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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介绍了在’=;:ET85###+(9J(9裸设备环境下#\9@DS(%=Z(@S*BBS=D@<=E;]SR8<(9的逐步实现方法"
关键词!\9@DS(%=’=;5### Z(@S*BBS=D@<=E;]SR8<(9裸设备

!! Z(@S*BBS=D@<=E;]SR8<(9&Z*]’!是 \9@DS(%=以上

版本提供的数据库选件!用来实现多机共享数据库!以

保证应用的高可用性" 可以自动实现并行处理和负载

均衡!实 现 数 据 库 在 故 障 时 的 容 错 和 无 断 点 恢 复"
Z*]为大多数关键业务要求的数据库环境提供了极高

的性能和完善的纠错功能" Z*]允许群集系统或大型

并行系统中的多个节点共享同一物理数据库!可以自

动进行负载平衡$故障修复和规划停机时间!以支持高

可用性程序" Z*]显著提高了大型数据仓库和决策支

持系统的性能!通过与并行查询选件的结合!提供了节

点间的并行性和节点内的并行性!以得到更高的性能"
Z@D在 ’=;:ET85###+(9J(9裸设备环境下的实现

方法!在国内中文资料中所见不多!笔者总结了在实践

中的经验方法!供同行参考"

"!配置群集硬件

"-"最小硬件配置P系统要求

’=;:ET85###+(9J(9操作系统!升级到 +,$以上"
外置磁盘阵列!\9@DS(%=数据库系统!在每个节点服务

器上运行的实例最小有57UHW的内存支持!建议配置

7"5HW以上的物理内存"
"-5 安装共享磁盘阵列

安装 共 享 磁 盘 阵 列! 确 认 所 有 节 点 在 ’=;N
:ET85###系统的磁盘管理工具中都能看到共享磁盘"
"-$ 安装群集互连和公共网络硬件

&"’ 安装外部及内部网络适配器" 每个节点必须

确保安装至少两个以上的网络接口!一个用于公共接

口!一个用于专用接口" 在 ’=;:ET8的网络设置中设

置网络属性时!必须确保公共接口的 4,列于所有设置

的最顶部!专用接口的 4,必须列于公共接口之后" 你

可以通过执行命令=BDE;>=FP@SS来确认设置是否正确"

&5’ 设置外部和内部主机名称" 每个节点的内部

和外部主机名称!都要在 ’4.1\’+bQ\H/M+?8<(A$5M

:9=J(98M(<DMQ\+0+文件中进行标识" 例如%有两个节

点!外 部 主 机 名 为 +/Za/Z*$+/Za/ZW!内 部 主 机 名 为

+/Za/Z*-+*.$/Za/ZW-+*.!则在 Q\+0+文件中!应该

标识为%

"#-6-"$$-"!!+/Za/Z*

"#-6-"$$-5 +/Za/ZW

"#-#-#-" +/Za/Z*-+*.

"#-#-#-5 +/Za/ZW-+*.

"-6 在’4.1\’+中检查节点间互连情况

建议在群集的每个节点使用相同的本地管理员用

户名和密码!或者是有本地管理权限的域用户名和密

码"

在所有的节点执行命令 (./03+/MQ\+0b.*H/M

]f)!Q\+0b.*H/是其它所有节点的外部主机名!]

f为你计划安装\Z*]2/bQ\H/及 ’4.bQ\H/的驱动

器" 换言之!如果你计划将 \Z*]2/bQ\H/安装到 1

盘!则应该执行命令(./03+/MQ\+0b.*H/M1f)"

以上命令执行后提示(0O(DEAA@;:DEABS(<(:8RDN

D(88>RSS?)!如果你收到错误提示!必须在 ’4.1\’+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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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经验 !"#$%&$#’()*+"&+,$+
-

境中解决!直到成功为止"

5!在裸设备环境下安装配置群集软件

5-"在’4.1\’+环境下配置逻

辑驱动器

Z*]要 求 所 有 的 节 点 都 能

连接在共享磁盘阵列上未格式

化的磁盘!共享磁盘阵列应该做

成裸设备的模式" 具体方式是%
进入 ’4.1\’+磁盘管理工具!
在磁盘阵列上创建一个扩展分

区!&一 定 要 是 扩 展 分 区!否 则

\Z*]2/不会出现 Z*]选项’!在

扩展分区上创建逻辑分区!不要

分配逻辑分区的驱动器号以及

路径!不要格式化分区!依次类

推!裸设备就创建出来了" 建立

\Z*]2/数 据 库 的 基 本 表 空 间!
分区和文件相对应!如下所示%

表空间 !!!!最小文件大小要求!!文件名称

+g+0/H 6##HW! M-M:)b;@A(b8?8<(A"
3+/Z+ "5#HW M--M:)b;@A(bR8(98"
0/H, "##HW M-M:)b;@A(b<(AB"
3.1\0W+" 57#HW M-M:)b;@A(bR;:E<)8"
3.1\0W+5 57#HW M-M:)b;@A(bR;:E<)85
]’H240/ "##HW M--M:)b;@A(bDTAS=<("
/G*H,2/ "U#HW M-M:)b;@A(b(C@ABS("
4.1G V#HW M-M:)b;@A(b=;:C"
0\\2+ "5HW M-M:)b;@A(b<EES8"
1Z+g+ %#HW M-M:)b;@A(b:98?8"
GH2 7#HW M--M:)b;@A(bCAS"
\1H 5#HW M--M:)b;@A(bE:A"
c=98<DE;<9ES>=S( ""#HW M--M:)b;@A(bDE;<9ES"
+(DE;:DE;<9ES>=S( ""#HW M-M:)b;@A(bDE;<9ES5
Z(:E0O9(@:"2EF" "5#HW M--M:)b;@A(b9(:E"b"
Z(:E0O9(@:"2EF5 "5#HW M--M:)b;@A(b9(:E"b5
Z(:E0O9(@:52EF" "5#HW M--M:)b;@A(b9(:E5b"
Z(:E0O9(@:52EF5 "5#HW M--M:)b;@A(b9(:E5b5
+B>=S( 7HW M--M:)b;@A(b8B>=S("
+9JD>F "##HW M--M89JD>F

其中!字符串1Wb.*H/可以被实际的数据库名称

所代替!也 可 以 不 用!裸 设 备 的 逻 辑 分 区 标 识 符 在

’4.1\’+中标注为(M-M)" 此时只需划分表空间!文

件名称将在下一步的安装中赋予"
5-5 运行\9@DS(群集安装向导

插入 \9@DS(第一张安装 盘!运 行 ,9(=;8<@SSb9@DM
DSR8<(98(<RBMDSR8<(98(<RB-(C(!进入创建集群导航!出

现磁盘配置界面如图""

图 "!磁盘配置界面

点击(创建\9@DS(符号链接)!输入裸设备链接符

号!即5-"所提到的文件名称"
在网络选择窗口!选择(使用专用网络进行互连)!在

网络配置窗口!输入群集中每个节点的公用名及专用名!
即"-$-5节中所提到的外部及内部主机名" 逐步安装完

成后!在群集所有节点的服务选项中!将自动启动(\9@N
DS(]H+(9J=D(%=)$(\9@DS(\)d(D<+(9J=D()两项服务"
5-$ 安装Z1WH+软件

运行\9@DS(第一张安装盘下的M=;8<@SSMT=;$5M8(<N
RB-(C(!在欢迎界面点击 .(C<!出现群集节点选择界

面!选择所有节点!如果有三个或三个以上节点!只选

择本 地 节 点" 可 用 产 品 界 面! 选 择 (\9@DS(%=1@<@N
)@8()!数据 库 配 置 界 面!选 择 ( 只 安 装 软 件)!点 击

.(C<进行安装" 安装完成后!出现\9@DS(.(<]E;>=FRN
9@<=E;*88=8<@;<配置界面!选择(监听程序配置) 配置

\9@DS(数据库的监听!在所有节点上启动监听服务"

$!用\9@DS(1@<@)@8(]E;>=FR9@<=E;
*88=8<@;<!1W]*"工具创建Z@D数据库

运行 \9@DS(1@<@)@8(]E;>=FR9@<=E;*88=8<@;<!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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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9@DS(群集数据库!下一步后!会出现如图5界面"

图 5!数据库配置辅助界面

这是因为 \9@DS(群集数据库的前台服务 X+1未

启动的缘故!按照窗口提示!在所有节点上执行(]%M
E9@DS(ME9@%5M)=;MF8:D(S8<@9<)命令!启动(\9@D(SX+N
1+(9J=D()服务" 在数据库模版!选择不包括数据文件

的(.(T1@<@)@8()模版!录入全局数据库名及 +41前

缀!出现(初始化参数) 窗 口" \9@DS(数 据 库 的 其 它

参数不再讨论!在此重点注 意 数 据 文 件 的 录 入" 在

(初始化参数)窗口!(文件位置)子窗口!(服务器参

数文件名)选项!录入5-"所提到的8B>=S(表空间的文

件名(M-M8B>=S()" 下 一 步 后!出 现( 数 据 存 储 窗 口)
如图$"

图 $!数据存储窗口

在(文件目录) 位置!录入裸设备标识(M-M)!在

(文件名)位置!录入5-5所提到的文件链接名" 创建

数据库!如果进度挂在%7[%%h不动!这通常是因为

\9@DS(集群数据库启动过程中!启动第二个 Z(:E线程

故障" 可以在所有节点检查 *S<(9日志!看是否有错

误* 如 果 没 有!以 8?8:)@用 户 登 陆 +i2!,SR8!执 行

(8(S(D<! >9EAJf<O9(@:#)!查看有多少个线程是打

开的" 如果只有一个!查看日志文件&JfSEF! JfSEFN
>=S(’!是否有第二线程的日志文件存在* 如果没有!在

手工 8D9=B<8模式!执行 \Z*bQ\H/M@:A=;/:)b;@A(
LM8D9=B<8MBE8<1W]9(@<=E;-8_S的 +i2语句!创建 Z@D

数据库成功"
\9@DS(的Z@D数据库创建成功后!其管理过程比

普通\9@DS(数据库模式复杂一些!但其提供了真正的

高可用性解决方案" 各服务器共享一个数据库!在正

常运行时可以进行负载分担!无需考虑应用数据库的

人为分割" 并行服务器方式对应用完全透明!在应用

程序设计和开发的过程中无需进行特殊编程!不需重

新启动数据库核心过程!缩短了故障造成的停机时间"
所以\9@DS(公司提供的 Z@D数据库解决方案!不失为

大型数据仓库的高可用性解决方案"
以上整个过程

在 ’=;5###+(9J(9!
\Z*]2/%=环境中验

证逐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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