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算机科学1991№．1 

数 据 库 技 术 的 新 进 展 

参加第十六届VLDB国际会议总结 

王能斌(东南大学) 王 珊(中国人民大学) 周立柱(清华大学) 

第十六届超大型数 据 库 国际会议 (以下简称 

vI DB 9o)在澳大剽亚布歹 斯班举行。VLDB是重 

要的数据库国际会议 澳大和亚动员了主要大学和 

工业界的数据库学者，参加了会议的筹备工作。凑 

大利亚总督出席了开幕式。会 议 于8月13～lB日进 

行，共报告了60篇论文，进行了六次辅导报告和三 

次专题讨论，澳大年q亚工业界也在会上做了两次介 

绍 会议反映了当代数据库的发展水平。 

这次会议共收到 论文 约300篇，经评审录甩了 

其中60篇，录用率为1／5，这在 国际会议中算是比 

较严格的。 

自八十年代初、中期以来，从不同的计算机应 

用领域提出了许多袭据库的非传统应用的课题 (例 

如乡媒介数据、空旃数据、时态数据、复杂对象、 

知识、超文本 (hyl~rtext)等 的 管 理)。 为 了 

适应这类应用的需要，提出了 不 少新 的数 据 模 

型、系统结构和新的概念，经过几年的实践，逐步 

形成了面向对象数据库 (以下简辣OODB)和知识 

庠 (以下简称KB)两个生民点。这次会 议 也明显 

地体现出这样两个重点。除此以外，还有相当乡的 

论文论述数据库管理系统 (以下简称DBMS)的实 

现技术，这包括传统的和非传统的、集中的和分布 

[Y3DBMS实现技术。由于硬件的飞速发展，为数据 

库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物质基础，由此也弓f出了 

许多轿拘研究谭题，这个趋势在本届VL】)B会议上 

也体现得十分明显。兹就上述诸方面的情况，分述 

姗下 。 

f．知识库和演绎藏据库 

关于知识库方面的论文只有一篇由法国 

人C。E~cn]ier发表的“Non—Monotonic Kno-- 

wledg~ Evolution in VLKDBS”。这 是一 

篇带综述性的论文。在前半部分，作者提出 

了非单调知识进他的特征，并筒述了在程序 

设计语言、数据库以及人工智能中目前使用 

的一些处理非单调知识进化的方法，论文詹 

半部分提出了“语义容限 (semantic toler- 

ance)的概念，讨论了如何将它用 于 非单调 

知识进化，说明了非单调知识进化与传统的 

工程技术、用户接 口，规则管理、长事务以 

及数据库设计等技术之间的关系。论文着重 

强调非单调知识进 化这一问题的重要 性与复 

杂性 提出应当将它作为超大型数据库及知 

识库的基础研究。 

本居VLDB会议上共发丧了九 篇 有关演 

绎数据库的论文。从数量上讲，没有任何一 

个专题的论文可与之匹敌。在内容上 ，除了 
一 篇是有关多重集(multiset)的形式化语哭 

以邪，其余八篇垒部是有关递归查询的算法 

研究，就内容的集中性而言，也不是任何其 

它 专题 可与之 比拟 的。 

最近几年里，演绎数据库的递归查询一 

直是人们十分感兴趣 的_可题。这方面的研究 

大体上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研究递归查询 

表达方式，其二是寻找复杂度较低的查询处 

理算法。目前 尚未找到一个一般的效率较高 

的处理算法，但对其中的某些子类却有了一 

些研究成果。例如，在 对以Datalog为 基 础 

的查询研究中，已经有了对于可分离(separ- 

able)程序、右线 性(right linear)程 序、左 

线性(1eft linear)程序、可交换(eommutab- 

le)程序、可分解(faetorable，程序 以 及 其它 

备类程序的优化算法 与此同时，将 递归查 

询表选成传递 闭 包(transitive eIOsure)，对 

传递闭包的算法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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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VLDB太舍上发裘 阿递归优化论文情况大 

致如下： 

越予日的递归查询优化论文一篇。论文 

题 目为“Factoring Augmented Regular Ch— 

ain Programs 。在过去若干 年 里，论文作 

者P．wood一直从事基 于图的语 言 (graph～ 

based language)的研究。这种 语 言 的特点 

是将DB查询表达成有向 图 与路 径，并采用 

正则表达式说明对路径 的某些 限制 这种 表 

示 法允许对正副表达式中只含常量的查匈 

进行优化。在这一基础上，作者对含有变量 

的正则表迭式所表示的查询进行了研究，论 

文 阐 明 了 属于“扩充 正 别 链”(augmented 

rogular chain)这一类程序J 总 是 可 以转换 

成可分 解 的(faetomble)Dataiog程序J从而 

存在有效的算法。 

关于。传递闭包”算法的研究共有三篇。 

。传递闭包”被认为是下一代数据库系统应当 

具备的十分重要的操作，“传递闭包 可用于 

解决与“材料单”、。最短路径”、“关键路径 、 

。路径源点”、。路径端点 等应用有关的各种 

递归盘询。有关。传递闭包 的算法研究最近 

两年十分活跃。 

在 题 为“Hybrid Transitire Closure 

Algorithms 的论 文 里，作者R．Agrawa]等 

人将 目前有关“传递闭包”的 算 法 分 为三大 

类。第一类称为“迭代算法 。这类算法包括 

。半纯真”(seminaive)、。对 数”(1ogarithm～ 

ic)算法等。它们的特点是重 复 地 计算某一 

关系代数表邀式，直至没有新的结果产生为 

止。第二类被称之为“直接算法” 它包括基 

壬矩阵 的算法、基于图的算法等。基于矩阵 

的算法将传递闭包盼计算化成矩阵的表示与 

操作，面基于图的算法则将传递闭包的计算 

变为图的遍历 问题。“直接算法”的特点是对 

每一个元素 <例如一个节点或一条边)只计 

算～定次数 (通常只考 虑 一次)。第三类是 

“混台型算 法”(hybrid algorithm)。它是综 

合其它算法而形成的。在“Hybrid Transitive 

Closure Algorithms 论文里，作者提 出 了 

一 种将基于矩阵与基于图形这两种算法综台 

而成的混台型算法，主要 目的仍然是为了减 

少传递闭包的计算时间。 

另两篇有关传递闭包的论文是M．A．Ho- 

utsma等人的 “Distributed Transitive Cio-- 

sute Computations：The Disc0nnecn0n Set 

Approach”，与J．P．Cheiney等人 的“A Para- 

iieI Strategy for TransJthfe Closure Using 

Double Hash-Based Clustering”。前一篇主 

要讨论分布环境下传递闭包的计算，提出根 

据数据划分．将查询分解并采用非联结集(di- 

sconnection set)方法计算传递闭包的算 往 

在后一篇论文里，作者提出了对传递 闭包的 
一 种并行算法。这种算法使用磁盘上的双散 

列丛集技术，利用有限的内存而避免过多的 

I／O开销。当P个处理器用于 传 递 闭包的计 

算时，它可以使 计 算 时 间 降低为 原来的 

1／P。 

有 关 演 绎 数据库的其余四篇论文全部 

是关于自底向上(bottom-up)的 递归 优化算 

法的研究 自底向上也称之为 前向链接(for— 

ward chaining)或 定 点(fixpoint)计算。它 

由已知事实出发，不断地应用规则，直至获 

得查询结果。自底向 上 的 计 算一般都采用 
一 次一个 集台 的 方 法，它 与PROLOG通 

常所采用的自顶 向下，。一次一个记录”的方 

式正好相对应。目前的自底向上算法中有相 

当一部分是前几年提出 的 魔集(magic set) 

方法、半纯真方法的扩展。 

在 “How to Forget the Past w ithout 

Repeating It 的论 文 里 ，作 者J．Naughton 

等人针对自底向上计算中的空间开销较大的 

问题，设计了 一 种 使 用 滑动式窗口制表 

(slidding window tabulation)的 算法，既 

保持了自底向上算法原有的时闯藏率，又降 

低了空间开销。 

在“Rule Ordering Bottom—up FLx-po- 

int Evaluatton of Logic Programs”的论文 

里 J作者R．Ramakrishnan等人探 讨 了如何 

利用规到的蕨序来优化逻辑程序的自底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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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 枣位，提出了三二种刊用顺序进 ?优化 

的算 。男⋯篇论文“Efficient Irnp!eme丌- 

la￡ion of Loops in Bo!tom—Up E、’ajuati— 

on of Logic Queries 也对利用顺序的 优化 

进行了探讨。论文对 半 纯 真算 法进行了改 

进，它将相互递监的规则进行分裂，对分裂 

产生f 子循环按照特定顺序计算，减少了连 

结运算的次数。 

在 题 为“Night-，Left-，and Multi- 

Linear Rulc Transformations that M ain- 

}ain Context Information 的论 文里 ，D．K— 

empt等人针对较早提出 的右 线 性、左线性 

以及多线性规则优化算法进行了扩充，克服 

了原有算法只能对自变元是常量的规则进行 

优化的局限性，使之能够处理 自变元为变量 

的更为一般的情形，并且加速了递归 问题的 

求解速度。 

2．面向对象数据库 (00DB) 

在这次会议 h，OODB也是论 文 的集中 

点 之一 ，其 内容大致集中在提高性能、OOD 

B程序设计语言和实现技术等三个 方两。O0 

DB的论文巳不再是介 绍 一 些OODBMS原型 

或面向对象数据模型的设计，而是比较深八 

地提出和研究OODB--些实现技术问题 和概 

念 问题。会上还举行了一次OODB的 专题讨 

论和一次OODB辅导报告。遁过 上 学术活 

动，我们获得如下 的印象t 

(1)OODB的方向是肯定的 

OOD]~是为了满足各种新的 数据库应用 

的需要而产生的数据库技术。诸如多媒介数 

据、空间数据、复杂对象、超文本、知识、 

时态数据等的管理都 口'以用OODBMS支持。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是软件工程的重要发展方 

向之一。它可以提高程序设计的生产率、重用 

性以及可扩充性。发展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必 

然要求相应地 发 展OODB~OODB 以统一 

地管理数据和各种表 示形式的知识，OODB 

与基于知识的系统栩结合，也是一个重要的 

发展方向。斑GODB专题讨论 会上，夺五个 

发 言人中 ，只有西 德Karlsruhe大学 ~％ ock— 

cmanJl教授开始时列OODBI~]=⋯些 消极现点， 

其他几个发言人都是肯定OODB的发展方向。 

其实Lockemann所提 出的反对理 由 都是人所 

共知的，例如性能不好、虢少理论基础和形 

式化描述、没有标准、没有新的内容而是一 

种时髦 等 等。这 些 都 是OODB发展中的问 

题，而不是否定其发展的本质问题。最后， 

Lockemann又做了一个补充发言。第 句话 

就是“我是一 个OODB的坚定的信仰者 。在 

会上，来闻其他 怀 疑OODB的论调。OODB 

的发展是必然的。 

(2)OODB的发展水平疆 趋势 

目前 ，OODB核心系统的一些 技 术问题 

都已基本解决。诸如数据模型、数据语言、 

查询处理、对象管理 、消息管理、版本管理、 

事务管理、物理结构等等都找到了具体的解 

决办接并有了实践的经验。目前已出现了一 

些商品化的OODBMS，例如Gem Stone(So- 

rvio Logic)、Ontos(Ontologte Sys tern)、 

ORION一Ⅱ (Itasca Systems)、STATICE 

(Symbolies)、 Vision(Innovative System 

Techniques)等。ANSI也成立了一个OODB 

标准化的工作组。当然，~ OODBMS商品 

是指其在软件市场上可以买到，并不意昧着 

它们已被广泛地使用。发行这些OODBMS产 

品的都是些小公可、新公司，他们多少希望 

通过出售OODBMS男辟 蹊径 ，寻 找 机 会。 

IBM等大公司迄今还未看 到这 方面的动向。 

目前 ，OODB主要 用于特定 的 领 域，还不能 

说 已被工业界和广大用户所接受。不过它的 

应带范围将不断地扩大。如果面向对象程序 

设计方法有了犬的发展，面向列象程序设计 

语言成为主流的程序设计 语 言 0ODB将获 

得广泛的应用。 

从 目前’的情况来看，OODB与关 系 数据 

库(RDB)的关系不同于七十年代初关系数据 

库与网状数据摩的关系。那时柏争论是在阿 

一 主要应用领域(即事务处理)，究竟用关- 

数据库 ，还是用剐状 数拐摩 也就是 嚣取代谁 

的问题 现在OODB闪提出 ，是存 肯 定要累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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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基本适合事务处理的前提下，对某些非 

传统的应用，用OODB~b其不足。这是相辅 

相成的关系，而不是对立或取代的关系。在 

会上，未闻有取代之说，也没有OODB与RD 

B谁优谁劣的议论。事 实上，这 次会议上还 

有很多关于RDB的文章 

(3)可研究的I可鼍 

OODB技术还不能算成熟，有不 少问题 

仍在研究解决中 从会上韵论文来看 ，下列 

问题有待避一步研究； 
· 改善实现技术，提高OODBMS性能。 
· 精确定义OODB的一些概念 ，发展OO— 

DB形式化理 论。 

· 与基于知识的系统相结合，增加演绎 

功能。 

·与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语言相结 合，把 

数据库和程序设计语言集成为一个应用软件 

开发环境 ．解决两者不匹配的问题。 

· 发展OODBMS的开发工 具和OODB的 

设计工具。 

·解决OODB与传统 数 据 库 的集 成 问 

题。 

3．BBM$室现技术 

这方面的文章相当多，遍及查询处理， 

事务管理 ，缓存医管理 物理结构以及完整 

性约束等。有传统数据库的，也有非传统数 

据库的|有集 中数据库的，也有分布数据库 

的。这类文章的特点是工作做得比较深八细 

般。不停留在概念化的论证上，而且还做了 

许多分析、模拟或实验；这点是值得国内数 

据库界借鉴的。下面将这方面的有关问题分 

述如下‘ 

f1)奎i茸处理 

连接的方法，特别是分布连接方法在论 

文中讨论很多 有关基于散列(hash--based) 

的连接论文还作为一个专门的分 组 进 行 报 

告。这方面的内容将在后面介绍。 

会上也有两篇文章讨论嵌套关系。一篇 

是西德N．Sudkamp等人的 Elimination of 

Views and Redun4ant Varibles in an SQL- 

· ， 

Like Database Language for Extended 

NF Struclure”，另一篇是 比 制 对G．IIulin 

的 “On Restructuring Nested Relations in 

Partitioned Normal Forms”。前 者 主要讨 

论支持嵌套关系的数据模型中的查询优{t， 

后者则主要讨论如何将一类特定的嵌套关系 
— — “划分范式”关系转换成具有泛关系形式 

的平面关系，从而用平面关系的语义来描述 

嵌套关系。论文定义了一 种 新 的 算法及操 

作，可用于进 行上述转换并使转换中的信 皂 

丢失最少。 

(2)事务管理 

传统 的事务模型要 求 事 务的 作用原子 

化，事务的执行可串行化。这在一般的事务 

处理中还可适用，但在长事务或嵌套事务处 

理巾，这些要求成为提高性能的障碍。近几 

年来 ，有不 少论文提出修改事务模型，以弱 

化这些要求。在这次会 议上H．F．Korth等人 

提出了用补偿事务进行恢复的形式化理论。 
一 般 的事务是不允许其他事务访问其未提交 

的数据的。否则当该事务撤销时，会引起其 

他事务的连锁撤销。要 等 一 个 长事务提竞 

后，才允许其他事务访问其有关数据，往往 

会导致长时间的等待 。在合作的事务 中，例 

如在台作设计中，有时还希望了解其他台作 

者的未提交的数据。为了满足这些需要 一 

般用一个作用相反的补偿事务来消除天折的 

事务的影响，但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能奏效 

的。本文在理论上分析了这些条件，也讨论 

了一些实现问题 另外，也有两篇论文讨论 

在分布数据库中利用 多复 本进 行 恢复的技 

术。 

在并发控制方面，IBM公 司的c．Mob 

an发表了两篇论文，其中一篇是用记录序号 

(Log Sequenee Num~r)来确定蕖页数据是 

否提交，以 提 高 并 发 度。这 项 技 术已在 

A 400、SQL／DS、D32、IMS中成功地得 

到应用。但令人不解 的 是，这 项 成果迟到 

1 990年才 式发表，或许是商业躁因。另一 

篇是关于B树的一个封锁方法，称之为A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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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VLf Algorithm for Recovery and 1sc— 

iat ion Exploiting Semantics Using Key— 

Value Locking)。这两篇论文所介绍的并发 

控制技术实用、具体、可供 国 内研~IJDBMS 

者参考、其基本内容 也 可 反 映 在有关教材 

中 。 

(3)缓存区蕾理 

本届VLDB论文中，有不少文章讨 论 缓 

存区的管理。随着内存的增大，DBMS的缓 

存区也相应地扩大。在有些系统 中 以 缓 存 

(cache)相称．缓存区扩大后，可以显著地 

减少访盘的次数，是提高DBMS牲能灼主要 

措施之一。论文中主要讨论缓存区的调度和 

更新算法、保持缓存区数据的一致性以及命 

中率分析等。 

({)物理结构 

在DBMS的物理结构方面主要讨论索引 

和散列技术。在索引方面主要讨论多属性索 

引、时杏数据索引等特殊问题。在散列技术 

方面主要讨论利用散列技术进行连接操作。 

(5)完整性约柬 

有些论文涉及到完整性约束问题。从论 

文所反映的情况看，新的大型DBMS都或多 

或少地加些完整性约束措施 尤其引用完整 

性约束(referential integrity constraints)。 

几乎主要的DBMS都有。’其表示方法不外乎 

三种：1．用非过程语言描述完整性约束。2． 

用规Ⅲ4描 述完整性约束 3．用触发(Trigger) 

的条件来体现完整性约束。在发生违反完整 

性约束的事件时，或禁止子事务执行之前 

或撤销于事务执行之后。S．Ceri提出一个修 

补法，就是在发生违反完整性约 束 事 件 以 

后．采取修补 (rc~air)措施。把数据库 恢 

复到 某一一致状态 (不一定是执 行 前 的 状 

态 )。 

4．硬件发展所带来 的数据库研究的新课题 

在 本届 VLDB会议上 虽无此标题或提 

法，但许多论文所研究的问题属 于 这 个 范 

畴。为了强调硬件的发展对数据库技术的影 

响，下面将在此标题下综台介绍 有关 的 内 

容。众所周知，计算机技术 有两个发展的动 

力 一是应用的需求 二是硬件的发展。前 

者是需要 ，后者是物质基础。数据库技术的 

发展也是如， 。计算机应用对数据库技术提 

出的要求，上面已有介绍。下面根据术属会 

议的论文内容，介绍硬件发展所带来射敬据 

库研究的新课题。 

(1)可写光盘韵出现和使用 

由于光盘可以高密度地存储大量信息 

为多媒介数据库、文档数据库和时态数据库 

等的研究提供了物质基础。在本届 VLDB会 

议上，时态 数据库成为一个专门的分组。一 

般数据库只反映现实世界的当前状态，不反 

映历史状态。时态数据库不但记 载 数 据 本 

身，而且还记载数据的有效时间。过朝的数 

据不必删除，可以作为历史数据保存。甚至 

在数据库 中还可保留与未来有关的数据。数 

据在时阃维展开以后，数据量太增，磁盘难 

以承受。光盘出现以后，为时态数据库的应 

用提供了物质基础。在本届 VLDB会议上， 

关于时态数据库的论文共有三篇；第一篇是 

关于时间索引 (time index)问题，提出按 

时闻建立索引，作为时态数据的存取机构，可 

以有效地支持WHEN操作、时态聚集函数处 

理、时态SELECT操作以及时毒连接操 作等， 

从而改善时态数据库的性能。第二篇提出一 

个 时态关系代数，可用于任何支持离散线性 

有界时间的时杰 系数据模型。文中把五种 

基本关系代数运算推广到时间域 ，并定义了 
一

种线性递归运算。这种时态关系代数和基 

于以until和since作时态操作的谓词时态逻 

辑的时态演算具有同样的表达能力，可作为 

时态关 系完备性的基础。第三篇研究数据库 

系统对时态数据的支持，提出把时杰数据当 

作复杂对象处理 ，并以西德Kai~rslautcrn大 

学所研制 的 PRIMA数据库系统的数据模型 

MAD为例，说明时态数据的表示，文中还讨 

论了减少存储开销和提 高访问速度等问题。 

(2)大容量内存的出现 

由于内存芯片集成度的提高和价格的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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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单机内存容量已可扩充到100JL字节 以 

， 停 电时可用内接电池供 电，可以成为不 

易失存储器。这项硬件的发展剥数据库技术 

产 很大的影响。 

过去，计算机手统只能向DBMS提供有 

限的缓存，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嵌套循环积排 

序归并等基本连接方法。近年来，以散列技 

术为基础的连接方法有所发展。在磁盘上将 

关系按连接属性散列后再连接 ，是得不偿失 

的。如在内存中对整个关系或部分关系按连 

接属性散列，再进行连接，可 以获得好的洼 

能 在本届 VLDB会议上，以散列为基础的 

连接方法成为一个 专门分组。这些论文讨论 

内存的有效使用、溢出处理等问题。由于并 

行处理在数据库技术中用得壹来愈多，有三 

篇论文讨论在多机情况下陶以散列为基础的 

连接问题。 

单机的内存容量是有限的，如果采用多 

机系统，总的内存容量可与磁盘 的 容 量 相 

当，可在其土建立数据库。这称为 内存数据 

库。内存数据库消除了i／o瓶颈，性能很高， 

但有其特殊问题，例如数据结构、存取路径 

等的设计均不同于一般数据库。这次有两篇 

这方面的论文。 

(3) 小型温盘容器加大、’价格降低、体 

积缩小 

3．5英寸温盘的出现，这个趋势更 加 明 

显。数据库可 以不用犬容量磁盘组成，而代 

之以磁盘组 (di出 array》。每个磁盘的容量 

虽然不大，但 由于磁盘 的个数多 总的存储 

容量仍是很大的，可以在它上面建立大数据 

库，这带来几个好处z 

· 磁盘操作 的并行性增加 ，可望缓解乃 

至解决I／0瓶颈问题。 
· 不同的磁盘，其失效机制是相对独立 

的。如采用多复本，有利于容错。 

在谊歇会议上 有两篇关于远方面的论 

文 ⋯ 篇研究颤据在磁盘上的分布，另一篇 

研 览 失效博 说下 磁盘 组 性 分0 。 

(4)撇扭鞍计算氍圆络的馑麓太福廛提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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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发凰对数橱摩技术晌蟛响反映在两 

个方面： 

· 数据库的并行处理受到重视 目前， 

数据库并行处理结构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多 

处理机结构，岂称 为 share everything结构， 

由多处理机共享内存鞴磁盘。另一种是多计 

算机结构，也称为share nothing结构，由多个 

独立的计算机通过高速网相联。由于多处理 

机并行处理的吞吐 量 (throughput)随着处 

理机数的增加而迅速饱和，目前用得多的是 

share nothing结构。会上的有关论文也都 以 

此结构为背景，其中三篇讨论并行处理时的 

以散列为 基础的连接，另外两篇研究数据库 

并行处理 中数据分布问题。 

· Client／server~T成为数据库系统的标 

准结构 由于硬件价格 的下降，数据库的处 

理和应用程序的处理趋 向于由不同的计算机 

系统来担任。处理数据库任务的计算机系统 

称为数据服务器 (data SeYveY)，数据服 务 

器实际上就是数据库机 器。’不 过它是 由通 阁 

的微处理机 (例如采用 RISC结构的微机) 

构成，其本身一般不止一台计算机，丽羟 由 

多台计算机构成的并行处理系统。处理应用 

程序的计算机称为主机 (hOst 。主机与数据 

服务器通过计算机网桐联。主机如需访问数 

据库，可将此任务交给数据服务器，主机扮 

演委托者 (client)的角色。而数据服 务 器 

接受各个主机的请l承，专职地提供数据库服 

务，扮演服务者 (server)的角色 这两 者 

之间的界面如何划分，是论文审讨论的一个 

主尉。另外，由于数据服务器是专用计算机 

系统，可按DBMS的要求进行设计，从而摆 

脱了通用计算机给DBMS带来的 限 制 和 不 

足。其操作系统一般是专用的。DBMS[勺一 

部分功能 (例如并发搓铷、恢复 一缓冲匿 

理等)可以下放给操作系缔，而DBMS可 

彭做一 j- 来 由 照辟!程序 行做的工作 (例如 

it 
、 !司 处 等、，为角 提供一个 更 好 

一开发 。_用 序i 乎矗 (plaKorm) - I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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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篇论文讨论数措服务器的结构。主要是讨 

论数据存放 (data placement)和平衡负载 

等 的照略。并行处理的方式有三种，即同一 

操作由多机并行处理 (intra—operator)，多 

个操作由多机分工并行处理 (inter—operat— 

or)，多个查询由多机并行处理 (inter—qu— 

ery) 这三种方式可用于同一系统中，视操 

作和查询的复杂程度、查询的响应时间要求 

以及当时的负载情况选择使用。数据服务器 

的商品在会上提得比较多的是Teradata公司 

的DBC~Tandem公 司的NonStop SQL。 

由于硬件的发展，冯·诺依曼计算 机 给 

数据库系统所施加的三个瓶颈(I／0、CPU、 

内存)都将突破。这将大大影响DBMS的实 

现技术，甚至数据库理论的发展。这个倾向 

在这次VLDB会议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5．其他 

与往常的VLDB会议不同，这次无分布 

数据库专门分组，但有关分布数据库的论文 

很多 许多关于DBMS实现技术的文章，都 

是以分布数据库为背景。分布数据库不是过 

时了，而是成熟了。正象七十年代初期，关 

系数据库可能成为当时学术会议的专题。但 

时至今 日，就很少有学术会议把关系数据库 

再列为一个 专题，丽关于关系数据库 的论文 

却很多。根据会上的论文所反映的情况，同 

构的分布数据库和client／server结构的数 据 

库已趋成熟 ，有了这方面的商品。分布数据 

库剩下来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 把 已 运 行 

的、分布的、异构的数据库集成起来。这是 
一 个迫切需要解决 的实际问题。关于这个问 

题，会上有两篇文章和一个辅导报告讨论这 

个问题，但没有大的突破。其中一篇文章介 

绍普渡大学所研制的Interbase。它已将Gu— 

RU、INGRES、Sybase、dBASEIV等 四种 

运行于不同的硬、软件环境的数据库系统集 

成起来。文中只介绍 了它的事务接型。这种 

事务模型有三个特点： 

· 功 能重复(functioll repiicatlon) 一 

个子事务可以访问多个数据库，例如订机票 

这个子事务，如一个航空公司的票订不到， 

就可以 自动转到其他航空公司去订。 

· 混合事务 (mixed transaction) 即 

允许一个全局事务既包含可补偿子事务 又 

包含不可补偿子事务，可补偿子事务可以在 

全局事务提交前提交，而不可补偿子事务只 

能与全局事务一起提交。 
· 标注事务的处理时间 有些事务对其 

处理时间有一定的要求，例如订票的时间最 

好放在票价打折扣时。 

多数据库的另一篇论文是M1T提出的Plo- 

ygen模型[Ploygen是作者杜撰的一个字，表 

示多(poly)种 来 源 (gen)]，作者认为在实 

际应用中，有时不但不需要位置 透 明 (1ot- 

atiOn tran sareney)，相反地还要求标 明 数 

据的来源，例如用以判断数据 的可信度。有 

耐伺一数据也可以有多种来源，更需要标明 

其来源。在作者所提的数据模型中，加上数 

据来源标 记，并对 这种模 型发展 了相应 的一 

套代数运算规则。 

可扩充DBMS结构近年来成为数据库的 
一 个新的研究领域。耗这次会议上 ，除介别论 

文提到外，没有一篇文章专门论述这个问题。 

关于数据库应用，历来不是VLDB会议 

的重点，一般只接受刺激数据库技术发展的 

数据库高级应用 (advanced application)方 

面的论文。这次有空 问数据库 (spatial da— 

tabase)这个分组，并有这方面的辅导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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