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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原本我想在本书中让微软技术支持工程师撰写多年来在SQL Server的技术支持工作中所学到的知识。
当我加入微软后，令我惊奇的是，技术支持工程师们并没有把关于产品支持的实践知识（在认识论中
叫作“领域知识”）记录下来。
这些知识仅仅停留在口口相传的状态。
当然，这导致了一个问题：人们并不知道如何做好工作，除非有热心人来向他们展示该如何做。
这也是一种非常容易犯错误的方式，会导致一些最重要的产品支持知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些经
验被他们充分利用，但其他的支持团队却不了解这些知识。
加入微软之前，我做全职软件开发工程师已经20多年了。
令我十分惊讶的是，原来支持部门的高端人群都是些曾经做过开发的人。
通常，在成为技术支持工程师之前，他们都有3～5年的开发或相关工作经验。
作为一名职业开发人员，我很难想象技术支持也可以做长工。
对于我来说，支持工作似乎与软件开发世界中的看门人类似。
他们不得不帮那些编写乱糟糟代码的开发者“擦屁股”的人。
虽然我知道这很重要，但是私下里还是觉得把技术支持工作作为职业并不是一件开心的事。
尽管如此，确实有好几个程序员前辈呆在技术支持部门，这让我感到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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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帮助你解决众多数据库引擎方面的问题，每一章从关键的SQL Server 组件入手，然后探讨用
户遇见的常见问题，并给出解决方案。
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等待和阻塞、数据毁坏和恢复、内存、过程缓存、查询进程等。
本书的作者都是来自微软公司SQL Server 开发团队和客户支持服务部门的支持专家。
在你的SQL Server 系统遇到问题时，本书将变得不可或缺。
　　本书适合数据库管理员和数据库开发人员阅读。
    作者简介：　　Ken Henderson（1967-2008）SQL Sewer世界级权威。
生前供职于微软SQL Sewer开发组。
以Guru's Guide系列经典著作和SQLDiag等工具享誉业界。
　　创作团队  来自SQL Server开发小组的7位开发人员和来自微软客户支持服务机构的3位支持专家，
他们都有丰富的开发经验，熟悉SQL Sewer源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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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2.1数据库及文件状态在SQL Server 2000中，数据库的状态（或者说状况）是最难以理解的。
用户必须将sysdatabases表中的特殊位解码，并且何时进行状态切换的行为不是始终如一的。
SQL Server 2005在消除这个缺点上做得非常好。
首先，在sys.databases目录视图中，可以找到数据库的描述性状态（在一个名为state的列中）。
其次，数据库状态的意义及行为是易于理解并且始终如一的。
例如，当你通过ALTER DATABASE SET OFFLINE来强迫一个数据库离线时，数据库就转到OFFLINE状
态。
在SQL 2000卢并不总是这样。
为了理解这些数据库状态的意义，以及一个数据库如何在各个状态间切换，请看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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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的内容是其他任何博客、网站和图书都没有的。
系统出问题时。
它将成为你的救命稻草。
”　　——Pinal Dave，微软MVP“此书得非常好，涵盖了对大量复杂问题进行故障排查的详细解析。
我认为每一位优秀的MSSQL DBA都应该拥有。
　　——Amazon.com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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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SQL Server求生秘籍》的出版将彻底改变这种局面。
微软技术大师Henderson邀请了微软数据库产品开发和支持团队的多位资深工程师，各展所长，第一次
集中公开了许多以前在微软内部口口相传的SQL Sewer技术机密。
微软SQL Server内部技术资料大曝光，来自SQL Server开发小组和支持部门的梦之队打造，SQL Server故
障排除圣经。
数据库技术人员都不免面临这样的困境：每隔一段时日，数据库系统就会因为一些奇怪的问题无法正
常运作，然而由于缺乏底层信息，他们常常无法应对这些问题。
全书由10章组成，每一章都首先精辟地剖析SQL Sewer的一个关键内部机制。
然后深入探讨常见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包括等待与阻塞、内存、缓存、查询处理、Service Broker
、tempdb和群集等主题。
书中讨论了许多底层数据结构，详细解释了大量错误日志、栈转储的含义。
很多内容都是直接查看SQL Sewer源代码总结提炼出来的，参考价值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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