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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话Oracle RAC》

内容概要

《大话Oracle RAC(集群高可用性备份与恢复)》(作者张晓明)以Oracle 
10g为基础，对Oracle RAC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分析。全书分为两个部分，
共14章，第1部分是集群理论篇，这部分从集群基础知识入手，通过分析集
群环境和单机环境的不同，介绍了集群环境的各个组件及其作用，以及集群
环境的一些专有技术，包括Oracle Clusterware、Oracle Database、ASM、
Cache Fusion等。第2部分是实践篇，每一章都针对RAC的一个知识点展开讲
解，包括Oracle Clusterware的维护、HA与LB、备份、恢复、Flashback家
族、RAC和Data Guard的结合使用、RAC和Stream的结合使用，最后对ASM进
行深入介绍，并给出性能调整的指导思想。
    《大话Oracle RAC(集群高可用性备份与恢复)》按照“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介绍，首先对现实问题进行分析，然
后提供合适的解决方案，最后自然地引出Oracle中的理论知识点，这种讲解
方法能够有效地降低阅读难度，帮助读者更好地掌握相关技能。
    《大话Oracle RAC(集群高可用性备份与恢复)》可以作为数据库开发人
员、数据库管理员、数据库初学者及其他数据库从业人员的工作参考手册，
也可以作为大中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的参考用书和相关培训机构的培训教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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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考虑系统性能时有一个专有名词：可伸缩能力（Scalability），也就是系统能够利用更多的资源
执行更多有用工作的能力。比如，如果一个应用程序在单CPU系统上可以服务10个用户，如果换到一
个四CPU的服务器上也许能够服务30个用户。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程序就可以说是可伸缩的。如果
添加更多的处理器却不能增加所服务的用户数量（比如，单线程的应用程序），这种应用程序就是不
可伸缩的。　　解决伸缩性问题有两种方法：纵向扩展（Scale-up）和横向扩展（Scale-out）。　　纵
向扩展就意味着要扩展到更大、功能更强的服务器，简单地说就是硬件升级，比如从4路处理器服务
器扩展成16路或32路处理器服务器、添加内存都属于纵向扩展。这是我们最熟悉的扩展方式，也是最
简单的扩展方式，这种方法的优势是：不需要对数据库进行重大更改。不过，只有在较大的系统、常
态压力时才适合这种方法。而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系统压力的增长是随着企业的发展逐渐递增的，
不是一步到位的，在系统设计之初就预估到未来的负载，并采购高档的设备即不科学也不现实，而且
替换下来的设备属于资源浪费，不符合环保原则。因此就需要有一种能够逐步演进的解决方案，既能
减少最初的投入成本，又能保证系统的可扩展性。这就是横向扩展（Sacle-out）的思想，横向扩展意
味着扩展到多个服务器而不是单个的、更大的服务器。和纵向扩展比起来，横向扩展具有初始成本低
的特点，而且以后增加设备时，之前投入设备也不是被替换，而是继续提供服务，不会造成重复投资
和浪费。　　我们本书所介绍的RAC数据水平扩展的解决方案。2.1.3集群的技术基础　　到目前为止
，我们一直在集群的概念层面进行周旋，还没有谈到一点技术细节。好了，我们对概念知道的足够多
了，现在我们要把概念落实到实际运用中，假设让你来设计一个能够实现集群目标的系统，你会考虑
哪些问题呢？一般来说，要想实现集群务必要有考虑如下的技术细节，集群地址、内部通信、集群仲
裁。让我们分别解释：　　1.集群地址　　之前的概念介绍中已经提到，集群由多个节点组成的，对
外这个集群表现出单一的客户视图。什么叫单一客户视图？举个例子，整个集群对客户展现的是一
个IP地址。客户通过这一个lP地址请求使用资源，由集群把客户请求分配到集群内部的某个节点上去
。具有单一集群地址是集群的一个基本特征。　　维护集群地址的设施被称为负载均衡器。负载均衡
器对内负责管理各个节点或者服务实例的加入和退出，对外负责集群地址向内部服务实体地址的转换
。有些负载均衡器更侧重负载均衡算法，其目标是把负载在集群内部节点间均衡分配，从而提高集群
整体的吞吐能力；有的负载均衡器更侧重任务的转换，也就是当某个服务节点出现故障的时候，把集
群中其他节点的备用服务启动起来，并把用户的任务转移到备用节点上去。侧重任务转换的负载均衡
器适用于支持ACTIVE-STANDBY的集群环境，这种集群中只有一个服务实体工作，当正在工作的服务
实体发生故障时，负载均衡器把后续的任务转向另外一个服务实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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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话Oracle RAC(集群高可用性备份与恢复)》(作者张晓明)不是一本Oracle数据库的基础入门书籍，
而是关于Orace RAC的入门指导。    这本书适合于初、中级数据库管理员和数据库开发人员，但是本
书不会特别讲述什么是SGA，什么是数据文件，什么是字典视图，什么是日志，也不会专门介绍如何
创建表空间、用户等。如果你对上面这些名词、操作都非常陌生，那么这本书不适合你，请先夯实单
实例的基础再来看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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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毫无疑问，这本说是我看过些RAC写的最好的，虽然版本有点旧了，内容也都是10g的，但是很不
错，不管11g还是10g这本书值得收藏
2、确认是正版~好东西~推荐给大家
3、好好学习一下，不错！！！！！
4、很不错，讲得比较详细，值得买！
5、晚上下的单，第二天中午就到了，非常快。书的质量也不错，总体感觉非常好。
6、这本书很差劲，里面有很多错误的地方，无人子弟啊！坑爹的⋯⋯
7、为了学11g rac的新特性特意买的，结果讲的都是10g的，还得继续翻新特性书
8、大话Oracle RAC
9、不错，不过，还得多实践才行
10、从基础入手，很多地方写的很详细，但是有些地方交代的并不是很清楚，感觉书中的例子不是一
个实验，而是多个实验截图组合起来的，因为发现例子中共享存储的磁盘个数和大小前后不一致，没
有经验的童鞋绝对会被搞晕。还不如看看三思笔记呢
11、一般般，这种企业级的东西没个小型机怎么实践啊。。。
12、很适合于做参考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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