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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索引设计与优化》

内容概要

《数据库索引设计与优化》提供了一种简单、高效、通用的关系型数据库索引设计方法。作者通过系
统的讲解及大量的案例清晰地阐释了关系型数据库的访问路径选择原理，以及表和索引的扫描方式，
详尽地讲解了如何快速地估算SQL 运行的CPU 时间及执行时间，帮助读者从原理上理解SQL、表及索
引结构、访问方式等对关系型数据库造成的影响，并能够运用量化的方法进行判断和优化，指导关系
型数据库的索引设计。
《数据库索引设计与优化》适用于已经具备了SQL 这一关系型语言相关知识，希望通过理解SQL 性能
相关的内容，或者希望通过了解如何有效地设计表和索引而从中获益的人员。另外，《数据库索引设
计与优化》也同样适用于希望对新硬件的引入所可能带来的变化做出更好判断的资深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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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Tapio Lahdenmaki，数据库性能顾问，教授通用索引设计课程。他在IBM公司工作了三十多年，是公司
全球课程中有关DB2 (for z/OS)性能相关课程的主要作者。Michael Leach，关系型数据库顾问，已
从IBM公司退休，他拥有二十年的应用系统及数据库课程的教授经验。两位作者的文章均被翻译成了
多国语言广为传播。他们有关索引设计的方法被成功应用于许多核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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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花了2个月看完了，赞
2、总体来说因为用不上所以收获并没有那么大⋯⋯
3、内容10年前的，能与时俱进就好了；作为一个MySQL DBA，对一些Oracle、DB2相关内容不感兴
趣~
4、惊艳
5、一个小时翻了一遍；几乎没有收获，只是谈了一些索引创建的常规做法，其实一篇博客就可以讲
的更清楚。
里面各种规范化概念推演，然而并没什么用处。使用explain看一看已经能够解决一半以上的问题了。

6、是块硬骨头，需要慢慢啃，很有含金量！
7、很好的关于索引介绍的书，提供了估计查询支行时间和方法，并解释了索引对于查询效率的影响
方式，对实践和指导意义
8、书本身不错。基本上索引设计的方方面面都有涉及。互联网时代，大家都在关注大数据，大数据
的框架比比皆是，Hadoop，spark等等。越来越少的人去关注单台数据库的性能问题，动不动都横向
扩展之类的。这种环境下，我觉得反而应该去关注一些实际落地的技术，研究一下数据库原理。
9、高屋建瓴（跳过了后半部分 join 优化和一些高级公式)
10、了解三星索引，了解如何评价索引，了解如何设计三星索引，看完这本书的，或者掌握这本书中
的内容的朋友，才是优秀的DBA
11、正合适我读。
12、有点难
13、索引设计说起来简单，但DBA，开发人员能够了解清楚，深入的寥寥无几。
这本书更为关键的是有一套量化的方法，读完之后的畅快，看了才懂，强烈推荐。
另外，不要迷信什么nosql，能把存在了几十年的关系型数据库搞懂，索引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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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数据库索引设计与优化》的笔记-三星索引

        如果与一个查询相关的索引行是相邻的，或者至少足够靠近的话，那这个索引就可以被标记上第
一颗星。这最小化了必须扫描的索引片的宽度。如果索引行的顺序与查询语句的需求一致，则索引可
以被标记上第二颗星。这排除了排序操作。如果索引行包含查询语句中的所有列——那么索引就可以
被标记上第三颗星。这避免了访问表的操作，仅访问索引就可以了。对于这三颗星，第三颗通常是最
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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