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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最新、最完整的Oracle DBA资源
运用《Oracle Database 12c DBA官方手册(第8版)》披露的最佳实践和专家级技术来维护性能卓越
的Oracle数据库。本书在上一版的基础上做了全面更新，涵盖新功能和实用工具，如多租户体系结构
、Oracle Database In-Memory选项和更强大的云功能；并列举每种主要配置的示例。你将学习如何成功
地管理高度可用、
可靠、安全和可扩展的Oracle企业级数据库环境。
主要内容
●升级到Oracle Database 12c
●规划和管理表空间
●借助高效的物理数据库布局和存储管理方法最大限度地提高数据
库性能
●监视数据库对象使用的磁盘空间
●用撤消表空间管理事务
●实施专家级性能调整技术
●使用新增的Oracle Database In-Memory选项提高查询速度
●利用身份验证、授权和审核等方式管理数据库安全
●充分利用多租户数据库体系结构
●利用Oracle RAC和Oracle Active Data Guard实现高可用性和高度扩展能力
●使用Oracle Recovery Manager执行备份和恢复
●管理分布式数据库和VL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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