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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Oracle数据库高阶技术为主，版本跨越9i\10g\11g，详细讲解了各种重要概念以及相关知识
点，使得读者从新的层面和角度理解Oracle技术内涵，其中原理架构的讲解更侧重数据库管理和优化
的内容，从系统层面看待架构的组成以及各类组件的作用。

　　本书讲解了当前Oracle的主流技术，如基于SOA理念的RAC，用于灾备的DG，以及优化技术，内
容覆盖Oracle几乎所有重要的知识点，用于全面系统地学习Oracle、获得技术提升以及知识拓展，书中
穿插了作者（OCM）学习Oracle的心得，以及作为DBA经常思考的问题，以期望与读者共鸣。

　　对于准备OCM考试的读者，Oracle
DBA，以及打算系统深入学习Oracle的读者，本书都是很好的必备书籍和手头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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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8.4 RMAN的LIST指令
　 19.18.5 RMAN的REPORT指令
　19.19 本章小结
第20章 手工管理的备份恢复
　20.1 备份恢复的概念
　 20.1.1 物理备份
　 20.1.2 逻辑备份
　 20.1.3 冷备份与热备份
　 20.1.4 数据库恢复
　20.2 非归档模式下的冷备与恢复
　 20.2.1 冷备的步骤
　 20.2.2 冷备下的恢复
　 20.2.3 缺少重做日志文件的恢复方法
　20.3 归档模式与非归档模式
　 20.3.1 设置数据库的归档模式
　 20.3.2 设置归档进程相关参数
　 20.3.3 管理归档文件和归档目录
　20.4 手工热备数据库的步骤
　20.5 热备过程中对数据库崩溃的处理方法
　20.6 热备的原理
　20.7 备份控制文件
　20.8 介质恢复的原理
　20.9 归档模式下的完全恢复
　 20.9.1 数据文件在有备份情况下的恢复
　 20.9.2 数据文件在无备份情况下的恢复
　 20.9.3 系统表空间数据文件损坏的完全恢复
　 20.9.4 当前UNDO表空间损坏的完全恢复
　 20.9.5
非当前UNDO表空间损坏的完全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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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何时使用不完全恢复
　 20.10.1 不完全恢复的场合
　 20.10.2 不完全恢复的类型
　20.11 所有控制文件丢失的恢复方法
　 20.11.1 使用备份的控制文件
　 20.11.2 重建控制文件
　20.12 本章小结
第21章 Oracle闪回技术
　21.1 理解闪回级别
　21.2 闪回数据库
　 21.2.1 闪回数据库概述
　 21.2.2 启用闪回数据库
　 21.2.3 关闭闪回数据库
　 21.2.4 闪回数据库方法
　 21.2.5 使用闪回数据库
　 21.2.6 监控闪回数据库
　 21.2.7 使用闪回数据库的限制
　21.3 闪回删除
　 21.3.1 闪回删除原理
　 21.3.2 回收站的使用
　 21.3.3 恢复删除的表
　 21.3.4 恢复多个同名的表
　 21.3.5 应用Purge永久删除表
　21.4 闪回表
　21.5 闪回版本查询
　21.6 闪回事务查询
　21.7 闪回查询
　21.8 复原点技术
　21.9 本章小结
第22章 数据迁移-EXP/IMP
　22.1 关于备份的几个概念
　22.2 使用EXP指令实现逻辑备份
　 22.2.1 EXP指令详解
　 22.2.2 不带参数的EXP 备份
　 22.2.3 EXP指令导出整个数据库
　 22.2.4 EXP指令导出特定的表
　 22.2.5 EXP指令导出指定的用户
　 22.2.6 EXP指令导出特定的表空间
　22.3 使用IMP指令实现逻辑恢复
　 22.3.1 IMP指令详解
　 22.3.2 IMP指令恢复整个数据库
　 22.3.3 IMP指令恢复特定的表
　 22.3.4 IMP指令恢复指定的用户
　22.4 使用EXP/IMP实现传输表空间
　 22.4.1 理解Big/Little
Endian
　 22.4.2 传输表空间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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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3 传输表空间的兼容性问题
　 22.4.4 传输表空间的自包含特性
　 22.4.5 实现传输表空间的步骤
　 22.4.6
使用EXP/IMP实现同平台表空间迁移
　 22.4.7
使用EXP/IMP实现跨平台表空间迁移
　22.5 本章小结
第23章 数据迁移-EXPDP IMPDP
　23.1 数据泵导出（EXPDP）简介
　 23.1.1 数据泵导入导出技术的结构
　 23.1.2 数据泵导入导出技术的优点
　 23.1.3 数据泵导入导出的目录对象
　23.2 数据泵导入导出与EXP/IMP技术的区别
　23.3 数据泵导出（EXPDP）数据库实例
　 23.3.1 数据泵导入的参数含义
　 23.3.2 数据泵导入数据库实例
　23.4 数据泵导入数据库实例
　 23.4.1 数据泵导入概述及参数含义
　 23.4.2 数据泵导入数据库实例
　23.5 使用数据泵迁移表空间
　23.6 使用数据泵生成外部表
　23.7 本章小结
第24章 基于CBO的SQL优化
　24.1 性能调整方法
　24.2 SQL查询处理过程详解
　 24.2.1 语法分析
　 24.2.2 语句优化
　 24.2.3 查询执行
　24.3 基于成本的优化
　 24.3.1 选择CBO的优化方式
　 24.3.2 优化器工作过程
　24.4 自动统计数据
　24.5 手工统计数据库数据
　24.6 统计操作系统数据
　24.7 手工统计字典数据
　24.8 主动优化SQL语句
　 24.8.1 WHERE谓词的注意事项
　 24.8.2 SQL语句优化工具
　 24.8.3 使用索引
　 24.8.4 索引类型及使用时机
　 24.8.5 使用绑定变量
　 24.8.6 消除子查询优化SQL语句
　24.9 被动优化SQL语句
　 24.9.1 使用分区表
　 24.9.2 使用表和索引压缩
　 24.9.3 保持CBO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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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4 创建合适的索引
　24.10 详解V$SQL视图
　24.11 本章小结
第25章 Oracle数据库实例优化
　25.1 详解SGA与实例优化
　25.2 将程序常驻内存
　 25.2.1
创建软件包DBMS_SHARED_POOL
　 25.2.2 将程序常驻内存的过程
　 25.2.3
从DBMSPOOL脚本理解软件包DBMS_SHARED_POOL
　25.3 将数据常驻内存
　 25.3.1 再论数据块缓存池
　 25.3.2 将数据常驻内存的过程
　 25.3.3 将常驻内存的程序恢复为默认缓冲池
　25.4 优化重做日志缓冲区
　 25.4.1 深入理解重做日志缓冲区的工作机制
　 25.4.2 重做日志缓冲区相关的等待事件
　 25.4.3 设置重做日志缓冲区大小
　25.5 优化共享池(Shared Pool)
　 25.5.1 库高速缓存
　 25.5.2 使用绑定变量
　 25.5.3
调整参数CURSOR_SHARING
　 25.5.4 设置共享池的大小
　25.6 优化数据库高速缓存
　 25.6.1 调整数据库缓冲区大小
　 25.6.2 使用缓冲池
　25.7 优化PGA内存
　25.8 本章小结
第26章 Statspack与AWR
　26.1 安装
　26.2 设置Statspack相关参数
　26.3 statspack数据收集
　 26.3.1
STATSPACK收集统计数据的原理
　 26.3.2 创建性能数据报表
　 26.3.3 自动收集性能报告
　26.4 初步分析STATSPACK性能报告
　26.5 AWR是什么
　26.6 管理AWR
　 26.6.1
DBMS_WORKLOAD_REPOSITORY包的使用
　 26.6.2
AWR快照与STATISTICS_LEVEL参数的关系
　 26.6.3 手工创建AWR快照
　 26.6.4 清除AWR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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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5 修改AWR快照参数
　 26.6.6 创建和删除AWR快照基线
　 26.6.7 创建AWR报告
　26.7 ASH是AWR的补充
　26.8 创建并分析ASH报告
　26.9 AWR与ADDM的关系
　26.10 本章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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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查询处理与查询优化是两个相关联的概念，查询处理时执行SQL语句获得数据的过
程，而查询优化是通过分析SQL语句以及其他资源获得最佳执行计划的过程，最佳的执行计划是指消
耗资源最少的执行计划，这些资源包括数据库服务器的CPU和系统I／O。
我们先来看一个SQL语句查询处理的全过程，按照不同的处理阶段，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
语法分析阶段、语句优化阶段和查询执行阶段。
 24.2.1语法分析 语法分析在SGA中完成，在语法分析过程中，8QL语句被分解为关系代数查询，通过分
析这个关系代数查询来验证SQL语句的语法和语义是否正确，如SQL语句中的关键是否正确，涉及的
表定义以及相关的列是否存在，是否具有对该表的SQL语句中的操作权限等。
当然这些是通过数据字典完成的（数据字典存储在共享池中），如果这些检查都顺利通过，则该SQL
语句的分析完成，此时进入第二个阶段即获得最佳执行计划阶段。
 24.2.2语句优化 在该阶段Oracle默认使用基于成本的优化程序（CBO）来选择最好的执行计划，这个“
最好”的标准就是消耗系统资源诸如CPU以及I／O资源最少。
其间CBO使用系统收集的统计数据做出判断，至于如何获得这些统计数据在基于成本的优化中再详细
介绍。
 在SQL语句优化阶段，Oracle将语法分析树转换为一个逻辑查询，然后将逻辑查询转换为物理查询计
划。
此时的物理查询计划往往不只一种，因为优化器会生成几个有效地查询计划，然后会针对具体的操作
对象如表或索引对每个物理查询计划做出成本消耗评估，只有消耗诸如CPU、内存以及I／O最小的执
行计划才被确定为最佳执行计划，该计划由查询引擎执行，此时就进入查询执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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