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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已经是第四次为本书写作者序言了，此时此刻过去20年的生活如同电影般在我的脑海里一一掠过。
当我最初决定步入IT领域时就为自己立下了誓言，时至今日回想起多年走过的历程，其间充满了艰辛
，也正是这无数的艰辛让我最终体验了收获的愉悦。
回望这20多年的足迹，我一直努力用新的视角去观察他人所忽视的领域，尝试用崭新的思维和充满创
意的双手去耕耘。
尽管如此，也仍然无法紧跟IT技术飞快的发展步伐，我为实现理想而终日不停前行的脚步，虽然忙碌
但却无限满足。
众所周知，能够加工成宝石的原石比比皆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每当我们初次接触某个新的东西
时都会或多或少有些紧张。
因此从这一层面来看，数据库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它如同渊博精深的智者般质朴，总是以真实、坦诚
的心去面对每一位学习和研究它的人。
在过去并不短暂的岁月里我一直深信数据库的骨骼就是“数据”，并为这一理论的发展不断努力，吸
收同仁们分享的经验而持续奋斗。
为了打破始终在理论表面徘徊的固有模式而不断寻求新的尝试，并试图探求能够让IT工作者在实际工
作中轻松应用并掌控的巧妙方法。
这种巧妙方法不能是只通过经验和试验才能获得的，它必须是利用日常常识就可以理解说明的方法。
有这么一句话“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如果能够把一些复杂的理论与通俗浅显的常识相结合，那么
不仅有利于人们的理解，更有利于人们在合适的情况下加以灵活运用。
相反，有这么一句话“一知半解以为是”，意思是指那些只观其表不观其里就加以相信的人。
很多程序员只忠实地相信自己的经验，当问及为何如此时，大部分人的答案都是“因为我那样做过”
或“那样比较好”。
10种类型的原理可以组合出10的阶乘（3 628 800）种现象，那么100种类型的原理所能够表现出来的现
象数可以认为是一个天文数字。
如若仅凭经验去思考问题，无论怎么努力，最终也只能获得其中一部分的原理而已。
然而，事实上我们是完全有能力深刻地理解这100种原理的。
但如果不试图进行深刻钻研而只停留在表面，最终只能是一无所获。
宝石是不会被轻易发现的，只有凭借最大的努力去寻找方能找到。
在不知不觉中当我们遇到了从表面上看无法解决的复杂问题时，会出现两种人：其一，是坚持不懈、
彻夜不休也要寻找到最佳解决办法的人，这种人通过不懈的努力最终能够获得什么呢？
事实上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终将成为众人皆知的专家；其二，是认为过于烦琐，直接予以放弃的人
，这种人只会让自己的血汗变成廉价的废弃物。
可以自豪地说“我付出了常人所无法想象的艰辛”，为了寻求完美的真理舍弃了很多常人的生活。
在没有钓到鱼时钓鱼人也许会为此而耿耿于怀，但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没有寻找到有效的钓鱼方
法。
如果钓鱼人能够充分理解我的想法，并甘愿为了改变自己的固有观念而付出较大努力，尽管他也可能
会为此而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心血，但坚信他一定能够获得别人所无法获得的成果。
如果他研究出了别人所无法研究出的钓鱼方法，那么从此就再也不用为钓不到鱼而担心了。
各位读者在工作的同时究竟是否一直在使用一种平凡的方法呢?还是为了解决明天必须要完成的任务而
临时抱佛脚呢？
现在该到结束这种恶性循环的时候了。
应用程序其实就是处理数据的手段而已，它需要紧跟流行的步伐，如不及时进行更新，在不经意之间
就已经落伍了。
然而数据和数据库并非如此，不论岁月如何流失，我们积攒起来的“内功”是不会消失的。
如果能对其原理有一个深刻的理解，那么不论何时何地都能够随心所欲地钓到很多鱼。
随着数据库技术的发展进步，能够精确执行指令的DBMS与日俱增，随着对DBMS应用能力的不同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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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性能差异使我们从技术中获得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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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整体内容分为两部分，在第1部分中以影响数据读取效率的所有要素为类别，对其各自的概念
、原理、 特征、应用准则，以及表的结构特征、多样化的索引类型、优化器的内部作用、优化器为各
种结果制定的执行计划予以详细说明，并以对优化器的正确理解为基础，提出对执行计划和执行速度
产生最大影响的索引构建战略方案；在第2部分中主要介绍提高数据读取效率的具体战略方案，在这
部分中介绍与数据读取效率相关的局部范围扫描的原理和具体应用方法，以及对被认为是提高数据库
使用效率基础的表连接的所有类型予以详细说明。
    《海量数据库解决方案》系列丛书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已经长达10年之久，在被誉为“圣经”的同
时，它已经变成了数据库用户不可或缺的必读书籍。
作者竭力探求能够让IT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轻松应用并掌控的巧妙方法，提供事半功倍的海量数据库
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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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所谓的表和索引分离型的存储结构其实就是堆表，即用来存储数据的表和为了快速查找特定数
据而使用的索引完全作为不同的对象来存储。
事实上，在以前的关系型数据库中，大部分的键（Key）和数据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当我们从存储的数据中查找某个特定范围中的数据时必须要依赖于键，否则无法正常查找所需要的数
据。
因此，键必然会对数据的存储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以前的数据库中查找数据时，只需要查找到键就一定能够在相应的位置查到与其对应的数据，因此
从某个角度来看，查找键就是查找数据。
也正因为如此，一度的经验是把键存储在数据的旁边。
其实即使我们把数据和键分别存储在不同的位置，也同样能够通过查找键来定位到数据所在的位置，
所以完全没有必要把键和数据存储在一起。
从代价的角度来分析，由于需要执行两次查找，即键的查找和数据的查找，所以与以前的方法相比必
然会存在额外的代价。
使用键和数据分离的方法在存储数据时不会受到索引的任何影响，从这一角度来看，又在很大程度上
减少了代价的支出。
如果使用这种方法来存储数据，则意味着数据与存储方式之间将不再有任何的关联，而数据完全可以
被无条件地存储。
这就好像往抽屉里放东西一样，如果并不需要我们去追究将要放入的物品是什么，而只需要将其挨着
放入就可以了的话，应该再没有比这更为简单的方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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