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SQL Server 2012实施与管�>>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SQL Server 2012实施与管理实战指南>>

13位ISBN编号：9787121194993

10位ISBN编号：7121194996

出版时间：2013-3

出版时间：电子工业出版社

作者：俞榕刚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SQL Server 2012实施与管�>>

内容概要

《SQL Server 2012实施与管理实战指南》主要面向对Microsoft SQL Server有一定基础的数据库系统管理
人员和开发人员，针对他们在日常工作中可能遇到的种种困扰提出解决方案。
《SQL Server 2012实施与管理实战指南》讨论的主题是面向实践，解决用户开发和使用SQL Server过程
中常见的经典问题。
在每个章节里，都会基于这个主题从经常遇到的问题入手，描述其表现形式，介绍其背后的运行机理
与基本理论知识，介绍搜集和分析问题日志的方法，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可选手段。
《SQL Server 2012实施与管理实战指南》所包含的案例分析都来源于真实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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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海蔚，于2000年加入微软亚太区全球技术支持中心企业支持部数据库开发支持组。
十多年来一直从事SQL Server的高端技术支持，曾先后担任支持工程师、技术主管和部门经理。
服务的客户包括亚太区的大型企业、微软合作伙伴和开发人员。
接触的企业级客户遍布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
擅长处理SQL Server企业应用实施、性能调优和日常管理中的棘手问题，经验丰富。
 王佳毅，微软亚太区全球技术支持中心企业支持部数据库开发支持组资深支持专家。
负责SQL Server 2000／2005／2008／2008R2／2012的技术支持工作。
专注于SQL Server的高可用性方案部署、系统的稳定性维护及性能调优等。
曾为中国、东南亚地区及澳大利亚的多家大型企业、政府和金融机构提供现场或远程的部署支持及性
能调优服务。
在微软公司专注于技术支持工作8年，是实践经验丰富的专家级工程师。
 朱桦，曾任微软SQL Server技术支持工程师，现任微软数据库技术支持组技术主管。
在加入微软的6年中，一直致力于为全球客户与合作伙伴提供SOL Server的技术支持、咨询和培训服务
。
在SQL Server的高可用性解决方案、连接认证、安全保护和性能调优等领域，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作为微软SQL Server 2012内部讲师，对于SQL Server 2012也有着非常前沿的认知和了解。
 俞榕刚，微软亚太区全球技术支持中心数据库开发支持组技术支持专家。
在微软Server产品研发组和技术支持部门都工作过，所以对SQL Server产品了解比较透彻，并且熟悉客
户的实际需求。
擅长SQL Server客户端编程、性能瓶颈和语句调优、安装和升级、群集、镜像、日志传输。
曾为上千个客户提供技术支持，获得很好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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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3.3 日志传送作业的执行间隔 日志传送是利用SQL Server Agent来执行备份还原的
作业，从而达到主副数据库同步的目的。
由于作业是每隔一定的时间间隔才被SQL Server Agent触发的，因此主副数据库的同步也不是实时的。
它们之间会有一定程度的延迟。
这是日志传送技术的一个重要特征。
如果发生灾难，这部分延迟可能会带来数据丢失。
 日志传送的主副数据库同步的延迟到底会有多长呢？
这是由备份作业、复制作业和还原作业的运行间隔决定的。
不过，用户所关心的最大数据损失量仅是由备份作业运行的间隔所决定的。
例如，上述3个作业的执行间隔都被设置为15分钟，那么主副数据库之前同步的延迟会在15～45分钟之
间。
但是，只要日志被成功备份下来，无论之后复制和还原操作会延迟多长时间，日志备份始终在那里，
最终都会被还原到辅助数据库中。
最大的数据丢失是从最后一次成功的日志备份开始到数据库发生异常这段时间范围内的所有数据变化
。
因此，对于备份间隔是15分钟日志传配置，最坏情况下就是损失15分钟内的数据。
 你可以根据所能接受的最大数据损失量来指定备份作业的执行间隔。
对于非常繁忙的OLTP系统，建议适当地缩短备份间隔。
这样除了可以减小数据库发生异常后的数据的损失量，还可以有效地控制主数据库的日志文件大小，
防止由于没有及时截断日志而导致日志文件太大的问题。
 但是，无论怎么减小备份作业执行的间隔，日志传送是永远无法保证两个数据库是完全同步的。
SQL Server允许的作业执行最小间隔是10秒，因此理论上你至少会有10秒的数据损失。
此外，将备份间隔设置的太小也会给主服务器带毒额外的负担，一定程度上影响数据库的性能。
如果你追求的是零数据损失的灾备方案，日志传送并不适合你。
 在给定的辅助服务器上，用户可以让复制作业和还原作业使用和主服务器的备份作业一样的执行间隔
，并且控制复制作业和还原作业开始执行的时间，让复制作业尽可能紧随着备份作业完成后执行，让
还原作业紧随着复制作业完成后执行。
这样，每个日志备份被创建后可以立即将其复制和还原。
这有助于减少在主服务器出现故障之后使辅助服务器上线所需的修复时间。
 相反，用户也可以有意地延迟复制作业和还原作业，或者把复制作业和还原作业的执行间隔设置为远
大于备份作业的执行间隔。
这样做可以延迟将事务日志备份恢复到辅助数据库。
该延迟提供了一个时间间隔。
在这个时间间隔内，用户可以响应主服务器上发生的异常或故障。
这对于处理严重的用户错误是很有用的。
比如说，如果用户错误地删除了某张表或表中的某些行，并且管理员知道误操作的时间，他就可以立
刻暂停复制和还原作业，不让误操作被同步到辅助数据库上。
然后，手动地将包含错误操作的日志备份复制到辅助服务器上，并使用restore database命令中的stop at
参数将数据库在辅助服务器上还原到误操发生前的状态。
此后，管理员可以选择切换数据库的角色，让辅助数据库上线运行，或者选择导出主数据库上已经丢
失的数据将其导回主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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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SQL Server 2012实施与管理实战指南》编辑推荐：读者既可以把这本书作为一部进阶学习的参考书
籍，更深入地理解SQL Server的原理和运行规律；也可以把这本书作为一本工具书，在遇到问题时查阅
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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