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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IBM
DB2作为业界主流的数据库产品，广泛应用于金融、通信、烟草等行业。
本书侧重于DB2数据库管理，以实战为主要目标，内容涵盖软件安装配置、数据库环境搭建、存储规
划、数据迁移、备份恢复、锁、性能监控调优和常见的问题诊断等。
通过循序渐进、深入浅出的讲解，力求让读者亲自动手实验，结合实际案例，快速掌握DB2知识，独
立完成日常运维管理工作。
本书作者均有IBM原厂的工作经历，实战经验非常丰富，本书将和大家分享他们的DB2数据库管理的
最佳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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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刚才我们所做的就是将一个服务器系统性能问题细化为数据库服务器或者应用程序服
务器的性能问题。
如果能够在3个系统中（应用程序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和存储服务器）中至少排除掉一个，都能够
为我们性能分析带来很大方便。
但是有时候，很难排除以上任何一种。
如果在上周四的数据中，发现上周四大概6个LIOW Executing，每秒15个查询，CPU占用率5％，那么
我们不能够简单地说这个是应用程序服务器的问题。
一般来说，正常的系统，性能下降意味着单位时间内的吞吐量减少。
可是该例中，正常吞吐量为每秒15个查询，而性能不好的系统中为每秒50个查询，这一点明显有悖于
正常行为。
让我们继续分析。
通过对CPU使用率的理解，当前CP[J使用率仅有10％，由此可以推断CPU不应该成为瓶颈。
那么问题可能出在哪呢？
可能是应用层，比如修改了业务逻辑（需要更多的SQL语句），也可能发生在数据库层，比如由于业
务量的突然提高，导致更多锁等待，产生系统懒惰。
细化问题有一个前提，就是一定要小心不要走上错误的岔口。
在每次回答一个小问题之前，都不要过度依赖某一类的数据。
除了CPU使用率、并发数、吞吐量等指标，还包含更多的数据。
我们一定要结合关键数据分析现象，千万不要被某几条现象所迷惑。
每一次回答小问题的时候，都要仔细思考一下，有没有其他任何数据能够证明该答案是错误的。
注意，“错误”并不是笔误。
每次回答问题之前，都要去假设心中的答案是一个错误的答案，然后尝试去找数据证明这一点。
如果没有任何数据或者逻辑能够反证你的推论，这个推导才算是合格可用的。
在细化的过程中，有时候我们找不到一个完美的对比数据。
比如有的时候当DBA被交予一个陌生的系统时，领导可能拍着桌子吼“这个系统跑了两年都是好好的
，可是性能上周突然下降得很厉害，你给我把它搞定”。
这个时候，用户可能并没有该系统的历史数据来对比，那么KPI（KeyPer- formance Indicator，关键性
能指标）就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KPI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国内外无数专家在几十年的性能分析中总结出的一套相对适用于大部分
系统的性能指标。
除非一个系统被设计得相当诡异，一般来说大部分系统都可以用KPI指标进行评估。
当然，如果系统怪异到连最通常的KPI都不适用的情况下，那么这个系统的设计者估计也可以离职了
。
最通常的KPI可以说是缓冲池命中率。
相信大部分DB2DBA都听说过，就是说有百分之多少的机会，一个逻辑读会发现数据已经存在缓冲池
内部。
这里我们先不给出具体数值，在下一章中，我们会列举很多常用的KPL以及它们的用法和意义。
数据收集频率很重要，每一次数据收集前，我们都要弄清楚“从这次的收集中我们需要研究什么方向
”，以及“为什么在前一次的收集中我们没有收集到相关数据”。
我们的目标是尽量减少无效的数据收集次数，但是由于性能问题的特殊性，人们不可能通过一次收集
，就把所有可能发生性能问题的相关数据全部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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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相信本书能够为真正希望了解DB2的读者打开一扇大门，在知道不同语法命令的同时，能够深入地
理解产品本身的设计思路与问题诊断的思考过程，成为您在成长道路上的一个朋友。
　　——唐迅加拿大丰业银行资深数据库架构师徐明伟和王涛编写的这本书，注重实用，内容由浅及
深，涵盖DB2的管理、运行维护，将大量一线的实际服务和培训案例融入其中，从而将一系列相关的
分散知识点真正形成了一个知识面。
　　——王飞鹏IBM中国开发实验室DB2资深顾问作为DBA，需要的是实际操作和动手能力，而非一
些枯燥的理论分析。
本书可以作为一个绝佳的参考书，相信每位读者都会有所收获。
　　——吉训遵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首席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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