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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工程敷据库的现状夏应用的需要，提出了一种基于工作区的多库多记录的存储 

管理策略 ，谊方法以曩太限度地利用内存空间、减少I／0次数厦提高系统效率为目的，井允许用 

户自定义工作区的太4、爰工作区中的内容，为改善工程数据库的性能提供 了一十有苴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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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据库应用范围的扩大和计算机硬件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数据库的性能及处理效 

率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这种要求还会越来越高。在理想情况下．把数据库全部放人内 

存，无疑是提高效率的极好途径，已有专家据此在进行内存数据库 的研究。但对工程数据 

库而言，这种理想距现实还过于遥远，因为现在的工程数据库中往往包含了大量的图形、图 

像等数据量极大的多媒体数据，而且数据间的关系复杂，试图在短期内实现把全部数据库放 

人内存的设想是不可能的。目前流行的K：内存容量在 16 M至32 M之间(到本文发表时可 

能会更高些)，在这种硬件配置下，我们把工程数据库的重要管理部分及某个事务的部分或 

全部数据放人内存让应用程序使用是完全可能的。因为这种方法可以避免大量的 I／O操作， 

从而能够大大提高工程数据库的处理效率。 

1 工程数据库存取的特点 

1)既需要随机存取也需要顺序存取； 

2)需要索引、嵌套及特殊属性的存取； 

3)数据存取的关系复杂； 

4)不易确定数据回写的时机； 

5)存取形式多样。 

2 单库多记录存取的基本策略 

单库单记录存取的基本方法是把一个要处理的库作为当前库，把当前库中一个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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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录作为当前记录，在处理时，把当前库的结构信息和当前记录的内容放人内存。若用户 

访问的记录不是当前记录，就需要把该记录放人内存(使之成为当前记录)。我们把这种库、 

记录的调进调出(内存)称为库切换和记录切换。显然，用这种方法处理的数据量稍大时，就 

会产生频繁的库切换和记录切换，导致为数不少的I／O操作，从而使数据的存取效率和系统 

性能大打折扣。 

多库多记录存储的基本策略 

根据实际需要及当前计算机的硬件配置情况，本文提出了如下的多库多记录的存储处 。 

理策略。 

3，1 提供用户 自定义机制 

让用户可以自己定义存放库的工作区的大小以及库在工作区中的记录个数。用户可以 

用这种方式根据自己的需要，把某个库的某些记录放人内存的工作区中。当用户没有选择 

白定义功能时．系统应自动把要用的数据尽可能多地放人内存中的工作区。为了提高工作 

效率，这两种选择都可以做到极限：允许用户完全屏闭系统的自动调用，也允许用户在工作 

中完全放弃白定义功能。 

本文把用户白定义的进人内存中库工作区的数据称为 “常住数据”，把系统自动读人的 

数据称为 “临时数据”。工作区亦可以分成常住区与临时区两类 ，这两个分区的大小都应动 

态可变。 

3．2 内存数据的动态分配与淘汰 

常住区是当前的内存工作区，只有当事物处理结束或用户释放时，才能释放常住区的内 

容。显然 ，常住区的内容不能淘汰。 

若用户申请常住区且常住区的空闲空间不够时，应先到临时区查找，若需要的内容恰好 

在临时区，可直接作为常住区内容 (因为这两个区都是动态可变的，所以能很容易地处理)， 。 

若用户申请的内容不在临时区，就应将临时区的内容淘汰，到外存查找。 

3．3 向时提供随机和顺序操作 

随机操作，是指当所需的记录不在内存时，系统自动到外存读取该记录。顺序操作，是 ’ 

指当所需的记录不在内存时，系统自动从外存的该记录起一次向内存读入多个记录(这时原 

内存中的记录若已被改动则要写回)，然后再从内存读取该记录。显然，这两种不同的操作 

会产生不同的影响，需由系统根据情况自动判别、选择针对当前处理而言的最佳操作。 

3．4 允许 多库在内、外存同时运行 

系统可以根据用户的定义情况，把某些用户指定库的部分(或全部)放入常住区中，而把 

其它数据放人临时区中，内存放不下的内容则还放在外存。系统对这些数据进行统一管理， 

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库切换和记录切换。 

3．5 多个记录的一次处理方式 

这种一次处理有两种含义： 

1)用一次 I／O完成多个记录在内、外存间的数据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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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从内存一次把多个记录写入外存，或从外存一次把多个记录读人内存。显然，这种多 

个记录的块切换比记录切换的效率要高。 

2)用户对工作区中的多个记录可以同时存取 

即可以同时向工作区中插人多个记录，也可以同时从工作区中把多个记录写入外存。 

因为系统在成块地对多记录进行处理时，其所需的各种处理和检查只需要一次，这就比 

在单库单记录下的多次记录切换要省很多时间。 

3．6 索引、特殊属性和嵌套处理的策略 

因为当前的内存容量有限，想把索引、特殊属性、嵌套处理及其它的系统信息和数据都 

放人内存还难以实现。能够采取的措施是，在确保必须的系统信息住进内存的前提下，要先 

确保库工作区(该数据区非常重要)，其它部分则按以下顺序读人内存：嵌套关系控制块、特 

殊属性控制块、索引文件、长记录映射控制块、对象控制块。 

3、7 数据曰写的基本策略 

为了保存被修改的敷据就必须将其写回，但回写过多必然降低整体的运行效率，因此需 

要对回写的时机进行选择。这里提出的回写策略是：若修改数据(包括插入、删除等多种操 

作)时这些数据仅在外存，则应立即修改外存数据暂存区；若敷据同时分布在内、外存中 ，那 

么修改数据时只修改内存中的数据，遇到下列时机时才用一次I／O将数据回写到外存数据 

暂存区中：1)工作区中已放满记录块，却需要向其中插入数据；2)系统出现故障．回写一次修 

改的数据；3)库切换；4)事务结束。提交事务时，用外存暂存区的内容代替外存数据区内的数 

据；5)释放常住区中的数据。 

4 工程数据库系统的内存分配 

管理部分的内存分配见图 1。其中的系统信息区的详细划分见图 2。图 1中的扩充工作 

区存放了除库工作区之外的系统控制块及相关的内容。 

联 系控制块与对象控制块中含有 

对对象间语义联系管理的信息，如语 

义、方法名、对象标识等。系统通过对这 

两个控制块的生成及维护来完成相应 

的管理。 

嵌套关系控制块用来维护嵌套关 

系。若产生 嵌套关系，嵌套表的表名、 

记录码、属性及相关控制块的地址等内 

容就必须写入嵌套关系控制块。 

系统信息区 

系统缓冲区 

l常住区 

库工作区 I临时区 

l空闲区 

扩充工作 匠 

用户缓冲区 

联幕控耐块首地址 

库工作区控饼块首地址 

嵌套关系拉{韧块首地址 

对象控箭块首地址 

长记录转换关系控制块首地址 

索引控制块首地址 

圈 1 系统内存分配 圈2 乐蜕信息区中的详细埘分 

每个库都有一个长记录映射关系控制块，内有记录名及系统碥码。记录名可由用户自 

定义．系统编码则必须由系统确定(确保码值的唯一性)。当用户通过系统访问长记录(名) 

时，该控制块即通过系统编码对长记录进行操作、控制。 

索引可采用流行的B+树方法。每个索引都可有两种索引文件 ：后缀为 CDX的唯一索 

引(文件)和后缎为IDX的非唯一索引(文件)。因此索 I控制块中可存放索引名、CDX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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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地址、Ⅲx的重值人口地址。各索引块问可用链指针联接。这样通过索引名就能找到需要 

的内容。 

系统缓冲区中存有库结构、元组值等系统信息。库工作区的常住区中存放用户所指定 

的多个库的全部或部分数据，系统则自动把一些用户没有指定的库信息放人临时区中。用 

户缓冲区供用户程序使用。 

对图1而言，库工作区对存取效率的影响最大。因为这涉及了所有库的数据字典及数 

据，而工程数据库的多数操作都集中在对库工作区的操作上。 

5 结柬语 

本文分析的基点是存取效率。笔者I~l：Z作需要曾对当前可用于Pc的一些工程数据库 

系统做过词研，发现其存取效率都有提高的余地。从数学的角度看．对于处理过程比较复杂 

的系统来说，其最终的处理效率并不随着硬件能力的提高而成正比关系提高⋯，所以为了适 

应不断增强的硬件配置，我们必须拿出更有效的处理模式才能使硬件发挥出其应有的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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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n~anhe withthe current situation application ofthe n 而】g data base．The approach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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