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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40年来，事务处理一直是一项重要的软件技术。
运输业、金融业、零售业、电信业、制造业、政府部门和军事等各个领域的大型企业都完全依赖事务
处理应用程序来完成电子预定服务、银行业务、证券交易、订单处理、音乐和视频服务、运货跟踪、
政府服务、电话交换、库存控制以及指挥与控制等功能。
很多大型的硬件和软件供应商，例如IBM、HP、Oracle、Microsoft、Dell、Red Hat和EMC，其收益的
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事务处理系统。
事务处理产品和服务的销售额每年高达几百亿美元。
作为消费者，我们每天都在使用这一技术来取款、购买燃气、租影碟及网上购物。
事务处理系统的工作原理具体是怎样的呢？
这一问题曾经只有商用数据处理领域的计算机专业人员感兴趣。
但是现在随着事务处理在经济领域的广泛使用，各个领域的工程师们都对此有兴趣。
尽管如此，专业人员却难以找到可读性强的、技术内容充实的、介绍这一复杂技术的书籍。
而本书填补了这一空白。
一  绝大多数大规模事务处理系统的软件环境都基于事务中间件，事务中间件有助于将很多软件组件
联合起来。
这些组件包括驱动Web浏览器和其他设备的前端应用程序，将请求路由到能够运行它们的服务器的中
间层应用程序，以及执行事务逻辑的服务器应用程序。
常见的事务中间件包括IBM的CICS、Microsoft的.NET. Enterprise Services，以及Java：Enterprise Edition产
品，如IBM Web Sphere Application Server、Oracle的Web Logic Servei和Red Hat的JBoss. Application Server
。
本书的前半部分着重介绍事务中间件技术。
对很多软件工程师而言，事务中间件在技术上比较晦涩难懂，此技术是他们不太熟悉的一种软件粘合
剂，需要用到的技术似乎不只是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通信系统和应用程序设计语言。
本书通俗地介绍了事务中间件，解释了事务中间件对事务处理系统的性能、安全性、可扩展性、可用
性、可管理性和易使用性所起的作用。
本书的前半部分详细地介绍了事务中间件，包括事务中间件为应用程序编程人员提供的特性，以及如
何构造事务中间件来提供这些特性。
事务抽象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数据库系统实现的。
数据库系统确保每个事务作为一个整体而执行，确保每个事务不受其他事务的干扰，确保每个事务生
成的结果在硬件和软件发生故障的情况下能够保留下来。
此行为是通过锁定、写日志、通信协议和复制等技术实现的。
这些技术是本书后半部分的主题。
本书介绍事务处理，旨在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包括以下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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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外计算机科学经典教材：事务处理原理（第2版）》为从事于应用程序开发、产品评估、系
统设计、数据库管理和产品工程化等工作的各类人员提供了清晰、简明的指导。
可帮助读者理解事务处理系统的内部情况，并描述了它们的工作原理以及如何最佳地使用它们。
包括应用服务器的体系结构、事务通信范式，以及事务故障和系统故障的恢复机制。
　　书中第1版发行以来的这些年，事务处理系统的使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电子商务已经成为业务数据处理投资的主要焦点。
例如，网上银行和网上股票购买、eBay}8卖，以及企业数据库管理。
新的标准、新的技术和产品，以及新的语言允许Web服务、REST．／HTTP禾oSOA成为企业应用程序
设计的主导风格。
借助于《国外计算机科学经典教材：事务处理原理（第2版）》及其丰富的示例，读者能够开发、集
成、部署和管理最高水准的事务处理应用程序。
为系统专业人员完整地修订了经典的非数学事务处理参考文献内容进行了更新，重点放在通过互联网
进行事务处理的需求上——这是通过Web服务器、SOA以及重要的TP技术和标；隹进行的业务数据处
理投资的重点内容保留了第l版实用、深入和全面的技术基础，并对所有主题进行了扩展，包括事务中
间件、业务流程管理、事务同步和数据库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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