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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大数据查询效率低下的问题，提出了一种有效的搜索方法。将共享的历史查询结果作为中间结果集，在 

新的查询请求到达时，首先与历史查询进行匹配，若能实现匹配，则直接将匹配部分的历史查询结果直接作为新查询 

请求结果的一部分。这减少了大量的对历史查询的重复计算，节省了搜索时间，提高了查询效率。实验对比分析表 

明，新的基于大数据的查询方法能较好地提高查询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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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d an efficient search method to the problem of low efficiency for large dada queries．Using 

shared history query results as a set of intermediate results，when a new query request arrives，the first match for histor- 

ical inquiry is directly added to the matching portion of the historica1 results for directly as part of the new query result 

of the request if achieving matching．It can reduce the large number of double counting query history，save search time 

and improve query efficiency．By experimental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show that data based query methods can improve 

query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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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云计算技术的飞速发展，尤其是物联网技术和移动 

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数据被人、各种传感设备或者机器所 

产生。越来越多的应用每个月都会产生 TB级别甚至 PB级 

别的数据，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需求每天需要处理几 PB、几 

百PB甚至 EB级的数据。如FaceBook、Google+及其国内的 

人人网等每天需要处理几十 PB的社交媒体数据；Google， 

Yahoo!及百度等每天需要处理上百PB的数据；Twitter与新 

浪微博等需要处理上亿条的微博记录等。所有这些均对大数 

据的处理能力和效率提出了更高的需求。 

为了较好地处理这些大数据 ，许多研究机构和公司也开 

发了相应的新技术或者新架构来面对这些新的需求，主要就 

是通过提升计算效率的机制即云计算技术来实现对这些大数 

据的并行处理，其中实现这些并行处理的最基础模型为 

Google最早用来提高搜索效率的并行编程框架 Google Ma— 

pReduce[ 
。 后来在 Google MapReduce的基础上，Apache提 

出了属于自己的云计算生态系统架构 Hadoop。其中Hadoop 

生态系统中的Hadoop MapReduce即成为其所对应的并行编 

程框架。MapReduee的基本核心就是实现了对机器的线性 

扩张，即随着机器数量的不断增加，可线性地增加其并行计算 

能力，从而满足用户的查询需求。后来在 MapReduce的基础 

上，又产生了许多新的并行编程框架，它们均对 MapReduce 

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做了改进，主要有：Twister[ ，Haloop[3]， 

Pregel，MapReduce-Merge，Clustera，DryadL ，SparkL5 以及 

Hadoop++[6]等等。这些不同的编程模型分别从不同的角 

度提高了对大数据的处理能力，如 Twister及 Haloop主要在 

于提高对于迭代计算的处理。Pregel主要用于提高对图计算 

的大数据的处理能力；MapReduee-Merge主要在 MapReduce 

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合并数据模块，用于改善MapReduce的 

处理效率等等。最近，由于 Hadoop MapReduce第一代在并 

行共享槽上存在的瓶颈及其它原因，Apache又设计了第二代 

MapReduce，称之为YARN，用来进一步提高并行处理速度。 

虽然针对大数据的处理已经有许多新的技术或者方法， 

但是如何从 PB级这样的大数据中取出满足用户查询需求的 

一 条记录或者合适的网页，仍然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这对于 

交互式的查询，尤其是即时查询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 

战。虽然现在已经有各种各样的搜索方法[7 ]出现，但是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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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仿真实验 1仿真结果 

从图4可以看出，我们的搜索方法在执行搜索时需首先 

检查历史查询网，由于以前历史上曾经有过对包含“自行车” 

的搜索，因此只需要直接对新增部分的记录执行新的搜索即 

可，以前的记录不需要重新进行搜索，可以直接利用。图4的 

左边展示了新的搜索方法和传统的搜索方法所需要的搜索记 

录的一个对比，可以看出我们的搜索方法只需要搜索较少的 

搜索记录。图4的右边展示了传统搜索方法和我们的搜索方 

法在耗时上的一个比较，从该比较可以看出我们的搜索方法 

由于只需要搜索较少的记录，因此大大地减少了搜索的时间， 

提高了查询效率。 

2)复杂查询搜索仿真实验比较 

本仿真实验 2主要是验证查询两个数据集的Join连接。 

本仿真实验直接从 TP&H数据集中选择了两个表进行Join 

连接复杂查询计算。仿真实验结果如图5和图6所示。 

图5 仿真实验 2仿真结果(计算记录条数比较) 

图6 仿真实验 2仿真结果(计算时间比较) 

从图5和图6可以看出，使用本文的方法进行Join连接 

的复杂查询，无论计算记录的条数还是最后的计算所花费的 

时间，均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结束语 本文针对大数据查询效率低下的问题，提出了 

一 种有效的搜索方法。我们的主要设计思想是将共享的历史 

查询结果作为中间结果集，在新的查询请求到达时，首先与历 

史查询进行匹配，若能实现匹配，则直接将匹配部分的历史查 

询结果作为新查询请求结果的一部分。这减少了大量的对历 

史查询的重复计算，节省了搜索时间，提高了查询效率。最后 

通过实验对比分析得出，新的基于大数据的查询方法能较好 

地提高查询效率。 

为了进一步提高大数据下的搜索效率，未来的工作主要 

集中于如下几个方面： 

(1)建立一个针对大数据的语义网，增强近似查询的能 

力。通过语义网，可以实现语义查询的需求。 

(2)改善MapReduce的计算能力。MapReduee的Shuffle 

阶段一直是制约 MapReduce计算能力的一个重要瓶颈，以后 

要设计一种较为灵活的Shuffle处理机制，从而提高其处理能 

力，实现更为快速高效的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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