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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PostgreSQL 9.0性能调校》是针对PostgreSQL 9.0的性能调校指南，能够帮助读者加速PostgreSQL系统
，并且避免一些可能导致系统缓慢的常见缺陷。
全书共分为16章，分别介绍了PostgreSQL的各个版本、数据库硬件环境和基准评测、磁盘设置、数据
库高速缓存、服务器配置、日常维护、数据库索引、查询优化、数据库活动和统计信息、监控与趋势
预测、池化与高速缓存、扩展复制、数据分区等性能调校的方方面面，最后总结概括了应该避免的一
些常见问题。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PostgreSQL 9.0性能调校>>

作者简介

Gregory Smith是国际数据库专业服务公司2ndQuadrant的首席顾问，并且是公司在美国的第一个办事处
的创始人。
编著PostgreSQL是他进军数据库性能调整教学领域的第二个扩展。
在1995年，Greg（格里格）写了一本较小的免费电子书《Progress Performance FAQ》，主要内容是如
何使Progress 4GL和相关数据库能够运行更快。
2001年，他专注于PostgreSQL 7.0，一直关注复杂性问题，该数据库的发行版都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从PostgreSQL 8.3开始，他对每个PostgreSQL版本都做出了贡献，添加附加的功能。
他还为数据库编写了一些额外的工具集，目前包括有pgtune、pgbench-tools、peg和2warm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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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当向RAID阵列中添加更多的硬盘时，用户更期望看到这几乎完美的比例。
显然不能只根据平均性能来做出决定，可能因为所创建的文件不一定会分配在磁盘的相同部分。
在本章中，有关ZCAV的问题已经被多次提及，因为它经常在用户要进行公平的磁盘基准评测时干扰
结果。
 磁舟件能的期望信 磁盘合理的预期性能表现应该是怎么样？
在上一个例子当中显示了其执行的情况。
当前性能良好的硬盘的顺序传输速率在最快的区域应该为50MB／s以上，并且应该很容易达到100MB
／s。
硬盘最慢的部分接近该速度的一半。
在创建更为复杂的阵列并要投入使用之前，测试单个硬盘的性能是很好的做法。
如果单块硬盘的速度较慢，用户几乎可以确定该硬盘所在的阵列也不怎么样。
 预估用户组建多块硬盘的阵列中系统的速度是一件棘手的事。
 对于RAID 1阵列中的硬盘，顺序读和写的速度不会增加。
但是，较好的控制器或者实施较好的软RAID会在寻道的时候同时使用几块硬盘，其速度差不多是单块
硬盘的两倍。
 向RAID 0阵列中添加多块硬盘时，会得到类似于上一节中讲到的线性扩展的速度。
两块速度为50MB／s的硬盘，在RAID 0中的速度应该很接近100MB／s。
在大多数情况下可能不能有这样完美的表现，但肯定比单块硬盘的速度要快。
 像RAID 10这样的阵列应该将顺序读／写等操作按照RAID 0模式工作，而提高寻道时间则使用RAID 1
镜像的模式。
这种组合是多数数据库选择的磁盘结构的原因。
 如果使用的是大多数数据库不推荐使用的RAID 5模式，读的速度与所使用的磁盘个数成比例，而写的
速度则不会提高。
 磁盘和阵列性能较低的缘由 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顺序读取和写的速度满足用户的期望值，则用户
的磁盘子系统工作得很好。
用户可以测试寻道时间，但除了添加更多的磁盘外，用户能做的事情不多。
更重要的是单个物理磁盘的功能比用户能做的事情更多。
速度较慢的问题表现为读速度和写速度都会很慢。
 控制器的驱动质量差应该是速度较慢的一个主要原因。
通常可以将相同的磁盘接到其他的控制器来弄清楚这个情况。
例如，如果当有一块SATA硬盘连接到RAID控制器时速度很慢，但连接到主板时速度很快，那就很有
可能是驱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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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内容包括· 为处理高要求的应用程序而升级PostgreSQL安装的最佳实践；·揭秘硬件适合或不适
合高性能数据库应用程序的原因；·深入研究在速度与稳定性之间进行取舍的手段；·调整操作系统
以获得最佳的数据库性能；·从硬件到应用，全方位评测整体系统；·通过实例学习如何调整服务器
参数，以及这些参数如何影响性能；·监视服务器上的数据库的内外部情况；·寻找最佳插件工具来
扩展核心PostgreSQL数据库；·探索如何使用PostgreSQL 9.0新增特性来架构复制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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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PostgreSQL是近年来应用非常广泛、热度逐渐提升的数据库软件。
而数据库性能的问题，一直是众多数据库管理员、开发人员所关心的话题，也是难题。
《PostgreSQL 9.0性能调校》能有效帮助读者加速PostgreSQL系统，避免影响性能的常见陷阱。
《PostgreSQL 9.0性能调校》内容包括· 为处理高要求的应用程序而升级PostgreSQL安装的最佳实践；
·揭秘硬件适合或不适合高性能数据库应用程序的原因；·深入研究在速度与稳定性之间进行取舍的
手段；·调整操作系统以获得最佳的数据库性能；·从硬件到应用，全方位评测整体系统；·通过实
例学习如何调整服务器参数，以及这些参数如何影响性能；·监视服务器上的数据库的内外部情况；
·寻找最佳插件工具来扩展核心PostgreSQL数据库；·探索如何使用PostgreSQL 9.0新增特性来架构复
制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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