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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服务器领域，UNIX服务器毫无疑问是用户的首选，例如AIX、HP-ux等LINIX佼佼者，它代表
着UNIX深刻的技术内涵和广泛的用户基础。
同样地，Sybase是数据库领域上的技术先行者——它开发了稳健快速的数据库引擎，引导了Client
／Server计算环境，提出和应用了适应性组件结构、实施了复制化分布环境，倡导了列式存储在数据
仓库中的应用等。
　　实践上，运行在IJNIX上的Sybase数据库系统是诸多大中型系统的典型配置方式——用户得益
于UNIX高效计算和坚固支撑，受惠于Sybase的可用性保证！
　　当然，UNIX系统是很复杂的，Sybase也同样不简单。
对于任何用户而言，了解、熟悉、运用、掌握两者的平台特征和工程技术手段，需要进行大量的学习
、培训、实践以及长时间的磨练！
广大数据库用户需要一种快捷的工程参照路径和可学习资料来帮助他们构建、运行、维护乃至优化自
己的系统！
　　本书的立意即在于此！
本书以UNIX平台为工程主线，以Sybase ASE 15系列平台为实施点，描述了Sybase ASE 15.x／12.x数据库
系统的构架方法和管理内容，分析了其容灾技术方法和工程手段，综合了其系统优化的诸多做法和要
点。
　　基于上述出发点，本书力争面向工程实践，并面向用户的实际需求展开论述。
因此，本书并未刻意在学术上进行高、精、尖的探索，而是力争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把各技术要点
以最简单的形式和大家能了解的方法摆在用户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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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就是用于为大家呈现一个完整的Sybase！
本书站在服务器综合系统的角度，以工程实现为出发点，综合解析了Sybase ASE的各项构成、运行环
境的构造、在UNIX/Linux/Windows平台的环境建设特点。
同时，本书也以Sybase最新的ASE 15.5/15.0版为主，兼顾传统的ASE 12.5版，全景展现了Sybase在系统构
建和运维中的诸项技术，描述了系统可恢复性的实现，以及系统高性能运行的分析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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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认识你的服务器　　Sybase是著名的数据库产品供应商，其拳头产
品SybaseAdaptiveServerEnterprise15S12.X，与Oracle Enterprise 10g／11g、DB2UDB9.5／9.7、Microsoft SQL
Server等一起，占据了数据库界几乎全部份额。
　　本书既用来描述Sybase Adaptive Server Enterprise这样一种数据库产品，或者说技术，主要描述其构
造、运行机制、组件构成、管理方法、容灾手段和性能保证等诸多方面；同时，站在整体服务器的角
度，本书也描述了Sybase数据库所依赖的底层UNIX、Windows系统在工程实施中采用的结构框架与配
置方法。
　　在本书中，Sybase Adaptive Server Enterprise将被简称为ASE。
　　1.1　Sybase ASE时代背景　　1984年，Sybase公司成立于加利福尼亚伯克利（Berkeley），主要致
力于信息系统中分布式数据库技术的研究和探索。
针对当时关系数据库技术的不足和用户需求，Sybase提出了具有完全针对性的数据库产品设计目标：
基于客户／服务器体系结构下的应用模式、快速联机事务处理、快速与真正开放的结构和接口、真正
的分布式数据库系统。
　　1988年，Sybase真正地推出了采用客户IN务器体系结构、采用了单进程多线索机制的、可编程的
关系数据库系统。
其分布式的两层处理结构一度领先于业界，成为事实上的技术领先者。
　　随后，Sybase继续推出数据互连模块“Open Client”和“Open Server”，为不同的开发工具、数据
源和平台提供了整齐划一的开放接口，成为“那个时候”唯一在客户端、服务器端提供开放接口的数
据库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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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Sybase数据库在UNIX、Windows上的实施和管理》特色：从全局观看待Sybase构建、维护、高
可用、性能问题，多学科、多领域跨越，源于实践，应用于实践，面向工程实施，针对UNIX
及Windows全方位论述，资深系统顾问编著，与您分享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时代朝阳Trail验室
全面验证，用户支持直接使用。
许多高手都学过候老师的书。
　　读者对象：数据库系统管理人员、开发人员，主机系统管理、维护相关运维人员，立志于从事该
行业的初学者。
　　相比Oracle、DB2等数据库系统而言，Sybase略显含蓄！
曾几何时，Sybase力主了多层结构的体系潮流，将应用模式带人了一个全新的年代！
　　今天，Sybase ASE依然与甲骨文、国际商用公司等在数据库领域比肩而立，为国内用户提供着平
台支持！
　　《Sybase数据库在UNIX、Windows上的实施和管理》即以Sybase ASE 15.x／12x大型数据库系统为
主线，以其常用宿主平台如Alx、HP-UX、Solaris、Linux、Windows为参照，描述了Sybase ASE系统在
环境构架、日常管理、容灾体系、性能优化等诸多方面，并对比Oracle论述了Sybase的独到之处！
希望《Sybase数据库在UNIX、Windows上的实施和管理》会带给您切实的帮助！
　　《Sybase数据库在UNIX、Windows上的实施和管理》的成文得益于北京时代朝阳数据库技术中心
。
这是一家有着1 7年企业历史的数据库专业技术机构。
时代朝阳致力于数据库技术与服务，并建立了专业机构从事数据库方向的职业培训。
　　感谢他们提出的诸多意见和建议！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Sybase数据库在UNIX、Wind>>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