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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高等职业教育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系列教材，是针对网络专业高职学生编写的数据库系统
管理教材。
随着企业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特别是Internet的日益普及，社会需要大量的数据库系统管理人员，
即所谓的DBA。
有些数据库学者将DBA分为开发型和生产型两种类型：开发型DBA从事的是数据库系统的开发任务，
这是传统的数据库人才的培养模式，也是目前多数院校采用的模式；生产型DBA的工作任务主要有安
装部署数据库、管理数据库安全、备份和恢复数据库、监测数据库运行和优化数据库性能等，概括地
说，生产型DBA的任务就是力争确保数据库安全、稳定和高效地运行。
传统的数据库管理教材偏重于讲述数据库开发，但高职学生培养目标的定位决定了高职学生毕业后通
常找不到从事开发的工作。
实际上，从对已毕业高职学生的跟踪调查来看，绝大多数毕业生到工作岗位后，鲜有数据库系统开发
的任务，相反，从事数据库系统维护和管理的人才即生产型DBA却比较受市场欢迎。
本教材是为培养生产型DBA而编写的。
本书以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企业版为蓝本，围绕上述生产型DBA的主要工作任务循序渐进展开。
本书由邹文健担任主编，负责对全书进行构思，编写提纲，并编写了第l章、第4章、第5章、第6章和
第9章。
万仁保和顾加强担任副主编，万仁保编写了第10章、第1l章和第13章，顾加强编写了第7章和第12章。
冯建辉编写了第2章。
杜梁编写了第3章。
徐术力编写了第8章。
全书承蒙南昌大学计算中心陈炼教授审阅并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在此深表谢意。
由于时间仓促，加上编者水平有限，特别是对高职教育探索不够，书中难免有不妥之处，敬请广大师
生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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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网络数据库系统管理与维护》根据教育部《高等职业教育计算机应用和软件专业领域技能型紧
缺人才培养培训指导方案》编写而成。
《网络数据库系统管理与维护》以计算机网络技术知识为背景，全面介绍网络数据库的知识，主要内
容包括：数据库技术概述、SQL server的安装与配置、SQL server实用工具、数据库管理、表和视图、
存储过程和触发器、SQL server安全管理、数据库备份和恢复管理、SQL server代理服务、监视SQL
server的运行、SQL server优化、SQL server的事务和锁、SQL server复制等，各章均配有相应的习题与实
验。
　　《网络数据库系统管理与维护》适用于高等职业学校、高等专科学校、成人高校、本科院校举办
的二级职业技术学院，也可供示范性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民办高校、技能型紧缺人才
培养使用，还可供本科院校师生、计算机从业人员和爱好者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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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①客户进程和服务器进程可以（但不是必须）经由LAN或WAN连接，也可以在同一台计算机上
运行。
②客户端与服务器端之间通信的基本语言是结构化查询语言（SQL）。
C／S结构将工作负荷分解成服务器和客户机的任务，客户机负责商业逻辑并向用户提供数据，服务器
负责管理数据库和分配可用的服务器资源，如内存、网络带宽和I／O操作等（3）采用C／S结构的数
据库系统的优点①每个数据项都存储在中央位置，所有用户都可以在这个位置使用它们。
各个客户端上不单独存储数据副本，从而消除了因用户不得不确保使用的信息相同所带来的麻烦。
系统不需要确保使用当前值更新所有数据副本，因为中央位置仅有一个副本。
②可以在服务器上一次性定义业务和安全规则，并对所有的用户平等执行。
可以在数据库内通过使用约束、存储过程和触发器来强制执行规则。
还可在服务器应用程序中执行规则，因为这些应用程序也是许多瘦客户端访问的中央资源。
③关系数据库服务器只返回应用程序所需要的数据，从而优化了网络流量。
④最大限度地降低硬件成本。
由于数据不是存储在每个客户端上的，客户端不必耗费磁盘空间来存储数据。
客户端无须在本地增加管理数据的功能，同时，服务器不需将处理能力耗费在显示数据上。
⑤维护任务（例如备份和恢复数据）得到简化，因为这些任务都可以集中在中央服务器上执行。
目前，流行的网络关系数据库系统产品有Oracle公司的Oracle9i、Oracle1og，Microsoft公司的SQL Server
2000，IBM公司的DB2等。
本书以Microsoft SQL Server2000为蓝本讲解网络数据库。
1.2网络数据库的体系结构基于c／s结构的网络数据库有两种编写数据库引擎的体系结构。
一种是多进程数据库引擎，一种是单进程、多线程数据库引擎。
1.2.1 多进程数据库引擎有些数据库引擎依靠几个可执行的应用程序来完成用户查询工作。
此时，用户每次登录实际上都启动了数据库引擎本身的不同实例。
为了协调多个用户访问同一个数据集，这些可执行程序和其他全局协调器同时工作以规划在不同用户
之间的操作。
在这种类型数据库下的应用程序使用一种专门的内部进程通信设备进行通信。
Oracle公司的Oracle数据库是实实在在的多进程数据库引擎。
用户每次连接到Oracle数据库时，就装载了Oracle数据库的不同实例。
传送查询的那个程序和别的服务器上的程序便会同步工作，以返回结果集、管理锁定和执行其他数据
访问功能。
在多任务操作系统中，通过给每个任务分配一段CPU的可用工作时间，操作系统把处理时间分配给多
个应用程序。
由于处理器速度太快，用户感觉多个应用程序就好像是同时运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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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网络数据库系统管理与维护》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网络数据库系统管理与维护>>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