极速型 SSD 挂载至云主机的约束限制包括： 

 极速型 SSD 云硬盘仅支持挂载至 vCPU 数量至少为 16 且为 6 代以上的通用计算

增强型和内存优化型云主机。 

 一台云主机只允许挂载最多 3 块极速型 SSD 云硬盘。 

 挂载的云主机需要与此极速型 SSD 云硬盘在同一个地域或同一可用区。 

数据盘可以在云主机退订或删除时保留，并在之后挂载给其他云主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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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数据盘是随云主机一起订购的，则不能单独卸载并保留。 

如果数据盘是单独订购并挂载给云主机的，那么在云主机被退订或删除时，云硬盘会被

自动卸载，云硬盘和数据仍然保留。该云硬盘在之后可以挂载至同一地域同一可用区的

其他云主机。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该云硬盘在重新挂载后需要继续使用原有的数据，则

不能做初始化的操作，否则原有数据会被清空。 

Linux 系统的云硬盘挂载至 Windows 系统后需如何处理？ 

不建议将 Linux 系统云主机上的云硬盘卸载后，重新挂载至 Windows 系统云主机，也

不建议将 Windows 系统云主机上的云硬盘重新挂载至 Linux 系统云主机。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文件系统的格式不一致，可能导致磁盘无法正确显示。如果磁盘无

法显示，可以重新进行磁盘初始化和分区的操作。磁盘格式化会造成数据丢失，请提前

对云硬盘创建备份，避免数据丢失。 

随云主机一起购买的数据盘可以卸载吗？ 

不可以。 

数据盘可分为随云主机一起订购和单独创建的数据盘，两种数据盘卸载操作有所不同。

随云主机一起订购的数据盘不支持单独卸载；单独创建的数据盘支持手动挂载/卸载至

某云主机。 

此外，在云主机删除/退订时，随云主机一起订购的数据盘将被同时删除/退订；而挂载

在其上的单独创建的数据盘将会被自动卸载，如果不再需要可在自动卸载后手动删除/

退订该云硬盘。 

卸载云硬盘时数据会丢失吗？ 

卸载云硬盘不会导致数据丢失，但也分为几种情况。 

 卸载非加密云硬盘，数据不会丢失，卸载下来的数据盘还可以重新挂载。卸载云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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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流程请参见卸载云硬盘。 

 卸载加密云硬盘，当用户主密钥正常可用时，数据是不会丢失的。 

 卸载加密云硬盘，若用户主密钥被禁用或要删除时，可能会造成部分数据丢失。主

密钥被禁用或要删除状态下是无法支持长期正常读写的，可能在此过程中造成数据

的丢失，同时这样状态下的云硬盘卸载后是无法正常重新挂载的。因此用户在卸载

前需要谨慎应对密钥状态，密钥状态异常时请勿直接卸载，可恢复其状态后再卸载。 

 卸载已挂载到 Windows 云主机的云硬盘前，请确保没有程序正在对该云硬盘进行

读写操作。否则，有可能造成数据丢失或卸载失败。 

 卸载已挂载到 Linux 云主机的云硬盘前，请先登录云主机，执行 umount 命令，并

确保没有程序正在对该云硬盘进行读写操作。否则，有可能造成数据丢失或卸载失

败。 

为什么无法卸载云硬盘？ 

系统盘和随云主机一起订购的数据盘是无法卸载的，单独订购的数据盘可以卸载。 

当卸载数据盘时，支持离线卸载或在线卸载，即可在挂载该数据盘的云主机处于“运行

中”或“关机”状态时进行卸载。 

开机状态下卸载云硬盘后无法再挂载，如何处理？ 

开机状态下卸载云硬盘，有一定概率出现设备名（例如/dev/vda）残留，导致无法再次

挂载该云硬盘。 

您可以尝试在控制台上执行关机，再重新启动该云主机以解决此问题。若仍无法挂载云

硬盘，请提交工单处理。 

4.4 扩容类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8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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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容云硬盘和创建一块新的云硬盘有什么区别？ 

当云主机上的云硬盘空间不足时，两个操作均可以实现扩展云硬盘空间的目的。两者区

别如下，您可以根据业务需求进行选择。 

 扩容云硬盘是指扩大已有云硬盘的容量，扩容后需要为原云硬盘扩展磁盘分区和文

件系统。 

 创建一块新的云硬盘并挂载至云主机，该云硬盘与原云硬盘只是挂载在同一台云主

机上，两者没有直接联系。 

云硬盘支持缩容或临时扩容吗？ 

不支持。 

云硬盘支持扩容，系统盘和数据盘均支持，系统盘最大可扩容至 2048GB，数据盘可扩

容至 32TB。但云硬盘不支持缩容与临时扩容。 

云硬盘扩容后数据是否会丢失？ 

扩容系统盘和数据盘时都不会清空数据。但是扩容时误操作可能会导致数据异常，所以

请谨慎操作，建议扩容前对数据进行备份。您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进行数据备份。 

 使用云硬盘备份功能，具体请参见云硬盘备份。 

 使用云硬盘快照功能，具体请参见创建云硬盘快照。 

为什么扩容后云主机内云硬盘容量没有变化？ 

通过控制台扩容成功后，只是扩大了云硬盘的存储容量，您还需要登录云主机执行扩展

分区和文件系统的操作。完成这些操作后，您才可以使用新增容量。 

扩展磁盘分区和文件系统的操作请参见： 

扩展磁盘分区和文件系统（Windows） 

分区和文件系统扩展概述（Linux）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52/10037428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50784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69344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79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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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硬盘容量不足了怎么办？ 

当您云硬盘容量不足且可能影响到自身业务时，可以参考以下内容来解决此问题： 

 单独购买一块云硬盘做数据盘，并挂载至弹性云主机，挂载成功之后进行初始化。

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见创建云硬盘。 

 扩容当前已有云硬盘，系统盘和数据盘均可进行扩容。操作步骤请参见扩容云硬盘。 

 清理当前云硬盘上不需要的程序或文件来清理磁盘空间，具体步骤可参见：解决

Linux 云主机磁盘空间不足的问题、解决 Windows 弹性云主机磁盘空间不足的问

题。 

扩容时显示扩容失败怎么办？还会收费吗？ 

云硬盘按照云硬盘的实际使用时长/购买周期和容量计费。 

若出现云硬盘扩容失败的情况，云硬盘的容量变更会失败，计费容量仍保持为扩容操作

之前云硬盘的容量。扩容预期新增但实际并未新增的容量不会收费。 

如果出现扩容失败，请您尽快联系天翼云客服提交工单处理。 

4.5 退订和删除类 

误删除的云硬盘数据可以找回吗？ 

请尝试通过云硬盘快照或云硬盘备份找回云硬盘误删除的数据。 

通过此方法恢复数据时，用户需要确认该云硬盘是否有对应的云硬盘快照或备份，如果

有，则可通过快照/备份将数据完整的恢复到快照/备份时间点，详情请参见快照回滚和

云硬盘备份与恢复。如果没有快照/备份，则无法找回数据。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丢失的数据创建时间晚于最近一次快照/备份时间点，同样无法通

过快照或备份找回已丢失数据。因此请对云硬盘数据定期进行快照或备份。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8389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9073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67989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67989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67981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67981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50802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52/10037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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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开启回收站功能？ 

云硬盘回收站是云硬盘一种重要的数据保护方式，用户可以通过开启回收站来恢复云硬

盘，避免因误删除而丢失云硬盘数据。云硬盘回收站默认为关闭状态，用户可在云硬盘

列表页选择回收站页签，开启回收站。 

详细步骤请参见开启回收站。 

为什么无法删除云硬盘？ 

云硬盘有两种计费模式，按需与包年包月。按需计费云硬盘可以删除，包年包月计费云

硬盘无法删除，用户只能对其进行退订操作。 

删除按需计费云硬盘，有以下限制： 

 系统盘不能删除，只有数据盘支持删除。 

 当云硬盘状态为“未挂载”时，才可以被删除。 

 在删除云硬盘之前，您需要先删除该云硬盘的所有快照。 

为什么无法退订包年包月计费的云硬盘？ 

当用户退订包年包月计费的云硬盘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系统盘不能退订，仅有数据盘可以退订。 

 当云硬盘是随弹性云主机一起购买时，是无法退订的。 

退订或删除云主机时，云硬盘会一起被退订或删除吗？ 

单独购买的云硬盘，如果已挂载至云主机，在云主机退订或删除时，云硬盘会被自动卸

载，不会被退订或删除。 

随云主机一起订购的云硬盘，在云主机退订或删除时，系统盘和随云主机一起订购的数

据盘会随云主机一起退订或删除。 

云硬盘已退订、误删除、超过保留期被释放后是否可以找回数据？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1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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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尝试通过以下两个方法来找回云硬盘。 

 如果您已打开回收站功能，请先查看回收站。如回收站中有您想要找回的云硬盘，

请从回收站恢复云硬盘。 

 如果您通过云硬盘备份功能备份过数据，可以使用云硬盘备份创建新的云硬盘，从

而恢复数据。 

6.6 快照类 

删除云硬盘的时候，快照会被保留吗？ 

不会。存在快照的云硬盘无法被直接删除。您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删除该盘全部快照。 

 手动删除该盘全部快照，具体操作请参见删除快照。 

 为该盘设置快照随云硬盘释放策略，设置成功后，在删除云硬盘的同时会删除该盘

的全部快照，不必再采用上述方式提前手动删除快照。具体操作请参见设置云硬盘

释放策略。 

云硬盘已经采用了多副本机制来保护数据安全，是否还需要快照？ 

需要。多副本机制和快照对数据进行保护的场景有所不同。 

多副本技术的主要目的是确保云硬盘数据的高可靠性，主要用来应对硬件设备故障导致

的数据丢失或不一致。而快照主要应对人为误操作、病毒以及黑客攻击等导致数据丢失

或不一致的情况。例如系统遭病毒感染导致数据损坏时，存储的多个副本数据都将同时

被修改，无法找回正常的历史数据。若已创建过历史时间点的快照，则可以用快照将数

据恢复到历史时间点的正常状态。 

什么是自动快照？ 

自动快照是系统根据您创建的自动快照策略为该策略所关联的云硬盘自动创建的快照。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11848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50805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302322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30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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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需使用该功能，您需要先创建自动快照策略并关联到云硬盘，具体操作请参考创建自

动快照策略、云硬盘关联自动快照策略。 

自动快照有什么限制？ 

单个账户一个地域下最多支持创建 20 个自动快照策略，每个自动快照策略最多支持绑

定 200 个云硬盘。同时，自动快照策略创建出来的快照遵循快照的配额限制，详情可参

考自动快照概述。 

在哪些情况下，云硬盘快照会被系统自动删除？ 

手动快照：用户账户冻结、资源过期导致云硬盘被删除时，天翼云会主动删除该云硬盘

的所有快照。除此之外，天翼云不会主动删除您手动创建的快照。为了不影响您的正常

使用，请保证账户资源处于正常资费状态。 

自动快照：当云硬盘的自动快照达到上限后，创建时间最早的自动快照会被自动删除。

有关快照配额请参见自动快照概述。为避免您创建的自动快照由于超过配额而被系统自

动删除，请通过手动快照的方式保存重要快照。 

一块云硬盘能否设置多个自动快照策略？ 

不能。 

单块云硬盘同一时间只支持关联一个策略。若您需要为该云硬盘更换自动快照策略，有

两种方式可以选择： 

 修改该云硬盘绑定的自动快照策略的配置信息，具体操作请参见修改自动快照策略。 

 为该云硬盘取消关联原有自动快照策略，并重新关联新的自动快照策略，具体操作

请参见云硬盘取消关联自动快照策略和云硬盘关联自动快照策略。 

手动快照和自动快照有区别或冲突吗？ 

手动快照和自动快照在本质上没有区别，保存的都是某一时间点云硬盘的数据副本。同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18840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18840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18856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18785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18785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18972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18942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18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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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手动快照和自动快照的收费标准一致。但是存在以下区别和约束： 

1. 删除策略不同 

 手动快照支持手动删除，或根据创建快照时设置的保留规则到期后自动删除。 

 自动快照支持手动删除，根据快照策略中设置的保留规则到期后自动删除，或自动

快照数量超过云硬盘保留快照数量配额后自动删除。 

2. 创建过程约束 

 在自动快照创建时间点，如果云硬盘正在执行创建快照任务（手动或自动创建快照），

则系统不会创建该时间点的自动快照，而会在下一个时间点正常创建自动快照。 

 如果云硬盘正在执行创建自动快照任务，您需要等待自动快照完成后，才能手动创

建快照。 

是否需要卸载硬盘或中断所有读写才能创建快照？ 

不需要。 

您可以在云硬盘挂载和使用期间实时创建快照，不会影响您的正常业务。不过，快照只

能捕获已写入云硬盘的数据，不包含应用程序或操作系统缓存在内存中的数据。为了确

保快照中捕获所有应用程序的数据，建议您先彻底暂停对硬盘的 I/O 操作后进行快照

制作。对于用作系统盘的云硬盘，建议您先关闭云主机再进行快照制作，以便能创建更

完整的快照。详细操作请参见创建云硬盘快照。 

创建快照是否会影响云硬盘性能？ 

创建快照会占用云硬盘的少量 I/O，建议您在业务相对空闲的时期进行创建快照操作。 

云硬盘快照的创建分为两种情况，用户手动创建和策略自动创建。 

 手动创建：用户可手动创建快照，从而快速保存指定时刻云硬盘的数据。创建过程

请参见创建云硬盘快照。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50784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50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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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策略自动创建：用户通过自动快照策略周期性地为云硬盘创建快照，具体创建

快照的时刻为策略中设置的时间点。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自动快照策略。 

创建快照失败的原因有哪些？ 

创建快照有以下约束限制，都是可能造成创建快照失败的原因： 

限制项 限制说明 

配额 一块云硬盘最多可以创建 50 个快照。 

配额 一个快照最多可以创建 128 块云硬盘。 

云硬盘状态 云硬盘没有处于“冻结”“已删除”等异常状态。 

快照可以多次回滚，恢复数据吗？ 

可以。 

用户可以多次回滚快照来恢复数据。具体回滚步骤请参见快照回滚。 

如果无法从快照回滚数据，可能原因如下： 

 只有快照状态为“可用”状态，快照源云硬盘为“未挂载”状态时支持回滚操作。 

 只有快照状态为“可用”状态，快照源云硬盘为“已挂载”状态，同时源云硬盘所

挂载云主机为“关机”状态时支持回滚。 

 只支持回滚至源云硬盘，不支持回滚至其他云硬盘。 

可以为多块云硬盘批量创建快照吗？ 

云硬盘快照的创建分为两种情况，用户手动创建和策略自动创建。 

 手动创建：当前不支持为多块云硬盘一次性批量创建手动快照，每一块云硬盘需要

分别创建手动快照。 

 策略自动创建：您可为多块云硬盘关联同一个自动快照策略，单个自动快照策略可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18840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5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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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定云硬盘的数量为 200 个。已关联某一自动快照策略的多个云硬盘可以按照策略

周期性执行创建快照操作，即在某一时刻为多块云硬盘批量创建快照。具体操作请

参见云硬盘关联自动快照策略。 

划分了多个分区的云硬盘创建的快照是针对单个分区还是所有分区的？ 

所有分区。快照备份的是整块云硬盘的数据，而不是该云硬盘的某些分区。 

如您需要单独备份某个分区的数据，可以使用操作系统提供的数据拷贝工具或命令。 

为什么使用快照回滚后，看不到已创建的文件系统？ 

可能原因： 

回滚快照后看不到已创建的文件系统，可能是您没有在 fstab 文件中配置 UUID 方式自

动挂载数据盘。 

解决思路： 

您需要重新挂载数据盘，并设置开机自动挂载数据盘。 

操作步骤： 

1. 执行以下命令，重新挂载数据盘。 

mount 磁盘分区 挂载目录 

命令示例：mount /dev/vdb1 /mnt/sdc 

2.  重新挂载后设置开机自动挂载数据盘，具体操作请参见在 fstab 文件中配置 UUID

方式自动挂载数据盘。 

为什么创建了多个快照，快照使用总容量还是为 0？ 

云硬盘快照总容量为该云硬盘已保留的第一份快照（即全量快照）的全量大小与后续所

有增量快照的增量大小之和。快照数据保存在块存储集群中，不会占用云硬盘本身的空

间。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118856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229595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229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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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创建多个快照后，快照使用总容量为 0，可能是云硬盘本身没有数据。建议您尝试写

入数据后再创建快照。 

更多原理请参考云硬盘快照原理。 

6.7 云硬盘备份类 

云硬盘能否跨地域备份？ 

当前只支持地域内备份和恢复，不支持跨地域的备份和恢复。 

地域内备份和恢复可通过云硬盘备份产品实现，具体请参见云硬盘备份与恢复。 

云硬盘备份时，需要停止弹性云主机吗？ 

不需要。 

用户可以根据自身需要来决定在云硬盘备份时是否进行关机操作。 

理论上，天翼云云硬盘备份可以在弹性云主机和云硬盘正在使用过程中进行，不需要停

止弹性云主机。 

在云主机正常运行、云硬盘正常读写的情况下，数据除了被存入云硬盘，还有一部分最

新数据是作为缓存数据存在内存中的。在做备份时，需要考虑到这部分缓存数据不会自

动写入云硬盘，可能导致备份数据不一致的问题。 

因此，推荐用户在备份前暂停数据的写入操作，或者暂停应用系统的运行，选择在使用

人数较少的时间段进行备份，例如凌晨。如果对备份数据有更高的完整性要求，用户也

可以选择直接将云主机关机，进行离线备份。 

备份云硬盘需要多长时间？ 

备份时长和磁盘大小、备份类型相关，磁盘容量越大、备份时间越久。 

云硬盘备份分为全量备份和增量备份两种。云硬盘备份首次为全量备份，后续均为增量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50783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6752/10037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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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通常全量备份时长大于增量备份。 

包含应用系统的云硬盘是否可以备份？ 

支持备份。 

针对数据库或邮件系统等有一致性要求的应用，建议在备份前，暂停所有数据的写操作，

再进行备份。 

如果无法暂停写操作，则可以将应用系统停止或者将云主机停机，进行离线的备份。 

扩容后的云硬盘能否使用备份恢复数据？ 

可以。 

但是扩容后的云硬盘使用备份恢复的数据是变更前的数据，即扩容前的数据。恢复之后，

数据以及文件系统配置都将还原至扩容前，请务必对扩容的容量重新进行扩展磁盘分区

以及文件系统的操作。具体操作请参见云硬盘扩容概述。 

6.8 权限管理类 

对于支持 IAM 配置，不支持企业项目配置的操作，若没有配置过 IAM 权限将默认不具

备相应操作权限，操作将被拦截，对于这种场景，该如何处理？ 

支持 IAM 配置，不支持企业项目配置的操作在没有配置过 IAM 权限时，将默认不具备

相应操作权限，操作将被拦截，如下图创建快照，前端提示权限不足，操作被拦截。此

时，您需要在 IAM 中为此用户新增创建快照的 IAM 操作权限以解除限制。 

 

操作步骤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027696/10029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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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陆统一身份认证服务平台。 

2. 创 建 或 修 改 自 定 义 策 略 ， 在 该 策 略 中 需 添 加 创 建 快 照 的 三 元 组

“evs:snapshot:create”，具体创建或修改策略的操作请参见统一身份认证 IAM 中

“策略管理”章节。 

 

3.为待授权的子账号所归属的用户组配置上述具有“evs:snapshot:create”三元组的

策略。具体授权策略的操作请参见统一身份认证 IAM 中“用户组授权”章节。 

4.完成上述配置后，用已授权创建快照权限的子用户登陆天翼云控制台，创建快照操作

将不再被拦截，能够进入创建快照页面。 

为什么子用户订购云硬盘跳转到订单中心时，显示“抱歉，您没有访问该页面的权限”？ 
若您的子用户需要实现下单类操作，如创建、扩容等，您需要为子用户所在用户组设置

“订单与云网账号-管理员权限”，即授权“bss admin”策略。 

具体操作可参考子用户如何创建和下单一类节点资源。 

https://iam.ctyun.cn/
https://www.ctyun.cn/document/10345725/1042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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