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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安全平台 

客户数据库服务器 

性能信息 

远程性能管理及优化团队 

性能管理专家 

性能优化专家 客户应用服务器 

现场服务支持 

agent�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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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性能管理或性能监控软件的AGENT部署在对象服务器上，AGENT搜集到的监控信息，可以存储
在云服务平台中的知识库中，工程师通过访问知识库实现性能管理和优化。 

控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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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ent 

搜集各种性能指
标、SQL语句、
其执行计划，及
日志信息。 



Chapter 03 

可以秒单位实时搜集和分
析性能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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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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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索引设计及应用步骤 

  
 

1) 全面搜集表的读取类型（搜集SQL语句并解析） 

2) 选定索引列对象和统计分析其数据分布 

3) 统计列使用频次及运算符 

4) 组合索引列选择及列顺序设计 

5) 模拟和测试 

6) 调整部分SQL语句 

7) 索引部署及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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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 , à AP
(SQL), AP(PLAN)  

  
 Setup 

收集,分析 

Dictionary  

D-00 

D-02 

D-03 

Index Design 
(AS-IS Index) 

Index Design 

D-11 

D-10 

Index Design 
(Access Path) 

Index Design 
(SQL) 

Index Design 
(Wizard) 

D-12 

D-13 

D-14 

TO-BE Index 
Naming 

D-15 

D-01 

Creation SQL Tuning Guide 

D-16 

TO-BE   Ac
cess Path  ( ) 

确定优化对象 
D-30 

D-31 

 Access Path  
TO-BE Index ( ) 

D-32 

初期构建时执行 

有可能不执行 

Index , ,  

应用, 评测 

SQL  

D-20 

D-22 

D-21 

 

D-23 

在系统上线初期优化之后也
要反复进行优化作业 

反复 执行 

AS-is to-be 索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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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COUNT( * ) 

FROM T_SHOP_INOUT X, 

         T_SHOP_INOUT_DETAIL Y, 

         T_ITEM A 

WHERE X.INOUT_NO = 'N1267578‘             --- (1) 

  AND X.INOUT_NO = Y.INOUT_NO             --- (2) 

  AND Y.ITEM_ID = A.ITEM_ID                     --- (3) 

ORDER BY Y.PACKING_UNIT_NO, Y.SERIAL_NO 

Access Path (SQL) 

TO-BE Index Design 

 T_SHOP_INOUT 

 : INOUT_NO (=J), INOUT_NO(=)     ß (1),(2) 

INOUT_NO

 Access Path. 

 T_SHOP_INOUT_DETAIL 

 : INOUT_NO (=J), ITEM_ID(=J)        ß (2),(3) 

INOUT_NO, ITEM_ID Access

 Path.  

 T_ITEM 

 : ITEM_ID (=J)                              ß (3)  

 

Sample SQL 

T_SHOP_INOUT : INOUT_NO  

è  INOUT_NO            

T_SHOP_INOUT_DETAIL : INOUT_NO, ITEM_ID .  T_SHOP_INOUT 

 INOUT_NO .  

è  INOUT_NO  

T_ITEM : T_SHOP_INOUT_DETAIL  ITEM_ID .  

è ITEM_ID              

 

Index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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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_NO, ARR_DT(B) 

CUST_NO, PRICE_STD 

PRICE_STD, BNK_CD 

BNK_CD, SND_CD, ARR_DT(L) 

PRICE_STD, ARR_DT(B) 

BSE_CRD_NO, ACT_NO, PRICE_STD 

BSE_CRD_NO, ARR_DT(L) 

PRICE_STD, BNK_CD(IN), ARR_DT(L) 

PRICE_STD[IN], BNK_CD(IN) 

BNK_CD, ARR_DT(B) 

SND_CD, BNK_CD(IN), ARR_DT(B) 

CUST_NO, ARR_DT(B) 
CUST_NO, PRICE_STD 

CUST_NO, PRICE_STD 
PRICE_STD, BNK_CD 
PRICE_STD, ARR_DT(B) 
BSE_CRD_NO, ACT_NO, PRICE_STD 
PRICE_STD, BNK_CD(IN), ARR_DT(L) 
PRICE_STD[IN], BNK_CD(IN) 

PRICE_STD, BNK_CD 
BNK_CD, SND_CD, ARR_DT(L) 
PRICE_STD, BNK_CD(IN), ARR_DT(L) 
PRICE_STD(IN), BNK_CD(IN) 
BNK_CD, ARR_DT(B) 
SND_CD, BNK_CD(IN), ARR_DT(B) 

BSE_CRD_NO, ACT_NO, PRICE_STD 
BSE_CRD_NO, ARR_DT(L) 

CUST_NO  

BSE_CRD_NO  

PRICE_STD, BNK_CD  

CUST_NO +
 PRICE_STD 

CUST_NO 366,723  364  1   40 

PRICE_STD+BNK_C
D+ARR_DT 

BNK_CD+ARR_D
T+SND_CD 

BSE_CRD_NO + ?? 
BSE_CRD_NO 402,849 320  1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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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Is-Index  AP(SQL)

 

 

Index Design(AS-IS Index) D-11 

 

SQL  AP(SQL)

Grouping  ToBe-Index

.  

.  

 SQL

AP(SQL) .  

Index Design(Access Path) D-12 

 

 SQL T

oBe-Index .  

 Index 

Design(Access Path)  Index Design(Wiza

rd) SQL

 

Index Design(SQL) D-13 

 

 AP(SQL)

ToBe-I

ndex .  

.  

 

Index Design(Wizard) D-14 

 

ToBe-Index

.  

DDL 

ToBe-Index Naming D-15 

 

ToBe-Index SQL Tuning Guide.  

Creation SQL Tuning Guide D-16 

1

2

2

3

4

1 尽快研判AsIs Index 中能够加以复用的部分.(O

ptional)  

2 手动对AP进行分组研判，并进行索引设计(Inde

x Design(Access Path))或通过向导进行索引设

计.  

3 对ToBe Index设计的各个研判项目，依次查看S

QL并加以验证. ( Option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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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D-00 

SQL#1 (2014-4-1) 
SELECT COL1, COL2 
FROM TAB1 
WHERE COL1 = ‘23’ 

SQL#2 ( 2014-4-1)  
SELECT COL1, COL2 
FROM TAB1 
WHERE COL2 = ‘23’ 
    AND COL3 = ‘dkhd’ 

AP#1 
COL1(=) 

AP#2 
 
COL2(=), COL3(=) 

Index Design 
D-10 

TAB1 
Total rows : 340,988 
 
AsIs Index 
TAB1_idx1 : col3 

ToBe Index 
TAB1_idx1 : COL1 

ToBe Index 
TAB1_idx2 : COL3, COL2 

 
D-20 

Index 创建脚本自动生
成 (自动) 

DBA 执行 

TAB1 
Total rows : 340,988 
 
AsIs Index 
TAB1_idx1 : col1 
TAB1-idx2 : col3, col2 

索引构建前后性能比
较，评测 

SQL#3 ( 2014-4-16)  
SELECT COL1, COL2 
FROM TAB1 
WHERE COL5 = ‘2014’ 
    AND COL3 = ‘dkhd’ 

AP#3 
 
COL3(=), COL5(=) 

未映射状态 

对未映射 AP重点加以管理可以将优化状态进
行常态化运维 

始终确认 AsIs Index – ToBe Index是否一
致，并维护其一致性 

ToBe Index 
TAB1_idx3 : COL5, COL3 

对于不使用的 SQL,AP需要周期性地进行
检索以及清除 

优化对象，新增构建项
目的确认和处置 

•  周期性地反复收集和分析 

•  维护好日常的优化状态 

•  定期进行优化前，后性能比较 

•  恶性查询的检索条件上报 

反复施行 

v  播放动画可以对应用IDO对索引进行优化的整个过程有全面
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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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选定的表的所有AP(SQL)计

算其与 AsIs-Index的适用度.  

2 3 

4 

功能概要 

• 索引设计阶段的第一个步骤.  

• 从现有的AS-IS Index中甄别那些能够满足收集到的 AP(SQL)需求的索引，并将其制定为TO-BE Index的过程. 

• 此过程需要对AS-IS Index和 AP(SQL)的适用度进行 Simulation 操作 。其结果会被换算为 Index OPT Score，并可根据其

结果决定是否要沿用原有的索引.  

1 

将计算适用度分数，着重推荐那

些与 AP(SQL)更加契合的AsIs-

Index 

2 

3 上面步骤2中推荐的 AsIs-Index的

适用度分值 (Index OPT Score)

将显示在右侧.  

用户可以根据此分值将特定AsIs-I
ndex构建为 ToBe-Index.  

左侧图式就显示938号 AP(SQL)

适用度分值为 117，其OPT Sco

re最高.  

这里的 OPT Score并非绝对值，

而是在一个表中的相对适用度分

值 

4 从AsIs-Index中选择要直接生成 T

oBe-Index的 AP(SQL) 项目，

并生成索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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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 Design 
Using Access 
Path 

按表分别进行收集、分析的 

Access Path 

D-12 

1 

1 

2 

2 

功能概要 

• 按表，基于收集、分析的 AP(SQL)设计 ToBe-Index的功能.  

• 此过程不是对个别SQL进行详细分析并进行索引设计，而是主要基于 AP(SQL)将主要列分组之后

进行索引设计.  

• 在设计过程中为了应用从DB收集的统计信息 (Cardinality 等)，可以直接对主要列进行分布度调查.  

收集，分析的 AP中使用次数

最多并且以 ‘=‘运算应用的条

件列需要提取出来，此步骤

可以针对性进行检索 

3 

3 单击检索按钮就会显示如图

所示的窗口，显示使用的运

算符以及列及其适应频次 

4 

4 从列出的检索条件中选择排

在前列的列字段并将其选定

为 ToBe Index对象列.    

5 
5 对选定为Tobe Index对象列

的条件，检索与其关联的 AP.

此时检索可以指定 ‘AND’ 或 

‘OR’运算进行检索.  

Chapter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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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 Design 
Using Access 
Path 

对于选定的 ToBe Index候补

列将生成索引.  

 

D-12 

6 

6 

7 

功能概要 

• 按表，基于收集、分析的 AP(SQL)进行 ToBe-Index设计.  

• 此过程不是对个别SQL进行详细分析并进行索引设计，而是主要基于 AP(SQL)将主要列分组之后

进行索引设计.   

• 在设计过程中为了应用从DB收集的统计信息 (Cardinality 等)，可以直接对主要列进行分布度调查.  

生成索引，索引将自动生

成，且索引名将按照 ‘Option’

中指定的规则自动命名 

8 将映射与 生成的ToBe Index

一致的AP.  

7 

8 

9 

9 执行映射之后就会产生如图

所示的AP-ToBe Index 间的

映射关系.  

通过 1~9步的一系列操作，

对那些与 Tobe Index尚未映

射的余下的AP进行同样的分

析处理，并进行 ToBe Index
设计以及完成映射操作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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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时搜集对象数据库（ORACLE , D
B2， SQL SERVER）。 

•  将性能信息发送至服务器短，并存储
在服务器的知识库中。 

•  DBA，性能优化人员，实时查看系统
性能问题，并及时了解系统瓶颈。 

•  长时间跟踪高消耗SQL语句和SESSI
ON,并形成分析报告，以便准确定位
性能瓶颈。 

•  长期累积SQL语句和执行计划，并将
其解析为读取路径，以便设计战略索
引。 

场景 

搜集� 搜集� 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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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优化效果，结合核心表索引设计，完成了125个TOPSQL优化。 

 

 

优化效果如下： 

 

ü  SQL 逻辑IO： 由 625,386,664 Blocks 下降到 2,687,922 Blocks,改善率231.8倍。 

ü  SQL 耗时：     由9774.49 S 下降到 228.68 S,改善率 42.74 倍。 

ü  TOPSQL 耗时大幅改善，核心业务性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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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云和工具化的方式实现
性能信息的搜集和优化，显
著降低了工程师的投入，每
个工程师可以支持更多的客

户服务。 

工程师出差频次降低后，不
仅可以提升工程师的归属
感，而且还可以为企业获取
更多利润，也有利于人员的

持续性培训和管理。 

企业客户无须支付昂贵的费用设
立优化项目，或购买维保费用，

通过该方式给企业提供的服务的
持续性和质量，与现场服务没有

本质区别。 

该服务提供方式目前仅适用于
对安全要求不是特别高，且可
以通过特定网管能够允许外部
访问的企业，否则难以应用。
只要服务厂商可以严格遵守客
户企业的安全要求，其实该方
式不会对企业的数据安全带来
隐患，因为搜集时，仅搜集性
能有关的数据，不涉及具体业

务数据。 
 

人员成本显著降
低，一名工程师
可以支持5~10个
企业 

企业负担降低，服
务持续性好，质量
有保证，效果与现
场服务相近 

减少工程师出差频率
率，工程师获得更多
归属感，降低项目实
施成本，有利于提升
人员稳定性。 

该方式目前仅适用于
安全要求不是特别高
的一些企业客户。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