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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致力于软件业务在中国的长期发展，IBM公司于1999年在中国投资成立了中国开发中心（IBM China
Development Lab，CDL）。
在为IBM全球客户提供满足需求的软件、硬件产品，以及技术和解决方案的同时，作为IBM全球软件
资源在中国的窗口，CDL把全球先进技术引入中国，为中国软件产业与世界的交流搭建桥梁。
八年来，CDL不断吸引全球卓越的科技和管理人才，以及中国各大学府的顶尖学生、优秀工程师加入
，并积极致力于同本土合作伙伴共同建设团队，研发队伍从八年前的100多位软件工程师增至今天
的3000多位，年平均成长速度超过50%。
CDL高度重视员工培养，除各种短期或长期的培训，员工还被派往IBM在美国或其他地区的实验室，
与世界各地同仁一起工作，在工作中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式。
CDL更是将IBM全球实验室中拥有丰富经验的技术和管理人才请到中国工作，向中国员工传授经验。
庞大的资金注入，人性化的管理方式，以及对人才方面的巨大投资，对人力资本的极度重视，使中国
开发中心得以与IBM全球实验室共同成长，最终拥有一支经验丰富，训练有素的团队。
目前，CDL与全世界同步发展多项领域产品，正在为包括Information Management、WebSphere、Lotus
、Tivoli、Rational在内的所有IBM软件核心产品的研究和开发作出卓越贡献，并在SOA、数据库
、WebSphere产品系列、普及运算、Lotus Workplace Client技术及Linux系统方面取得非凡的成就，被视
为IBM全球产品的开发重心之一。
在CDL高速发展的同时，为将信息产业的最新技术尽快地转化为对中国用户有价值的解决方案，帮助
用户更有成效地开展业务，增强竞争优势，我们恪守为中国软件业与世界交流搭建桥梁的承诺，希望
将IBM全球公司几十年的技术积淀和我们的心得与大家共同分享，于是，我们选择了实力非凡、专业
创新的电子工业出版社博文视点公司作为合作伙伴，推出这一由IBM中国开发中心（CDL）的架构师
、资深软件工程师们编写的系列丛书，范围涵盖了从开发实践、测试方法、项目实践、最新技术标准
和发展趋势探讨，到先进解决方案构建、面向服务的架构的提供等诸多方面。
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把我们一线专家宝贵的经验，以及我们的见解呈现给读者，并希望无论是企业IT经
理、程序设计和开发人员、软件工程师、软件架构师，还是在校学生，或者是对计算机领域有兴趣的
人员，都能从中获取知识或者得到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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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是国内首本以DB2最新发布版本V9为依据，展示DB2最新特性的作品，综合市场需求与实践中的
案例总结，突出DB2 V9在实践中的应用。
全书共分8章，内容主要包括DB2及应用开发基础、DB2 JDBC应用开发、使用PHP开发DB2应用、DB2
v9中的pureXML、DB2．NET应用开发、DB2嵌入式SQL应用开发、DB2高级应用、DB2并发技术和性
能调整。
　　全书内容深入浅出，见解精辟，无论是用于教学还是对于从事DB2应用开发的专业人士，《DB2
V9/9.5高级应用开发》均是一本不可或缺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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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法，IBM中国软件开发中心高级工程师，毕业于清华大学，拥有10年以上软件开发经验。
从事数据库领域信息整合方面的工作，熟悉DB2内部实现、XML及信息整合的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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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使用Java语言通过JDBC接口访问DB2是DB2应用重要的开发方式。
本章作为本书的一个重点章节，从介绍Java语言和JDBC基础知识开始，向读者介绍IBM DB2 SQLJ
／JDBC驱动程序的使用方法、使用这个驱动程序开发的一些高级主题，以及有关性能优化、调试排错
的方法。
2.1  Java简介Java语言由Sun公司于1995年发布。
它很快成为计算机应用开发最流行的语言之一，从起初的消费电子开发到大型机（mainframe）应用程
序的编写都用到了Java语言，在因特网应用开发中，人们也大量使用Java语言。
随着Java语言的不断发展，Java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计算机编程语言，它己成为提供完整的企业应用解决
方案的一整套技术方案。
Java 2规范是所有Java技术的基石。
这个规范定义了Java 2的语言元素及语言的处理和执行方式，包含了从语法细节到Java虚拟机的操作方
式的所有内容。
这个规范中几个重要的特征如下。
1.面向对象的编程Java从一开始就是完全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
这就是说，Java语言是构建于类、对象这些概念之上的。
完全面向对象设计的好处在于编写的类只需开发一次，就能方便地被需要这个类功能的应用程序共享
和复用；使用面向对象设计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类继承的概念：基类用来定义所有这个类的实现中普
遍使用的基本的属性和行为，子类通过扩展基类实现新的属性或行为。
同时，子类也可以重载基类已有的属性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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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DB2 V9/9.5高级应用开发》主编管松，现为IBM中国软件开发中心企业内容管理产品（Content
Manager）开发经理，毕业于中国科学院软件所，加入IBM中国软件开发中心工作后涉及领域包
括WebSphere Commerce、主机上的DB2数据库系统等。
国内首本介绍最新DB2 V9高级应用开发的技术参考书IBM中国开发中心·技术经典呈现版本最新：系
国内首本以DB2最新发布版本为依据，展示V9最新特性的作品，对DB2应用开发人员有极高的参考价
值。
强调实践：结合市场需求与实践中的案例经验，突出DB2 V9／9.5在实践中的应用。
超一流的作者队伍：IBM院士王云担任《DB2 V9/9.5高级应用开发》技术顾问和总指导，IBM中国开发
中心一线资深工程师执笔，与读者分享采用DB2应用开发的特色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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