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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MongoDB如何帮你管理通过Web应用收集的海量数据呢？通过这本经典著作全新升级版的权威解读，
你会了解面向文档数据库的诸多优点，会发现MongoDB如此稳定、性能优越甚至能够无限水平扩展背
后的原因。
本书是一本广受好评的MongoDB权威著作。新版本对上一版进行了全面扩充，可作为数据库开发人员
的工作指南，也可作为系统管理人员的进阶指导，还可供项目中其他成员了解MongoDB使用。书中介
绍了面向文档的存储方式及利用MongoDB的无模式数据模型处理文档、集合和多个数据库，讲述了如
何执行基本的写操作以及各种复杂的条件查询，还介绍了索引、聚合工具以及其他高级查询技术，另
外对监控、安全性和身份验证、备份和修复、水平扩展MongoDB数据库等内容也有所涉及。
本书主要内容：
MongoDB核心概念和术语
在不同的安全等级和速度下执行基本的写操作
利用限制、跳过等选项执行复杂的查询，并对查询结果进行排序
基于MongoDB设计应用程序
聚合数据，包括统计不同值的数量，找出不同值，给文档分组，以及使用MapReduce
收集并解释有关集合和数据库的统计信息
在MongoDB中设置副本集和自动故障转移
使用分片横向扩展数据库，并学习这样做对应用的影响
深入介绍监控、安全和身份验证、备份和恢复以及其他管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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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赞的一本书，配得上权威指南。可初学，可深入，可参考。
2、非常细，从入门介绍，使用，设计复制，分片服务器管理与部署监控都在使用层面介绍得非常完
整，原理有但略少
3、似懂非懂，云里雾里，还需继续钻研。
4、新版变厚了一倍啦！( ﹁ ﹁ ) 你们快再去读一遍⋯⋯
5、MongoDB，这本书最好
6、太喜欢这本书了，第二版比第一版厚实了很多，作者作为官方驱动开发者，对mongodb了解得非常
深入，讲解细致生动，而且此书翻译的非常好，文笔流畅，清晰易懂。适合入门者阅读，也适合高级
读者，真是本好书。
7、看过第一版的PDF，特地去购买了一本，结果第二版比第一版页码增加了差不多一倍。。对非数据
库管理人员来说内容有点太多了，可以当工具书
8、MongoDB的优缺点全都讲到了，还是非常不错的。NoSql的时代已经来到，不过对于很多人的转型
非常困难。我用了很多年的关系数据库，很多思想很难转变。这才是转型的最大难度。
9、翻译很差
10、很全，技术不难，很容易读完的一本书。不过，在mapreduce方面的介绍太少太少太少，不知道作
者是咋想的。
11、不能算完整看过。。。但至少看过的地方还挺清楚的。
12、比第一版厚实了不少，3.0加入Wired Tiger存储引擎后变化还是蛮大的
13、其实只读完了前10章，复制和分片不能实际操作，感觉有点难以读下去。
14、很不错的书，从入门到深入，清晰有条理
15、图书馆偶然翻到，赶紧学起来
涉及到的是数据库概念那块，和服务器实战联系不大
16、参考性的书籍，覆盖面还算广，作为mongodb入门挺适合的
17、mongodb 第2版，读完1~9章，剩下的用到的时候再读。
18、Mongo简直是黑科技，只看了半本，另外半本应该暂时用不到，等用到时候再看，至于四星原因
是- -目测它14年的最新版不知道是在干什么，差了Mongo两个版本
19、没读完。
适合我这种从零开始学习数据库的人。
20、文档操作和索引讲解的很详细，备份还原还有很多不理解的，真正运用还需要在实际中去发现问
题，看了最新的官方文档，稳定版已经增加到2.6，权限配置和本书讲解的不太一样了。
21、比1厚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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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新版变厚了一倍啦！( ﹁ ﹁ )你们快再去读一遍⋯⋯为什么说我的评论太短了呢⋯⋯豆娘你在想啥
⋯⋯而且是2014年出版的⋯⋯hmmm不想凑字了⋯⋯如果还不行我就要复制粘贴凑字数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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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MongoDB权威指南（第2版）》的笔记-第70页

        用skip略过少量的文档还是不错的。但是要是数量非常多的话，skip就会变得很慢，因为要先找到
需要被略过的数据，然后再抛弃这些数据。大多数数据库都会在索引中保存更多的元数据，用于处
理skip，但是MongoDB目前还不支持，所以要尽量避免略过太多的数据。通常可以利用上次的结果来
计算下一次查询条件项目当中模拟插入了120W条数据，在同一个文档当中单纯查询数据的速度还不错
，主要是对查询的文档字段添加了索引，但是对查询结果的前台分页确有问题。具体来说是不设置任
何查询条件的时候，会查询出来将近120W条满足条件的结果，使用mongodb的limit()和skip() 来取出来
第一页前20条数据，这样在后台的java程序当中只是这20条数据占用内存。
代码具体形式类似于用mongodb客户端执行 
db.feedbackInfo.find(criteria).skip(0).limit(20)    获得第一页0-20条数据
db.feedbackInfo.find(criteria).skip(20).limit(20)  获得第二页20-40条数据
⋯⋯
db.feedbackInfo.find(criteria).skip(N).limit(20)  获得第二页N-N+20条数据
但问题在于随着不断翻页，skip的值N会越来越大，前台的反应越来越慢。很直接的一个表现就是在前
台从第一页直接跳转进入最后一页根本反应不过来。

对于这个实际问题，原因就是本书这里所言的skip略过大量结果会带来性能问题，再根源地说
是mongodb还不够完善，索引本身还比较简单。
具体的这个分页效率的问题，有两种思路：
第一，等mongodb升级，优化这个skip的执行效率。
第二，不用skip()而实现分页效果。这个思路的基础就是mongodb本身对于where查询和limit()的效率还
比较不错，也就是本来分页的那个查询用where和limit速度还可以的前提（一般就是需要建立必要的索
引）。假如这个前提不成立，那没法讨论。

本书接下来具体讨论了不使用skip对结果分页的实现例子，这个本质是对信息系统增加一个查询中间
量——上次查询的业务数值，在逻辑上承担起跟skip相对等价的功能。
比如说是第一页查询是按照一个日期date值查询，第一次用
db.foo.find().sort({"date",-1}).limit(20)
而点击下一页的时候，事先将上次查询的date的边界值给传递过去，第二页查询的时候就使用新的find
条件查询
db.foo.find({"date":{"$gt":latest.date}}); 而后再对查询结果排序即可

这种绕过skip的方式评价：
第一，很难比较方便地解决所有的分页问题，简单来说 对于使用正则表达式的查询，根本无法通过记
录边界条件来实现。
第二，不得不多传递上次查询的那个边界条件，增加了工作量，不够优雅。
第三，只能够解决一页一页往下翻页的问题，如果我要从第1页直接跳到100页，就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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