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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过去这些年，我一直在和各种不同的数据库打交道，见证了MySQL从一个小型的关系型数据库发
展成为各大企业的核心数据库系统的过程，并且参与了一些大大小小的项目的开发工作，成功地帮助
开发人员构建了一些可靠、健壮的应用程序。
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经验，正是这些不断累积的经验赋予了我灵感，于是有了本书。
。
这本书实际上反映了这些年来我做了哪些事情，汇集了很多同行每天可能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并给
出了解决方案。
　　MySQL数据库独有的插件式存储引擎架构使得它与其他任何数据库都不同，不同的存储引擎有着
完全不同的功能，而InnoDB存储引擎的存在使得MysQL跃入了企业级数据库领域.本书完整地讲解
了InnoDB存储引擎中最重要的一些内容.即InnoDB的体系结构和工作原理，并结合InnoDB的源代码讲
解了它的内部实现机制。
　　本书不仅介绍了InnoDB存储引擎的诸多功能和特性，而且还阐述了如何正确地使用这些功能和特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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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内目前唯一的一本关于innodb的著作，由资深mysql专家亲自执笔，中外数据库专家联袂推荐
，权威性毋庸置疑。
　　内容深入，从源代码的角度深度解析了innodb的体系结构、实现原理、工作机制，并给出了大量
最佳实践，能帮助你系统而深入地掌握innodb，更重要的是，它能为你设计和管理高性能、高可用的
数据库系统提供绝佳的指导。
注重实战，全书辅有大量的案例，可操作性极强。
　　全书首先全景式地介绍了mysql独有的插件式存储引擎，分析了mysql的各种存储引擎的优势和应
用环境；接着以innodb的内部实现为切入点，逐一详细讲解了innodb存储引擎内部的各个功能模块，
包括innodb存储引擎的体系结构、内存中的数据结构、基于innodb存储引擎的表和页的物理存储、索
引与算法、文件、锁、事务、备份，以及innodb的性能调优等重要的知识；最后深入解析了innodb存
储引擎的源代码结构，对大家阅读和理解innodb的源代码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书适合所有希望构建和管理高性能、高可用性的mysql数据库系统的开发者和dba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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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姜承尧，资深MySQL数据库专家，不仅擅长于数据库的管理和维护，还擅长子数据库的开发。
一直致力于MySQL数据库底层实现原理的研究和探索，对高性能数据库和数据仓库也有深刻而独到的
见解。
曾为MySQL编写了许多开源工具和性能扩展补丁，如广受好评的InnoDB引擎二级缓存项目。
现任久游网数据库工程部经理，曾领导并参与了多个大型核心数据库的设计、实施、管理和维护，实
战经验非常丰富。
活跃于开源数据库和开源软件领域，是著名开源社区ChinaUnixMySQL版块的版主，热衷于与网友分
享自己的心得和体会，深受社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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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索引是应用程序设计和开发的一个重要方面。
如果索引太多，应用的性能可能会受到影响；如果索引太少，对查询性能又会产生影响。
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这对应用的性能至关重要。
一些开发人员总是在事后才想起添加索引——我一直认为，这源于一种错误的开发模式。
如果知道数据的使用，从一开始就应该在需要处添加索引。
开发人员对于数据库的工作往往停留在应用的层面，比如编写SQL语句、存储过程之类，他们甚至可
能不知道索引的存在，或者认为事后让相关DBA加上即可。
而DBA往往不了解业务的数据流，添加索引需要通过监控大量的SQL语句，从中找到问题。
这个步骤需要的时间肯定是大于初始添加索引所需要的时间，并且可能会遗漏一部分索引。
当然索引不是越多越好，我曾经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某台MysQL服务器iostat显示磁盘使用率100％，
经过分析后发现，是由于开发人员添加了太多的索引。
在删除一些不必要的索引之后，磁盘使用率马上下降为20％，因此索引的添加也是有一定技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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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作者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DBA，他将自己多年在MySQL存储引擎上积累的经验融汇成了这本书，
并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实在令人敬佩。
本书内容深入且全面，像这样的书已经越来越少，像这样有研究精神的人也越来越少。
我不仅要向InnoDB的初学者推荐本书，而且还要向富有经验的DBA推荐本书，或许他们已经掌握了一
些InnoDB的应用和调优知识，但这本书能帮助他们在这个方向上再前进“一小步”。
　　——顾懿久游网COO　　SQL Server企业版的一颗CPU License要人民币贰拾多万，Oracle的Licerlse
更是按照CPU内核数计算，这样的价格不是一般的成长型企业能承受得起的，对于有海量数据存储需
求的大企业，License费用就更夸张了。
可见，MySQL在数据库市场上的重要性是勿容置疑的。
　　然而，MySQL在教育上的投入远没有Microsoft和Oracle那样多，可以参考的书不多，其中大多数
书又和帮助文档没有太多区别。
毕竟，在这个心浮气躁的年代，愿意抛开杂念一心热衷于钻研IT技术的人越来越少了，坚持下来的，
愿意花时间写书来分享自己经验的，就更少了。
David就是这少数人当中的一个，认识他有十多年了，他给我的印象就是快乐的IT人，每次有新的发现
或研究成果，都会很兴奋地与我分享。
这次，他把多年的InnoDB经验拿出来与大家分享，完全是原创哦，希望MySQL的同行多多支持！
　　——Tom SavUver玫琳凯（中国）化妆品有限公司数据库架构师　　InnoDB作为MySQL非常重要
的存储引擎之一，在MySQL的企业级应用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目前市场上介绍MySQL的书不算多，专门讲解InnoDB引擎的书更是凤毛麟角。
本书不仅剖析了InnoDB引擎的实现原理，而且结合源代码揭示了InnoDB的工作机制，是作者多年应用
经验的结晶。
作者本人不仅在MySQL企业级应用上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在数据库开发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开发
了性能不错的InnoDB引擎二级缓存项目，为开源社区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对于广大DBA和开发者而言，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只有明白了实现原理和工作机制才能
更好地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不管你是学习MySQL的新手还是能熟练使用MySQL的专家级人物，不管你是一般的应用开发人员还是
专业的MySQL DBA，如果你想从容面对在工作中遇到的InnoDB问题，想以更优化的方式使用InnoDB
引擎，想做出满足自己业务需要的InnoDB引擎特性，你一定能从本书中找到答案。
　　——杨海朝新浪网（中国）技术有限公司高级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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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InnoDB是MySQL数据库中最常用、最核心和最重要的存储引擎之一，它是为处理海量数据时仍能
获得最佳性能而设计的。
它的CPU效率可能是任何其他基于磁盘的关系数据库引擎所不能匹敌的。
MySQL与其他数据库的一个显著不同在于它特有的插件式存储引擎架构。
InnoDB作为MySQL的首选存储引擎已经被Facebook、Yahoo等很多大公司所采用并工作在其核心数据
库应用中，已经被证明是一种高性能、高并发性和高可用性的存储引擎。
几乎所有涉及大数据量的MySQL数据库应用架构都会采用，也必须采用InnoDB存储引擎。
因此，掌握InnoDB存储引擎就等于掌握了MySQL数据库的核心。
无论是DBA。
还是一般的应用开发人员，要设计和管理高性能、高可用的数据库系统，都需要理解和掌握数据库的
体系结构和内部实现。
对于所有MySQL用户而言，如果要真正用好MySQL，要让它最佳地工作，就必须先彻底地掌
握InnoDBB。
《MySQL技术内幕：InnoDB存储引擎》从源代码的角度，对InnoDB的实现原理和工作机制进行了全
面而深入的探讨，深度、广度和实践性完美结合，相信能给广大MySQL用户带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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