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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Internet和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XML已经成为Internet上信息交换和表示的重要标准，XML数
据的数量正在呈指数级增长，如何高效、系统、科学地管理这些GB、TB乃至PB级的XML文档已成为
数据库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挑战。
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向广大读者推荐这本XML数据管理方面系统而全面的专业书籍。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过任何一本与本书类似的书籍。
在本书中，读者既可以找到对最新出现的纯XML数据库的研究和分析，也可以深入了解支持XML的关
系数据库系统的相关信息和知识。
同时，本书也详尽地给出了各种评测基准以及用于测试XML数据库性能的分析技术。
. 本书的翻译工作主要由邢春晓、张志强、李骅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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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活跃在XML领域最前沿的专家编写，展示了使用XML进行信息建模的最好方式，涉及了各
种数据管理问题的关键，提供了对各种XML解决方案优缺点的深入分析，介绍了一些自定义的内部解
决方案，是一本出色地把XML数据管理领域中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分析结合在一起的书。
　　本书由5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组成,包括的主题有：　　·良好的语法和格式在XML信息建模中的作
用。
　　·开放源系eXist的特性和API。
　　·IBM DB2通用数据库及其对XML应用的支持。
　　·Oracle用于管理以XML文档为中心的XML Type类型。
　　·一种在关系数据库中存储XML文档的通用体系结构。
　　·Tamino数据库的XML存储、索引、查询和数据访问特性。
　　·Berkeley DB XML以纯XML方式存储XML文档的能力。
　　·Xperanto用于解决信息集成需求的方法。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对输出输入XML数据的支持。
　　·用于评估XML数据库性能的XOO7、XMach-1、XMark以及其他评测基准。
　　本书可供高等院校学生学习高级数据库课程时使用，也可作为XML和关系数据库专业人员的参考
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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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XML数据管理：纯XML和支持XML的数据库系统》由5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组成，包括的主题有
：　　·良好的语法和格式在XML信息建模中的作用。
　　·开放源系eXist的特性和API。
　　·IBM DB2通用数据库及其对XML应用的支持。
　　·Oracle用于管理以XML文档为中心的XML Type类型。
　　·一种在关系数据库中存储XML文档的通用体系结构。
　　·Tamino数据库的XML存储、索引、查询和数据访问特性。
　　·Berkeley DB XML以纯XML方式存储XML文档的能力。
　　·Xperanto用于解决信息集成需求的方法。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对输出输入XML数据的支持。
　　·用于评估XML数据库性能的XOO7、XMach-1、XMark以及其他评测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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