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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以原文版LDP（The linux DocumentationProject)的HOWTOS及HOWTO文件为主，经由CLDP
（Cninese linux documentation project )组织将DP 文件逐步翻译成中文，再经赖阿福及高健知两位老师
精选常用的技术文件整理成册，分成系统、综合篇及外设网络篇两册，希望对有心学习Linux的使用者
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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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1PostgreSQL的PERL数据库界面（DatabaseInterface，DBI）
24－11－IPostsreSQL的PERL5界面
24－112PERL数据库界面DBI
24－12postgY6SQL管理工具
24－12－IPGACCESS－PoStgreSQL管理的GUl工具
24－12－2PostgreSQL的窗口交互式查询工具（WISQL或MPSQL）
24－12－3名为PSQL的PostgreSQL交互式查询工具（ISQL）
24－12－4MPMGR――postgreSQL的数据库管理工具
24－13只使用一个显示器（monitor）来建立多台PostgreSQL计算机
24－14 poStgreSQL的应用程序和工具
24－14－IPostsreSQL的4GLInternet网络数据库程序――AnPGEN开发系统
24－14－2PostgreSQL的互联网界面――DBENGINE
24－14－3PostgreSQL的Apache服务器
24－14－4HTML的HEITML服务器端扩展和一个PostgreSQL的4GL语言
24－14－5PostgreSQL的Anericaon－lineAOLInternet网络服务器。
24-14-6PostgreSQL的疑难／计划追踪系统程序工具（Problem／ProJect Tra－eking System Application
Tool for PostgreSQL）
24－14－7把dbase的dbf文件转换给PostgreSQL
24－15 PostgreSQL的网络数据库设计／完成工具EARP
24－15－1EARP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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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5－2施行
24－15－3你需要什么来执行EARP？
24－15－4它如何工作？
24－15－5何处取得EARP？
24－16 PHP Hypertext PreProcessor――PostgreSQL的服务器端HTML嵌入命令脚本语
24－16－1主要特色
24－16－2名誉
24－16－3pHP3――简史
24－16－4我能用PHP／FI做什么？
24－16－5一个简单的例子
24－16－6 CGI重定向（CGIRedirection）
24－16－7 在命令行执行PHP／FI
24－17 PostgreSQL的Python界面
24－17－1如何取得PyGres？
24－17－2资料和支持
24－18 PostgreSQL和Internet网络的同关（gateway）－－－WDB－P95
24－18－1有关WDB－P95

24-18-2 PostgreSQL服务器、pgperl和httpd是否需在同一计算机？
24-19 “C”、“C＋＋”、ESQL／C语言界面和PostgreSQL的逐位运算符（Bitwise operators）
24-19-1“C”界面
24-19-2“C＋＋”界面
24-19-3 ESQL／C
24-19-4 PostgreSQL的逐位运算符
24-20 PostgreSQL的日文假名码（Kanji Code）
24-21移植PostgreSQL到Windows95／NT
24 -22通信论坛
24-22-1取得兔费电子邮件帐户
24-22-2英文通信论坛
24-22-3通信论坛存库
24-22-4西班牙文通信论坛
24-23文件和参考书
24-23-1用户指南和说明书
24-23-2线上文件
24-23-3有用的参考书
24-23-4 ANSI／ISO SQL规格文件――SQL1992、SQL1998
24-23-5 ANSI／ISOSQL1992的语法
24-23-6 ANSI／ISOSQL1998的语法
24-23-7初学者SQL指南
24-23-8SQL92的时态扩展（Temporal Extetsion）
24-23-9第零部分一一取得ISO／ANSISQL文件
24-23-10第一部分一一ISO/ANSI SQL当前情况
24-23-11第一部分一一ISO／ANSISQL基金（ISO／ANSISQLFoundation）
2423-12第三部分一一ISO／ANSISQL调用级界面MllLevelInterfaCe）
24-23-13第四部分一一ISO／ANSISQL持久储存模组
（Persistent Stored Modules）
24-23-14第五部分一一ISO／ANSISQL结合（Bindings）
24-23-15第六部分一一ISO／ANSISQLXA界面规范（SQL／XA）
24-23-16第七部分一一时态ISO／ANSI 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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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3-17第八部分一一ISO／ANSI SQL MULTIffeDIA（SQL／MM）
24-24 poStgreSQL的技术支持
24-25经济和商业方面
24-26其他数据库的名单
24-27 Internet网络搜寻提示
24-28结论
24-29 FAQ――有关PostgreSQL的问题

24-30版权通知
24-31附录甲――初学者SQL指南
24-31-1 PostgreSQL指南
24-31-2网络URL地址
24-32 附录乙――Linux快速安装指南
A Redhat6．0的安装方法
A-1硬件需求
A-2准备主机相关信息及预备工作
A-3安装RedhatLln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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