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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兼具技术性与指导性的参考手册。书中首先介绍了全书所需的基础知识；接着描述如何借助相
关工具识别和分析性能问题，如何利用动态性能视图；接着重点关注负责将SQL语句生成执行计划的
组件——查询优化器；最后则展示了Oracle数据库为高效执行SQL语句提供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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