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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入口



查询计划与数据分布概览

Motion：除了常见的数据库操作（例如
表扫描，联接等）之外，Greenplum数
据库还有一种名为motion的算子。
motion用于在segment之间移动元组。

Slice：为了在查询执行期间实现最大的
并行度，Greenplum将查询计划的工作
划分为slices。slice是计划中可以独立进
行处理的部分。查询计划会为motion生
成slice，motion的每一侧都有一个slice。



必杀技：分析执行计划



技巧一：模式的选择

星型模型/雪花模型是主推的
模式设计方式，即大事实表+
小维度表组成的模式



技巧二：存储模型的选择
存储模型选择要点：
1.GPDB默认创建堆表，这与PostgreSQL数据库是一致

的；

2.当表上频繁存在insert、update或delete操作时，选用

堆表；分区表上的堆分区也同样适用；

3.当表上频繁存在数据批量加载操作，极少有insert、

update或delete操作时，选用AO表，能加速查询性能；

4.大的事实表，可以采用分区表的形式，分区根据查询

逻辑进行定义是采用行存还是列存储；

5.大的事实表，查询场景上列数较少的统计分析场景，

选用列存表性能更优。

6.高压缩比模型选择用来节约存储空间；

7.低压缩比模型选择用CPU换取IO时间；

行存与列存对比：



技巧三：分布键的设计

分布键选择要点：
1.首先要显式的指定每一个表的分布键，不要采用默认

选项；分布键尽量选用唯一度高的，可以保证分布均匀；

2.很少采用随机分布，只在确实无法决定一组能使数据

均匀分布分布键时才做这种决定；

3.尽量选用单列作为分布键，只有在单列无法完成较均

匀分布的情况下才选用双列；如果双列仍然不能分布均

匀，就选用随机分布；

4.尽量不要选用where查询条件中频繁出现的列作为分

布键；

5.不要选择日期或时间戳作为分布键；

6.多个表设计时，充分考虑分布键，达到多表关联可以

做本地join的情况是最理想的。

分区的使用：
1.好的分区可以在查询中过滤到大部分无关数据；

2.只在大表上做数据分区，小表没有必要做，过度

分区会导致查询缓慢；

3.尽量选用范围分区而少选用列表分区；

4.分区的选用和裁剪在以下操作符上有效： =, < , 

<= , >, >=, and <>；

5.通过EXPLAIN查看SELECT查询是否做了分区裁

剪；

6.不要使用默认分区，默认分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

被查询，有时候会拖慢查询性能；

7.分区键和分布键不能是同一列。



技巧四：什么时候用索引
谨慎使用索引：
1.虽然GPDB支持索引，但是大部分分析型场景下不推

荐使用索引；因为分析型场景下，需要扫描大量数据；

2.只有在扫描单条或很少几条数据时，才使用索引；

3.增加索引后，进行充分的测试，并通过EXPLAIN 

ANALYZE确保索引被正常使用，如果索引不能对性能

提升产生推动作用，尽快删除；

4.不要在经常被更新的列上创建索引；

5.批量装载数据前删除索引，装载完成后重建索引；

6.大的分区表上创建索引会自动给分区增加索引，删除

索引时，需要分别删除主索引和所有分区上的索引；分

区表上的索引不要创建在分区键上；

7.强制索引扫描GUC：set enable_seqscan=off;



问题定位与性能调优



绕不开的问题：MVCC和锁

MVCC：
1.MVCC，全称是Multi-version Concurrency Control，

即多版本并发控制；

2.MVCC存在的目的，是在高效性和正确性之间找到一

个平衡点；区别于串行化、一味追求高效的坑；

3.并发访问中涉及的操作包括读操作和写操作。其中，

由于同一份数据可以同时支持多人读取，因此读操作和

读操作是不会冲突的。同一份数据的写操作和写操作则

一定会发生冲突，此时便需要用锁来解决。读操作和写

操作有时候也会出现冲突，MVCC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一

冲突，其优化的目标是读操作不会阻塞写操作，写操作

也不会阻塞读操作。

可见性的判断：
1.通过记录的Xmin、Xmax配合快照信息判断；

2.和快照中的xmin，xmax和Running进行对

比，30小于快照中的xmin，已经提交了，因

此这条数据是可见的。50在Running列表中，

因此它还在执行，110大于xmax，还未提交；

3.和快照中的数据做对比，xmin都是30，小
于快照中的xmin 40。xmax 80，小于快照
中的xmax 100，Running Array没有，因此，
这个数据便已经被删除了。第二行中的75，
正在Running，因此它是可见的。120大于
快照中的xmax 100，此事务未被提交。



绕不开的问题：MVCC和锁

锁模式：

锁冲突总结：
1.”ACCESS SHARE”只与“ACCESS 

EXCLUSIVE”冲突;只读查询操作都将

获取这种类型的锁;

2.“ACCESS EXCLUSIVE”与其他所有

锁冲突，ALTER TABLE, DROP 

TABLE, TRUNCATE, REINDEX, 

CLUSTER, VACUUM FULL操作均会

申请该锁。



问题定位的一般思路

1.遇到问题不要慌，一定是有原因的，不要急于采用kill -9、重启集群

或重启机器等方法来强制处理；这种处理方法通常会导致数据库宕机

时间远远大于耐心分析解决的时间；

2.首先看一下数据库是否还能继续使用，如果可以，尽快断开前端连

接，避免新进入的查询对数据库造成更严重的影响；

3.然后通过观察数据库活动查询视图(pg_stat_activity)、锁视图

(pg_locks)、数据库日志(gpAdminlogs/pg_log)来查找问题的蛛丝马迹，

结合前面介绍的MVCC和锁原理知识，结合数据库模式设计与日常运

维逻辑之间的处理关系，来最终解决该问题。



问题定位调优一：索引处理不合理导致查询缓慢

问题现象：

现场人员反馈，前端某一简

单查询报表前两天查询还挺

快的，这两天查询突然变慢

了，而且越来越慢。

问题调查：

反馈的该业务表为分区事实

表，每天凌晨数据入库；入

库有支撑两种业务，一种为

统计分析出报表到其他表；

一种为前端网页程序提供简

单查询。

解决办法：

首先查看该表上是否为前端查询提供了针对的索引，如果未提供，

尝试使用索引；

如果已经提供索引，请尝试从执行计划下手查看是否正常走索引；

查看凌晨数据入库逻辑中是否有索引重建及统计信息收集操作，

如果没有，请增加后处理。



问题定位调优二：锁冲突导致查询等待

问题现象：

现场人员反馈，基于某张表

的查询全部超时，客户投诉

严重。

问题调查：

反馈的业务所涉及的表是分

区表，没有索引，均为批量

入库操作，日常分析型查询

响应时间均在秒级，今天的

查询卡住属于突发现象。

解决办法：

登陆数据库，查看活动查询视图是否正常：select * from 

pg_stat_activity;

1）有锁 -查看锁存在原因，八成因为入库晚正在执行truncate分

区表等操作；

2）无锁 -如果活动视图显示一切正常，那极有可能是segment

节点由于某些非常规操作，存在锁表的孤立进程。



问题定位调优三：分区裁剪不合理

问题现象：

新开发的业务，在一张分区

表上运行缓慢；该表上的其

他查询业务均正常。

问题调查：

该表数据量比较大，也做了

有效的分区；开发提供的查

询业务属于统计分析语句，

不需要索引的参与。

解决办法：

首先第一反应就应该是：没走正常的分区裁剪；

通过EXPLAIN ANALYZE查看开发人员提供的语句是否正常；如

果不正常，需要针对性的做查询语句调优，通常情况下，这种问

题出现在业务开发与数据库设计不匹配上。



商业监控 - GPCC

u GPCC全称是Greenplum 
Command Center，属于
企业版Greenplum的配套
监控组件，不支持开源版
本；

u 由于Pivotal开放的态度，
大家可以免费下载GPDB
和GPCC进行个人测试，
出于对商业版权的保护，
建议大家在选用企业版时，
通过正规途径购买；

u GPCC提供数据库状态、
机器负载情况、查询运行
状态等多种参数的全面监
控展示；

u 下载地址和文档地址如下：
https://network.pivotal.io
/products/gpdb-
command-center
http://gpcc.docs.pivotal.i
o/620/welcome.html



开源监控-Prometheus+Grafana

u Prometheus+Grafana

是目前较为主流的监控

解决方案，很多大公司

都基于此方案构建整体

监控系统。

u 适配的GPOSS5/6 

exporter地址如下：

https://github.com/Chri

sYuan/greenplum_exp

orter/releases/tag/v2.0

u 该组件基本适配了一些

常用的集群状态监控。

u 如有问题请留言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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