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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数据库技术主要研究如何存储、使用和管理数据，是计算机科学技术中发展最快，也是应用为最广泛
的技术之一。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数据库技术可以说已经渗透到信息技术的各个领域，成为现代计算机信
息系统和应用系统开发的一项核心技术。
作为计算机专业及信息类相关专业的核心课程，国内外已出版了大量数据库方面的教科书。
此外，还有为数更多的、与数据库技术相关的各种技术丛书。
各类技术丛书由于偏重于某方面主题，或偏重于特定的数据库系统，一般不适合作为教科书。
目前已有的数据库方面教科书，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导论、入门或基础”类，这类书适合本科入
门教育；二是较为深入的数据库实现技术介绍，这类教材以国外一些知名大学教科书的中译本占主导
，主要面向高年级本科生或研究生的提高教育。
三是面向某些数据库专门技术的专深内容介绍，适合数据库研究方向的高级研究人员或高级开发人员
使用。
本书作者从事高校研究生数据库课程教学多年。
由于没有找到满意的国内教材，之前也是选用国外某知名大学教科书的中译本作为教材。
可能由于译者需要尽可能忠实于原著，不便加入译者个人见解或修正等原因，学生总是抱怨书本内容
太艰涩，阅读或理解起来太费劲。
教师也觉得内容有些散，知识体系的主线脉络不够清晰，内容的深入与实用的结合也显得不足，从而
使内容显得抽象、难懂。
另外，由于研究生已修课程差别很大，有些学生以前可能完全没有接触过数据库方面知识，如何兼顾
这类学生也给教师选择教材和教学带来了额外的困难。
本书作者正是出于以上因素和考虑，在综合参考多本国内外数据库课程教科书和一些数据库技术丛书
的基础上，结合近些年一些较新的研究成果，编写了这本面向高等院校研究生或高年级本科生教学使
用的、难度适中的教材。
本书也适合希望深度、系统化理解和使用数据库系统的高级技术研发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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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据库技术是现代信息系统开发与应用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基础技术。
本书全面介绍数据库的基本原理、技术体系、实现方法和发展动态。
全书包括4个部分共14章。
第1部分介绍数据库系统基础，涵盖数据库技术的基本原理、体系结构和应用方面的主题；第2部分介
绍数据库系统实现，涵盖关系数据库在系统实现方面的相关主题知识；第3部分介绍对象数据及web数
据库方面的相关主题知识；第4部分涉及数据库的一些高级主题，介绍数据仓库、数据挖掘和演绎数
据库方面的相关主题知识。
　　本书概念清晰、知识体系完整，内容组织合理实用，并且适度地介绍了数据库技术的发展趋势和
最新动态。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及信息技术相关专业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的教材，同时也可作为数
据库研究和开发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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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导航层（L4）主要实现逻辑对象／记录集的导航存取。
在这个接口中，用户或高层模块通过使用各种扫描方式（如table-scan、index-scan），或通过各种赋值
操作符，在层次结构或网络的逻辑记录集中导航。
为能支持排序、连接等高级操作，本层还应具有对记录集进行动态排序的能力。
（3）记录和存取路径管理层（L3）主要实现逻辑记录（对象）到物理记录（对象）的映射。
本层中仍能看到低层的逻辑磁盘页，必须提供聚集设施和维护所有物理对象表示（即记录、一字段等
在页内的表示），以及维护像B+树、散列、内部页链表或页目录这样的存取路径结构。
本层对整个DMBS系统性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当需要处理聚集选项，或需要实现可适应基于
工作集（Wrrkload）预测制导的灵活存取路径时。
（4）传播控制层（L2）利用一个被称为DB缓冲池的专用主存区处理逻辑磁盘页读写，缓冲池被按页
大小划分为一个个页槽（或称为页面框frame）。
借助传播控制层，可为主存与辅存间传送DB被修改页提供更大的自由度，以有效减少实际的物理磁
盘I／O次数。
本层的I）BMS组件被称为缓冲区管理器。
专门负责管理这个DB缓冲池，包括将指定逻辑磁盘页读人到DB缓冲池的特定位置中，或将缓冲池中
的一些被修改页写回逻辑磁盘中。
（5）最底层（L1）被称为磁盘空间管理层。
操作对象为永久存储介质上的位模式数据，通常需要与操作系统（OS）文件管理子系统协同工作。
OS文件管理支持字节序列的流式文件R／W管理，将“读文件f的第i个字节”请求转换为“读磁盘d的
柱面c中磁道t的第m块”。
DB系统的磁盘空间管理可基于OS的文件管理来实现，将整个DB存储在一个或几个磁盘文件中。
DB磁盘管理器的任务是管理这些OS文件相关的磁盘空间，调用OS功能实现流式文件的磁盘R／W。
该层的主要目标是：实现“逻辑”磁盘页到实际磁盘块的映射，即实现以页为单位的逻辑磁盘。
具体来说，就是要实现隐藏下层硬件（包括OS文件管理）细节，支持以页为单位的数据存储，允许高
层软件认为DB数据是一系列以页为单位的磁盘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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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注重核心概念讲解和知识体系的完整性、一致性。
《高级数据库系统及其应用》的主要内容基本上可以通过“数据模型”、“DBMS体系结构及其发展
演化”这两条粗线贯穿起来，知识体系、主线脉络清晰。
提供了关于当前主流商业I）BMS实现的一定深度覆盖，弱化各种替代选项的广泛覆盖。
虽然《高级数据库系统及其应用》主体内容篇幅集中在RDBM．S的设计、调优和实现方面，然而，其
中的许多主题并不局限于RDBMS，如缓冲区管理等。
有些方法或思想稍加延伸扩展，就可应用到对象数据库系统实现，或一些其他高级特性的实现中。
注意内容的深入与实用的紧密结合。
对于以学生阅读为主的非教学部分，一方面，以概念讲解配合实例说明为主；另一方面，力求以较小
的篇幅，提供简明且翔实的主题知识。
注重反映数据库的最新技术；注重用全新的观点和视角认识新、旧问题，分析问题的本质，并给读者
留下一定的思考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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