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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Oracle是数据库领域最优秀的数据库系统之一，本书以Oracle 11g为蓝本，系统地讲解了Oracle
11g的功能和应用。

　　本书分为三大部分：恢复的原理、恢复的工具、恢复的具体步骤与实战。
第一部分能够让读者领略恢复操作的本质，是其他部分的理论基础，包括“重做日志”、“控制文件
”、“补充日志”；第二部分详细地介绍了备份/恢复数据库的工具，包括恢复管理器、恢复编录和数
据泵；第三部分以各种数据库损毁场景为例，每一章解决一组特定的问题，其中：第7～11章讨论各种
文件（控制文件、数据文件等）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后，数据库的行为特征及如何将其恢复；第12章
探讨如何将数据库恢复至以前的时间点；第13章讨论如何处理各种数据库文件在没有备份时受损的情
况；第14章全面介绍了由于人为导致错误的各种闪回技术；第15章介绍将恢复的单位缩小，精确到数
据块级别，以提高恢复效率；第16章介绍一种非常规恢复的方法——挖掘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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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目前，我们已经了解到数据库中的任何一个更改操作，比如：DML、DDL命令等均会产生
两种不同类型的数据： （1）重做记录，其目的是确保数据库具有可恢复性。
 （2）另一种是被修改的数据块本身（包括撤销数据和真正想要修改的数据），其目的是确保数据库
的持久性。
 这两类数据的临时存储地点和永久存储地点均不相同。
 重做记录记载了该更改需要修改哪些数据块及如何更改，重做记录在日志缓冲中产生，经由LGWR以
很高的频率写入在线日志，最后在线日志再由ARCn进程备份为归档日志（参考1.6节“归档重做日志
”）。
 被修改的数据块，也称脏数据块，为了达到持久保存的目的，走的是另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当重做记录写入日志缓冲之后，进程不必等待LGWR（提交操作除外），直接按照重做记录中变更矢
量的指导进行操作，从而产生了脏数据块，临时保存在内存区域——数据库缓存（Database Buffer
Cache）中。
这些数据块根据重做记录的RBA按顺序排列在一个称为检查点队列的结构中，然后由后台进程DBWn
写入数据文件，数据块从检查点队列中除名，所谓“脏”的状态随即清除，变为“干净”的，即该数
据块内存中的状态和数据文件中的状态一致，这样被修改的数据块才得以持久保存。
 可是，后台进程DBWn是以相对较慢的频率将脏数据块写入数据文件的，这是出于对数据库性能的考
虑，DBWn写的频率不可能像LGWR那样频繁。
不但如此，在数据库持久性功能的实现上，Oracle有很多规定，其中一条是：保证重做记录先于对应
的脏数据块写入持久层。
所以，令同一个更改产生的重做记录为R、脏数据块为D。
那么，在LGWR没有把R写入在线日志的情况下，Oracle是不允许：DBWn把D先行写入数据文件的。
即便是DBWn首先发出请求，也必须等待LGWR先清空日志缓冲。
 这样，数据文件的内容永远没有在线日志的内容更新得快。
也可以这样说：在数据库打开的情况下，数据文件永远比在线日志“旧”。
 为了标识数据文件“旧”到什么程度，Oracle使用了检查点。
检查点是一系列操作的集合，其最终目的是将检查点目标写入数据文件头部和控制文件，检查点目标
就是某条重做记录，以其头部中的RBA及SCN表示。
 参与检查点的进程主要包括LGWR、DBWn和CKPT，分为两大类型：完全检查点和增量检查点。
 发起一次完全检查点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1）首先，在日志缓冲中确定当前的（也就是最新的）重
做记录，提取其RBA与SCN作为检查点的目标。
 （2）LGWR清空日志缓存，将重做记录写入在线日志。
 （3）DBWn进程将检查点目标（RBA与SCN）产生的及检查点目标之前产生的脏数据块，按RBA的顺
序写入数据文件。
 （4）最后，CKPT进程将检查点目标（RBA与SCN）写入数据文件的头部和控制文件。
 这样，在数据文件头部的检查点目标（RBA与SCN）便能提供以下两个重要信息： （1）读取其中
的SCN与在线日志中重做记录的SCN比较，就可以知道该数据文件是否需要恢复。
检查点目标中的SCN简称检查点SCN。
 （2）如果该数据文件需要恢复，RBA用来表示从哪个日志中哪一项重做记录开始恢复。
检查点目标中的RBA简称检查点RBA。
 完全检查点发生的时机如下： （1）执行shutdown、shutdown normal、shutdown transactional
、shutdown immediate命令关闭数据库。
 （2）执行alter system checkpoint命令。
 （3）LGWR切换在线日志，不论是因为日志写满还是执行alter system switch logfile命令。
 （4）执行部分表空间维护命令，比如：alter tablespaceoffline｜online｜begin backup｜end backup｜read
only｜read wr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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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类完全检查点并不完整，DBWn仅将特定表空间内的所有脏数据块写回到数据文件而已。
 完全检查点还可分为高优先级（同步）和低优先级（异步）两种，比如：shutdown（除了shutdown
abort）与alter system checkpoint命令发起就是高优先级的检查点，检查点没有完成，命令不会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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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现今，无数大型的企业级应用正在使用Oracle数据库，但市场上却鲜有关于Oracle数据库恢复的专
业书籍，针对新版本的更是少之叉少。
此书的出版可谓为广大从业人员送来了一本“恢复宝典”，作者恰到好处地分配了理论和实践的内容
，不仅说明如何做，而且还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做。
相信对于各阶段及各行业的Oracle数据库管理员都会有很大的帮助，从容面对数据库的损坏将不再是
难事。
　　——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白英彩（《英汉计算机大辞典》主编，生平已被英
国IBC《世界名人录》及　　　　美国ABI《世界五千人》等辞书收录）　　作者把深奥的数据库核心
技术讲解得淋漓尽致，非常全面、实用！
根据我十多年从事Oracle系统的实施及咨询经验，关键系统的数据如果发生灾难事故，不仅DBA将面
临巨大的身心压力，而且还有可能发生管理层与单位的危机。
每当那一刻发生时，人们都迫切希望有一个“英雄”能挺身而出拯救这一切，不管你想不想或者被迫
当这个“英雄”，如果深刻领悟、掌握了本书所讲的知识与技能，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临危不惧、从
容应对！
　　——Oracle公司资深产品技术顾问刘勇　　　　学习Oracle，只有了解了其内在原理，才能更好地
使用Oracle。
本书作者正是深入浅出、恰到好处地讲解了Oracle备份与恢复的原理及备份恢复工具的使用方法，相
信读者在熟读本书并掌握本书的内容后，一定会更加灵活地使用Oracle备份恢复工具，制订合理的备
份方式及策略，举重若轻地处理可能造成数据丢失的各种险境。
　　——Oracle认证数据库大师李鑫（曾担任Oracle公司资深技术支持）　　　　作为作者曾经的学员
，Oracle大家庭的同事及朋友，非常欣喜地能看到此书的出版，本书的理论知识深入浅出。
示例丰富且具有很强的操作实用性，凝聚了作者多年的实践经验和教学理论，读者通过阅读本书能真
正掌握专业的Oracle数据库备份恢复的知识和技巧。
　　——Oracle公司资深渠道技术顾问谢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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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Oracle是数据库领域最优秀的数据库系统之一，《临危不惧:Oracle 11g数据库恢复技术》以Oracle 11g为
蓝本，系统地讲解了其中的数据库恢复技术。
还适合数据库工程师阅读，也可作为相关培训班的培训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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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现今，无数大型的企业级应用正在使用Oracle数据库，但市场上却鲜有关于Oracle数据库恢复的专业书
籍，针对新版本的更是少之叉少。
此书的出版可谓为广大从业人员送来了一本“恢复宝典”，作者恰到好处地分配了理论和实践的内容
，不仅说明如何做，而且还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做。
相信对于各阶段及各行业的Oracle数据库管理员都会有很大的帮助，从容面对数据库的损坏将不再是
难事。
 ——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白英彩（《英汉计算机大辞典》主编，生平已被英国IBC
《世界名人录》及美国ABI《世界五千人》等辞书收录） 作者把深奥的数据库核心技术讲解得淋漓尽
致，非常全面、实用！
根据我十多年从事Oracle系统的实施及咨询经验，关键系统的数据如果发生灾难事故，不仅DBA将面
临巨大的身心压力，而且还有可能发生管理层与单位的危机。
每当那一刻发生时，人们都迫切希望有一个“英雄”能挺身而出拯救这一切，不管你想不想或者被迫
当这个“英雄”，如果深刻领悟、掌握了本书所讲的知识与技能，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临危不惧、从
容应对！
 ——Oracle公司资深产品技术顾问 刘勇 学习Oracle，只有了解了其内在原理，才能更好地使用Oracle
。
本书作者正是深入浅出、恰到好处地讲解了Oracle备份与恢复的原理及备份恢复工具的使用方法，相
信读者在熟读本书并掌握本书的内容后，一定会更加灵活地使用Oracle备份恢复工具，制订合理的备
份方式及策略，举重若轻地处理可能造成数据丢失的各种险境。
 ——Oracle认证数据库大师李鑫（曾担任Oracle公司资深技术支持） 作为作者曾经的学员，Oracle大家
庭的同事及朋友，非常欣喜地能看到此书的出版，本书的理论知识深入浅出。
示例丰富且具有很强的操作实用性，凝聚了作者多年的实践经验和教学理论，读者通过阅读本书能真
正掌握专业的Oracle数据库备份恢复的知识和技巧。
 ——Oracle公司资深渠道技术顾问 谢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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