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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目前Oracle数据库运维领域不可多得的一本著作，也是为数不多的既有大量实践应用案例又包
含实战方法论的著作。作者根据其多年的运维诊断经验，从数据库如何创建开始，循序渐进地介绍了
数据库的启动关闭过程，如何配置监听并连接到数据库，如何对数据库空间进行管理和监控，SGA的
调整和优化方法，CHECKPOINT和SCN核心机制，数据库的备份与恢复，数据库性能优化的方法论以
及OracleDataGuard的配置和管理等内容。书中作者结合了大量的真实案例，把自己多年的宝贵经验融
入其中，通过一些复杂案例的诊断过程来说明这些简单的原理和知识点，同时，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停
留在案例诊断分析的层面上，而是根据大量案例的经验汇总，把问题的优化、诊断和解决提升到了方
法论的层面上，进一步帮助读者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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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看完不痛不痒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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