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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 Server 数据库经典译丛》

内容概要

《SQL Server 2012深入解析与性能优化(第3版)》呈现大量专家建议和实例，指导您在透彻理解SQL
Server和Windows内部原理的基础上排除SQL Server 2012故障。通过学习本书，您将能熟练使用具体的
故障排除工具，并正确解释工具的输出结果，从而迅速地查找和排除SQL Server所在服务器的各种性能
问题。
主要内容
完整介绍查询的生命周期，呈现实际环境中的SQL Server架构
介绍服务器硬件和存储系统，分析SQL Server如何使用内存以及正确的内存配置方式
探讨查询的处理和执行，讲述锁和tempdb数据库的工作原理
分析如何使用故障排除工具针对系统范围的性能问题收集数据、展开分析并找到根源
详述如何使用PowerShell和扩展事件来增强故障排除工具集，以及如何在虚拟环境中管理SQL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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