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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为什么要写这本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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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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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有了这本书。
这本书实际上反映了这些年来我做了哪些事情，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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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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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不仅讲述了InnoDB存储引擎的诸多功能和特性，还阐述了如何正确地使用这些功能和特性，更重
要的是，还尝试了教我们如何Think Different。
Think Different是20世纪90年代苹果公司在其旷日持久的宣传活动中提出的一个口号，借此来重振公司
的品牌，更重要的是，这个口号改变了人们对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的看法。
需要注意的是，苹果的口号不是Think Differently，是Think Different，Different在这里做名词，意味该思
考些什么。
很多DBA和开发人员都相信某些“神话”，然而这些“神话”往往都是错误的。
无论计算机技术发展的速度变得多快，数据库的使用变得多么简单，任何时候Why都比What重要。
只有真正理解了内部实现原理、体系结构，才能更好地去使用。
这正是人类正确思考问题的原则。
因此，对于当前出现的技术，尽管学习其应用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应当正确地理解和使用这些技
术。
关于本书，我的头脑里有很多个目标，但最重要的是想告诉大家如下几个简单的观点：不要相信任何
的“神话”，学会自己思考；不要墨守成规，大部分人都知道的事情可能是错误的；不要相信网上的
传言，去测试，根据自己的实践做出决定；花时间充分地思考，敢于提出质疑。
当前有关MySQL的书籍大部分都集中在教读者如何使用MySQL，例如SQL语句的使用、复制的搭建的
、数据的切分等。
没错，这对快速掌握和使用MySQL数据库非常有好处，但是真正的数据库工作者需要了解的不仅仅是
应用，更多的是内部的具体实现。
MySQL数据库独有的插件式存储引擎使得想要在一本书内完整地讲解各个存储引擎变得十分困难，有
的书可能偏重对MyISAM的介绍，有的可能偏重对InnoDB存储引擎的介绍。
对于初级的DBA来说，这可能会使他们的理解变得更困难。
对于大多数MySQL DBA和开发人员来说，他们往往更希望了解作为MySQL企业级数据库应用的第一
存储引擎的InnoDB，我想在本书中，他们完全可以找到他们希望了解的内容。
再强调一遍，任何时候Why都比What重要，本书从源代码的角度对InnoDB的存储引擎的整个体系架构
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讲解，剖析了InnoDB存储引擎的核心实现和工作机制，相信这在
其他书中是很难找到的。
第1版与第2版的区别本书是第2版，在写作中吸收了读者对上一版内容的许多意见和建议，同时对于最
新MySQL 5.6中许多关于InnoDB存储引擎的部分进行了详细的解析与介绍。
希望通过这些改进，给读者一个从应用到设计再到实现的完整理解，弥补上一版中深度有余，内容层
次不够丰富、分析手法单一等诸多不足。
较第1版而言，第2版的改动非常大，基本上重写了50%的内容。
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希望读者能够在阅读中体会到。
本书增加了对最新MySQL 5.6中的InnoDB存储引擎特性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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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QL 5.6版本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更新，InnoDB存储引擎更是添加了许多功能，如多线程清理线
程、全文索引、在线索引添加、独立回滚段、非递归死锁检测、新的刷新算法、新的元数据表等。
读者通过本书可以知道如何使用这些特性、新特性存在的局限性，并明白新功能与老版本InnoDB存储
引擎之间实现的区别，从而在实际应用中充分利用这些特性。
根据读者的要求对于InnoDB存储引擎的redo日志和undo日志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读者应该能更好地理解InnoDB存储引擎事务的实现。
在undo日志分析中，通过InnoSQL自带的元数据表，用户终于可对undo日志进行统计和分析，极大提
高了DBA对于InnoDB存储引擎内部的认知。
对第6章进行大幅度的重写，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InnoDB存储引擎特有的next-key locking算法，并且通
过分析锁的实现来了解死锁可能产生的情况，以及InnoDB存储引擎内部是如何来避免死锁问题的产生
的。
根据读者的反馈，对InnoDB存储引擎的insert buffer模块实现进行了更为详细的介绍，读者可以了解其
使用方法以及其内部的实现原理。
此外还增加了对insert buffer的升级版本功能——change buffer的介绍。
读者对象本书不是一本面向应用的数据库类书籍，也不是一本参考手册，更不会教你如何在MySQL中
使用SQL语句。
本书面向那些使用MySQL InnoDB存储引擎作为数据库后端开发应用程序的开发者和有一定经验
的MySQL DBA。
书中的大部分例子都是用SQL语句来展示关键特性的，如果想通过本书来了解如何启动MySQL、如何
配置Replication环境，可能并不能如愿。
不过，在本书中，你将知道InnoDB存储引擎是如何工作的，它的关键特性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以及
如何正确配置和使用这些特性。
如果你想更好地使用InnoDB存储引擎，如果你想让你的数据库应用获得更好的性能，就请阅读本书。
从某种程度上讲，技术经理或总监也要非常了解数据库，要知道数据库对于企业的重要性。
如果技术经理或总监想安排员工参加MySQL数据库技术方面的培训，完全可以利用本书来“充电”，
相信你一定不会失望的。
要想更好地学习本书的内容，要求具备以下条件：掌握SQL。
掌握基本的MySQL操作。
接触过一些高级语言，如C、C++、Python或Java。
对一些基本算法有所了解，因为本书会分析InnoDB存储引擎的部分源代码，如果你能看懂这些算法，
这会对你的理解非常有帮助。
如何阅读本书本书一共有10章，每一章都像一本“迷你书”，可以单独成册，也就说你完全可以从书
中任何一章开始阅读。
例如，要了解第10章中的InnoDB源代码编译和调试的知识，就不必先去阅读第3章有关文件的知识。
当然，如果你不太确定自己是否已经对本书所涉及的内容完全掌握了，建议你系统性地阅读本书。
本书不是一本入门书籍，不会一步步引导你去如何操作。
倘若你尚不了解InnoDB存储引擎，本书对你来说可能就显得沉重一些，建议你先查阅官方的API文档
，大致掌握InnoDB的基础知识，然后再来学习本书，相信你会领略到不同的风景。
为了便于大家阅读，本书在提供源代码下载（下载地址：www.hzbook.com）的同时也将源代码附在了
书中，因此占去了一些篇幅，还请大家理解。
勘误和支持由于作者对InnoDB存储引擎的认知水平有限，再加上写作时可能存在疏漏，书中还存在许
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在此，欢迎读者朋友们指出书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指导性意见，不甚感谢。
如果大家有任何与本书相关的内容需要与我探讨，请发邮件到jiangchengyao@gmail.com，或者通过新
浪微博@insidemysql与我联系，我会及时给予回复。
最后，衷心地希望本书能给大家带来帮助，并祝大家阅读愉快！
致谢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朋友的热心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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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感谢Pecona公司的CEO Peter Zaitsev和CTO Vadim Tkachenko，通过和他们的不断交流，使我
对InnoDB存储引擎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同时知道了怎样才能正确地将InnoDB存储引擎的补丁应用到
生产环境。
其次，要感谢网易公司的各位同事们，能在才华横溢、充满创意的团队中工作我感到非常荣幸和兴奋
。
也因为在这个开放的工作环境中，我可以不断进行研究和创新。
此外，我还要感谢我的母亲，写本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这本书还想传达一些思想，在这个过
程中我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感谢她在这个过程中给予我的支持和鼓励。
最后，一份特别的感谢要送给本书的策划编辑杨福川和姜影，他们使得本书变得生动和更具有灵魂。
此外还要感谢出版社的其他默默工作的同事们。
姜承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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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MySQL技术内幕:InnoDB存储引擎(第2版)》由国内资深MySQL专家亲自执笔，国内外多位数据库专
家联袂推荐。
作为国内唯一一本关于InnoDB的专著，《MySQL技术内幕:InnoDB存储引擎(第2版)》的第1版广受好
评，第2版不仅针对最新的MySQL 5.6对相关内容进行了全面的补充，还根据广大读者的反馈意见对第1
版中存在的不足进行了完善，《MySQL技术内幕:InnoDB存储引擎(第2版)》大约重写了50％的内容。
《MySQL技术内幕:InnoDB存储引擎(第2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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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管理高性能、高可用的数据库系统提供绝佳的指导。

《MySQL技术内幕:InnoDB存储引擎(第2版)》一共10章，首先宏观地介绍了MySQL的体系结构和各种
常见的存储引擎以及它们之间的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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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现原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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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与恢复，以及InnoDB的
性能调优等重要的知识；最后对InnoDB存储引擎源代码的编译和调试做了介绍，对大家阅读和理
解InnoDB的源代码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MySQL技术内幕:InnoDB存储引擎(第2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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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Jiang），资深MySQL数据库专家，擅长于数据库的故障诊断、性能调优、容灾处理、
高可用和高扩展研究，同时一直致力于MySQL数据库底层实现原理的研究和探索。
此外，对高性能数据库和数据仓库也有深刻而独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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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任网易杭州研究院技术经理一职，负责MySQL数据库的内核开发，参与设计与开发MySQL数据库在
网易云环境中的应用。
曾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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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跃于开源数据库以及开源软件领域，是著名开源社区ChinaUnix MySQ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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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本书外，他还撰写了《MySQL技术内幕：SQL编程》，是本书的姊妹篇，颇受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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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traBackup3688.5.3 XtraBackup实现增量备份3708.6 快照备份3728.7 复制3768.7.1 复制的工作原理3768.7.2 
快照+复制的备份架构3808.8 小结382第9章 性能调优3839.1 选择合适的CPU3839.2 内存的重要性3849.3 
硬盘对数据库性能的影响3879.3.1 传统机械硬盘3879.3.2 固态硬盘3879.4 合理地设置RAID3899.4.1 RAID
类型3899.4.2 RAID Write Back功能3929.4.3 RAID配置工具3949.5 操作系统的选择3979.6 不同的文件系统
对数据库性能的影响3989.7 选择合适的基准测试工具3999.7.1 sysbench3999.7.2 mysql-tpcc4059.8 小结410
第10章 InnoDB存储引擎源代码的编译和调试41110.1 获取InnoDB存储引擎源代码41110.2 InnoDB源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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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41310.3 MySQL 5.1版本编译和调试InnoDB源代码41510.3.1 Windows下的调试41510.3.2 Linux下的调
试41810.4 cmake方式编译和调试InnoDB存储引擎42310.5 小结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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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MySQL技术内幕:InnoDB存储引擎(第2版)》编辑推荐：畅销书全新升级，第1版广获好评，资深专家
撰写，国内外数据库专家联袂推荐，基于MySQL 5.6，从存储引擎内核角度对InnoDB的核心实现和工
作机制进行深入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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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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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是让人敬佩。
本书内容深入且全面，像这样有内容的书已经越来越少，像这样有研究精神的人也越来越少。
我不仅要向InnoDB的初学者推荐这本书，而且还要向富有经验的DBA推荐这本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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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SQL Server企业版的一颗CPU License要人民币20多万，Oracle的Licen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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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容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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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很兴奋地跟我分享。
这次，他把多年的InnoDB经验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完全是原创，希望MySQL的同行多多支持！
——Tom Sawyer 玫琳凯（中国）化妆品有限公司数据库架构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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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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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