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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两部分，分别来自O’Reilly的《MongoDB扩展技术》与《MongoDB开发技巧50例》两书。

　　前一部分“MongoDB扩展技术”指导大家创建一个不断增长以满足应用程序需求的MongoDB集
群，内容简明扼要，指导用户设置和使用集群存储大量数据并高效访问数据。
此外，读者还可了解如何让应用程序兼容分布式数据库系统。

　　具体的主题有：
　　通过分片设置MongoDB集群；
　　在集群中查询和更新数据；
　　操作、监控和备份集群；
　　从程序设计角度，考虑如何应对分片、配置服务器或者mongos进程停止运行的情况。

　　遵照其中建议，你很快就可通过MongoDB构建和运行一个高效的、可预测的分布式系统。

　　对于用户而言，MongoDB上手很容易，但是构建使用MongoDB的应用程序时，一些棘手的问题
便会接踵而来。
怎样权衡范式化与反范式化？
怎样处理复制
组失效的情况并进行故障恢复？
本书第二部分“MongoDB开发技巧50例”呈现了一系列的MongoDB提示和技巧，可帮助用户解决与应
用程序设计与实
现、数据安全和监控有关的各种问题。

　　内容涵盖10gen公司工程师的实际指导，并通过以下5个话题展开了论述。

　　应用设计技巧：模式设计阶段应注意的问题
　　实现技巧：基于MongoDB编写应用程序
　　优化技巧：为应用提速
　　数据安全技巧：在不牺牲太多性能的情况下，利用复制和日志保证数据安全
　　管理技巧：配置MongoDB并确保其平滑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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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适用的键 这条规则适用于任何升序排列的键值，而并不必须是时间戳。
其他例子包括obj ecrid、日期、自增主键（很可能是从其他数据库导入的）。
只要键值趋向于无穷大，你就会面临这个问题。
 2.例外 基本上，这种片键总是一个坏主意，因为它导致热点必然存在。
如果访问量不大且用一个分片就能承受所有读写，那还行得通。
当然，如果遇到一个访问量尖峰或者应用开始变得更受欢迎，那它终会停止工作并且难以修复。
除非你非常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否则不要使用升序片键。
肯定还有更好的片键存在，应该避免使用这一个。
 3.1.3随机片键 有时为了避免热点，人们会选择一个取值随机的字段来分片。
采用这种片键一开始还不错，但是随着数据量越变越大，它会变得越来越慢。
 假设我们在分片集合中存储照片的缩略图。
每个文档都包含了照片的二进制数据、二进制数据的MD5散列值，以及一段描述、拍照时间和拍照人
。
我们决定在MD5散列值上做分片。
 随着集合的增长，我们最终会得到一组均匀分布于各分片的数据块。
目前为止一切顺利。
现在，假设我们非常忙而分片2上的一个块填满并分裂了。
配置服务器注意到分片2比分片1多出了10个块并判定应该抹平分片间的差距。
这样MongoDB就需要随机加载5个块的数据到内存中并将其发送给分片1。
考虑到数据序列的随机性，一般情况下这些数据可能不会出现在内存中。
所以此时的MongoDB会给RAM带来更大压力，而且还会引发大量磁盘IO（磁盘IO总是非常慢）。
 除此以外，片键上必须有索引，因此如果选择了从不依据它进行查询的随机键，基本上可以说是“浪
费”了一个索引。
另外，考虑到每增加一个索引都会让写操作变得更慢，所以保持索引数量尽可能低也是非常重要的。
 3.1.4好片键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将访问模式也考虑进去的方案。
如果应用会规律性地访问25GB的数据，我们就希望所有的分割和迁移都发生在这25 GB数据上，而不
是随机访问数据以至于不断地有新数据被从磁盘中复制到内存里。
 因此我们希望能找到这样一个片键，它具备有良好的数据局部性（data locality）特征，但又不会因太
局部而导致热点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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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深入学习MongoDB》适合所有MongoDB用户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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