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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Oracle Database 11g RAC手册（第2版）》根据OracleACE提供的专家指导来管理动态的企业级计
算基础设施。
《OracleDatabasellgRAC手册（第2版）》进行了全面修订与更新，涵盖了最新的工具和功能。
通过阅读《Oracle Database 11g RAC手册（第2版）》可以知道如何准备硬件、部署OracleRAC、优化数
据完整性和集成无缝故障转移保护。
在这本内容广泛的OracleRAC手册中还讨论了故障排除、性能调优和应用程序开发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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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戈帕拉克里希南（K Gopalakrishnan） 译者：贾洪峰 梁涛 郭绍明  戈帕拉克里希南（K
Gopalakrishnan），最佳畅销书Oracle Wait Interface:A Practical Guide to Performance Diagnostics＆Tuning
（2004年由Oracle Press/McGraw-Hill出版）的作者，被Oracle Magazine评为“2005年度Oracle Author”。
他还编写了Oracle Database，10g Real Application Clusters Handbook（2006年由Oracle Press/McGraw-Hill
出版）一书，曾在多份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被Oracle技术网络（OTN）确认为Oracle ACE。
Gopal设计和实现了这个星球上几个最庞大、最繁忙的数据库，在超大型联机事务数据库的性能管理
与调优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他的核心能力之一就是设计和部署可伸缩数据库解决方案体系结构，实现最佳性能、高可用性和可管
理性。
Gopal是Oracle RAC和Database Internals方面公认的专家，他利用自己渊博的专业知识解决了世界各地许
多棘手的性能问题，客户涉及5大洲30多个国家的电信巨头、银行、金融机构和大学。
Gopal目前在Oracle公司从事“工程系统服务”，主要围绕“Oracle Exadata数据库计算机”和“真正应
用集群”提供体系结构设计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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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1.5 构建冗余组件 如果能够在技术栈的多个层中都提供可用性，就有可能实现高
可用性。
包含一些可以降低或消除SPOF的冗余组件是实现高可用性的关键。
例如，在每台连接到SAN的服务器中，通常都会有一个以上的主机总线适配器（HBA，一种用于与远
程磁盘进行通信的控制器）。
 这些HBA又能够连接到两台或多台网络适配器交换机，SAN本身就是连接到这些交换机的。
这样，当一个HBA甚至一台网络交换机发生故障时，也不会让服务器和服务器上托管的应用程序停机
。
多主机托管（multihosting，能够将多个主机连接到一个磁盘集的功能）和多路径连接（multipathing，
能够通过多条路径将单个主机连接到其磁盘集的功能）是向这种HBA系统中引入冗余的常见方法。
 软件层也存在冗余组件。
例如，可以在多台Web服务器之前设置一个负载均衡器作为前端，将所有Web请求都引导到一个Web
服务器组。
在这种情况下，当一台Web服务器发生故障时，已有连接会迁移到仍在正常运行的Web服务器上，负
载均衡器将新的请求连接到这些仍在正常运行的Web服务器。
 但是，冗余并非局限于硬件和软件。
冗余还包括在框架中构建物理元件、环境元件及其他元件。
大多数重要的互联网数据中心或互联网交换点，现在都拥有电源、空调和其他因素的完整冗余，从而
在其中任何一个资源发生故障时，都不会影响到系统的运行。
 例如在纽约市，出于战略考虑在原世贸中心综合楼上设置了两个电信系统，每个高塔中设置一个，当
时的假设是这两个建筑物同时倒塌的几率接近于零。
但是，事实证明这个假设是错误的。
现在，公司在构建冗余数据中心时会在地理上将其分隔在州界甚至国界的两侧，以避免自然灾害或其
他灾难事件。
暗光纤的可用性以及诸如密集波分复用（Dense Wavelength Division Multiplexers，DWDM）等技术的发
展使这种冗余方法成为可能。
 网络层中的冗余是通过一个机架中的冗余硬件引擎、通过多个机架的冗余网络或者两者的组合实现的
。
如果从服务器的角度发现有一个路由器不可用，那么诸如ICMP路由发现协议（IRDP）、Cisco的热备
份路由协议（HSRP）和虚拟路由冗余协议（VRRP）等主机协议可以帮助选择要到达的最佳下一跳路
由器。
在路由级别，无停止转发（NSF）协议套件与毫秒计时器结合使用，缩短了在主硬件交换引擎发生故
障时的故障时间或转换时间。
 在传输级别，物理层冗余可以通过SDH/SONET自恢复来实现，当光纤链路发生故障时，这种机制可
以在一条替代路径上恢复通信流量。
在2000年初，一家重要的传输供应商在其美国海岸之间的远程传输网络中出现了光纤中断，它通过欧
洲重新路由通信流量，大多数终端用户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这一重新路由情况。
 另外，现在还有可能通过Oracle RAC提供冗余数据库服务，在后续章节中将会对此进行详细说明。
现在只要知道以下事实就足够了：要在组织中提供高可用性，数据库服务中的冗余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而Oracle RAC使这种冗余成为可能。
 当然，向系统中添加冗余也会增加其成本和复杂度。
我们希望本书包含的内容可以帮助读者理解这种复杂度，并降低对管理这种复杂环境产生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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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Oracle Database 11g RAC手册(第2版)》根据Oracle ACE提供的专家指导来管理动态的企业级计算基础
设施。
《Oracle Database 11g RAC手册(第2版)》进行了全面修订与更新，涵盖了最新的工具和功能。
通过阅读《Oracle Database 11g RAC手册(第2版)》可以知道如何准备硬件、部署Oracle RAC、优化数据
完整性和集成无缝故障转移保护。
在这本内容广泛的Oracle RAC手册中还讨论了故障排除、性能调优和应用程序开发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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