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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 Server 性能优化与管理的》

内容概要

本书共15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第1-2章）为概述部分，阐述SQLServer方面的“性能”及相关概
念。并给出常规的性能及性能相关的问题侦测的“方法论”，读者可以通过这两章的介绍，
对SQLServer性能问题有一个高层次的认识。第二部分（第3-10章）为知识准备部分，这部分介绍
了SQLServer性能相关的基础知识。只有了解了性能及影响性能的相关部分，才能准确地、高效地进行
优化。第三部分（第11-15章）为工具使用及优化演示，在多服务器、大数据的环境下，不应该再使用
原始的故障侦测方法，借用各种工具能更全面、更高效地找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
【本书特色】
性能优化和管理是一门“技术”，更是一门“艺术”，它需要针对各方面进行权衡，协调各个组件之
间的资源使用，避免出现不必要的竞争、内耗等，确保高效。当我们面对SQL Server问题时，虽然有时
候没办法一下子找出解决方案，但是可以通过扎实的基础，加上合理的方法论，逐步揭开其神秘面纱
。
在大数据、云计算时代，书中所涉及的知识依旧适用，因为本书是以“根源”为出发点的，让读者在
理解SQL Server内部机制的前提下，学会运用哲学层面的方法论，找出问题、研究问题并解决问题。
本书中的很多知识点，足以单独成书，书中虽不能完全介绍所有的性能问题及相关解决方案，但是会
通过对核心知识的介绍和演示，从而使读者掌握进行常规的性能问题侦测及性能相关数据库管理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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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本来以为作者可以将实际应用中发些的一些性能总是作为安全来分析的，但是整体读下来发现还
是偏理论，当然这也是我个人的感觉啊。讲了一些思路，但是如果能在将实际应用中的一些场景作为
案例典型的分析一下，我想效果会更好。个人建议
2、作者sqlserver mvp，对sql server有很深的认识，对优化的介绍系统且深刻，从硬软件、系统及应用层
详细介绍的优化的措施，是sql server优化领域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3、国人写的技术书字里行间有一种可贵的诚实。可以读得出是“哎呀这不太重要我要当搬运工抄几
章书给你”或者是“这个老子经验是很丰富的跟你讲几个例子blablabla”。其实也挺好，可以快速地
分清楚每个段落到底是安身立命之技还是高阶冷门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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