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 

惫 孝 奄姑√ 

计算机科学 1995 Vo1．22 N9．1 

信息管理技术的最新进展 

参加国际智能信息管理系统会议总结 

工 汉~3oo74
渤) 1 ’、 (华中理工 汉 ＼ 、1 ‘ 

1994年 6月 1日～3日我1仃出席了在美国华盛 

顿D．C．召开的国际智能信息管理系统学术会议，该 

会议由国际小型、徽型计算机协会举办，来自美目、 

加拿大 德国、日奉等的许多专家出席了会议．车屠 

喜议着重于研究信息的智能管理问题，录用的 37篇 

论文中，涉及数据库领域的占l4篇，同薹苦镬域的占 

l3篇，并行顿域的占4篇，应用顿域的占 6籍．现就 

以上顿域 ，分述如下． 

一

、数据库技术 

数据库是计算扭数据管理的一r了技术，具有效 

据结构化、低冗余度 高独立性、易扩克性和数据共 

享等特点．能有效地处理j卑量信息并高教地盎行昔 

理与维护．然而，今夭市场上提供的数据库系统遗常 

涉厦到商务应用领域，其处理的 务都比较小．随着 

顿域的拓广，这种传坑的数据库管理幕统难以应付 

新的应用需求，尤其 自八十年代韧 中期以来，出现 

了许多数据库的非传统直用 ，例如复杂对象．时态数 

据、多煤体数据 空问数据等．为了适应这些新应用 

的需求，提出了不少新的数据摸型、系坑结构和新的 

概念．几年来逐步出现了面向对象数据库、实时披据 

库 多煤体数据庠、联邦数据库等．奉届会议对上述 

各英数据库研究有不步论文作了阐述． 

1．面向对簟数据库 

近几年面向对鼻I数据库巳成为搬据库苦E晨的一 

十重要方向．之所以研翻面向对象数据库，主蔓是困 

为需蔓数据库具有结扮慎报和行为慎拟的能力．这 

痰会议上．面向对象数据库及面向对象方{圭是论文 

的焦点之一，大致集中在性能提高 、面向对象程序设 

计和实现接术三方面。这些论文已不再介绍一些面 

向对象数据库采统原型或面向对象数据模型的设 

计 ，而是 比较深入地提出和解决面向对象数据库一 

些关键的实现技术问题和技率同题， 

复杂对象的查询是面向对象数据库系统的棱心 

技术之一，直接影响到系统的执行效率，是羼现其强 

大生命力的关键．长期以来，人们尚未建立一十标准 

的面向对象查询语言．车届会议有两篇论文对此怍 

了}町致 、探入的探讨 ． 

在。面 向对象 数据库的智能查询 处理 一文中 ， 

作者根据面向对象数据模型类息次慑念所允许的樊 

和赛啻I，豫式地表达具有不同抽象鹱的查询结果．对 

于支持复杂的数据密集型应用，作者认为当前工作 

应集中在如何为面向对象数据库的查询提供一些方 

法和手段．目前的现状是，大多数方案以扩羼的关系 

框架为基础．支持各种面向对象慑念．兵塑地，一十 

查询的结果是满足特定谓诃的对象集 ，连 既不蕾提 

供一种丰富的表达技术，又靠一种表选复杂信息的 

有效方法．事实上，人们可皑对对象的特征爰其所满 

足的条件感兴趣，即关心对象查询前内涵结果而非 

外蜓结果，因为内j茜查询处理具有如下优点t 

· 内涵结桌遗过公式集台来描述，它们独立于 

数据库的特定环境，因此较外延结果更稳定 

t 给定外延结果所需满足的条件，内碴结果提 

供了比赛例集更简洁、更直观的形式I 

· 内涵查询处理是对外廷结果的解释， 

· 在计算方面内涵查询处理忧于井蘑查询处 

理，因为无需访同数据库中的数据，就可直接获再内 

涵结果，从而大大减少查询处理的代秆． 

在另一篙关于“面向对象数据牟的睦谰预处理 

一 文中 ，作者通过天_量实践工作，对酉冉肆象敦据库 

系统的研制，提出丁一种全新的面向对象数据库幕 

统的查谰策略：经过查询璜处理，任何一十面向对象 

数据库 最统的关联查询均能转化为关系敷据库中以 

单关系捡索接术实现的查询．该文对查谰预处理的 

过程进行了详细介绍，井给出了有关面向对象数据 

库查谰的形式定义与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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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当今有些面向对象数据模型存在．且其查 

询语义较之传统数据库更为丰富、复杂，但它们均未 

达到宽分的优化。尤其是i步及对象关联访闸的应用- 

其执行致率远不如传统的数据库系统 ．作者认为 ．应 

辅层欢、问状数据库的导航式技术与关系数据库的 

描述式技术融音于面向对象数据库的查询处理之 

中 ．对任何一条 OsQL(扩展 SOL支持面 向对象 数 

据库)查诲进行以下璜处理 首先将其分解戚几十单 

类上的子查询 。再通过 OSQL的嵌套谓词。IN 引凡 

子查询问的导航路径．从而无需联接运算，一个面向 

对象数据库的关联查询即可转化为一个完全能用关 

系数据库的成熟查询技术实现的查询． 

联邦数据库 

分布数据库留下来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把已 

运行的分布式异掏撤据库寨成起来．构成联邦数据 

库．使用户好慷在一种共同柏数据模型上访问备类 

数据库．车届会议有两譬关于联邦数据库模强研究 

的沧文．一篇是 Cy~m．o 联邦敷据库系缱的元模 

型 ，文中所提出的异质数据库系统的元摸翟与已往 

的元模型有以下几点不同： 

· 竞垒支持备成员数据库的查询语盲，而不仅 

限于支持等价摸式I 

· 与传统的对象分类不同，它蠢调璜先存在的 

对象分类．即文中皓出的三奏 ：门类，基础樊和导出 

粪．九樊指将成员数据库中的数据块射为元模翟I基 

础类指供 qriflo内部实现用}鲁出粪指包音标识粪 

实倒存在的娩喇．可以访问其它的类．CyrLno正是 

利用导出类来解嵌数据库的异质同甚的． 

在另一篇关于 联邦数据库臂理的面向对象方 

法 文章中，丹绍了联邦数据库的面向对象执行模 

型，给出了联邦敷据库的定义——互橱台作、自治、 

异质翟数据库系统的集合．以及联合缓上操作的处 

理 ，坑一用对象来描述 ：查调对象 、事 务对象 安全性 

对象、完整性时象、模式对象． 

3．参薯#数据库 

信息最统发曩捌今罨大有将计算帆信息系统、 

通信系统和大众传插系统统一戚一个综合一体化大 

信息系统之势，而多撵体技术将在这个进程中扮湃 

一 十极为重要时角色．对多媒体数据的瞥理与操作 

较一般的信息处理不太相同．障丁查找、检索．捧序 

等常规操怍外。荫要诸如识别．理解、转换、压缩、台 

啦、刨作等特殊操作。论文。基于时间的多媒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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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慨念模型 提出了一种新的多摸体数据库概念摸 

翟用 结构横拟多媒体文车．它将一个堞体视为若 

干个表示行为的集合，每一个表示行为负责一个多 

搬体对象的表现。而各个表示行为卫可分解为多个 

子表示行为．以此构成一个文本的树结梅．该横型通 

过一个称为 同步消息传遭模型 ．表选各十表示行 

为之问的台作与同步关系．文章采用了面向对象方 

法． 对象描述各表示行为，以各种不同的聚集关系 

描 述对象问的同步关系． 

4．实时数据库 

实时系统对事务的处理时问有着严格要求-对 

于大多敷应用，与其在限定的时间内得不到一个数 

据库查询的精确回善，不如得到一个近烈的查询结 

果．。实时数据库中临时数据的近似查询处理 一文 

将近_I曼查询处理与临时数据摸犁相结合-设计出一 

个近似查询处理器，使之既{苘足时问要求，又符合临 

时数据的精度要求． 

5．分布或数据库 

随着傲茧计算机和计算机局域1碍维的迅猛发 

展，分布式数据库系统在信息处理技术领域中的重 

要性越来毽突出．但是 ．嚏之也带来了分布式敷据库 

管理数据的复杂性 数据完整性、一致性维护等一系 

列西难问墨．有一篇名为。分布式敬据库全局约柬的 

局莽测试公式的嫡译 文章，专门讨论了分布式效据 

库中较露难的完整性约柬问题．羲于一价谮词逻辑- 

作者提出了分布式效据库中完整性维护的一种方 

法t从一条全局约束来生成若干条局部约束的测试 

公式．通过局部约束公式的简单、高教的真假值爿 

定，完成全局约束的一致性检查与维护． 

B关矗数据库 

关系效据库技术发晨至今，其理论与实现技术 

日臻完善，其应用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备个镡域．产 

生丁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沦文。数据库专 

家一一个关系戤据库的设计工具 为数据库管理者和 

终jIl用户介绍了一种关系数据库的设计工具．它实 

现了 Bernsteln算洼。可以将多个用户视图转化为一 

个最小的界面I也实现了基于推理|规则的Car|son／ 

Arid龠墨搜索算法．该工具允许重新定义用户视 

圈．嵌据产生的最小界面和视固定 义．提供映射机 

制，产生商用关系数据库系统的标准语句输入(如 

ANsl中的 CREATE TABLE，CREATE VIEW 语 

句】。同样。谖工具的解释机制可以接受类似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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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语言。一旦用户对毂据库进行了修改 ，该工具即 

刻产生 ALTER TABLE和 ALTER VIEW 语 句反 

映其更新操作。总之．作为关系毂据库设计的辅助工 

具-DB-EXPERT可以保证设计的正确性，减轻设计 

负担 。 

二、并行技术 

VLS!技术正刺激着计算机系统结构朝着多处 

理讥系统发晨}许多大基计算需要的连度使目前超 

大基讥谁以畦任，如图象实时处理需要 l3亿次／秒． 

昕以多处理讥并行系统已成为当今及夸后计算机发 

展的主要趋势，对此 车届大会即做出了反响． 

目前，并行计算方法分为两大类 

· 具有 多并行 处理馨 的 系统。如 CM．5。Intel 

Paragon．这些计算讥内的节点由持殊硬件构成，大 

部分 为高 连散处理嚣 。处理单元(PE)通过赢带竟的 

通讯甩络互联，这类娜络可具有不同的拓扑结构。由 

于这类并行处理计算机使用了特殊的l硬件相互映同 

络．因此每个目标系统都有特定的软件． 

· 工作站问的并行。这种基于网络的工作站聚 

壤分布式计算在科研．工业锾壤中巳为越来越多的 

人研接受．不同于第一种方法，选种方法由于只有一 

十通讯通道．其工作站聚簇的通讯带宽很低。瓶且同 

培不瞳工于#站数 目的增多而增多。所以在工作站增 

多时只舍带来系统性能的下降 但是，太多tit怍站 

都运行UNIX操作乐坑．如果设计者使用其通讯设 

旌．刚工作站聚簇上并行应用的设计与开发可完全 

独立胥使用的硬件平台．当今已开发牡；弗种工具为 

系统怪序员提供高级的程序界面。 

基于上述阿种方法．在 工作站聚筷中使用并发 

同j}苦体暴结构的并行计算 一文提出了工作站聚簇 

的叉一新蛩体系结街——并发同龋结构．即使用二 

线或更高雎数 的同络结掏改善侍统聚簇的通讯带 

宽。该悬想I旺收了并行处理嚣系统与传统工作站聚 

壤的优点．填补了两者计算方法上的差异．聚簇结构 

谴划分戒多十子聚旗．形成一种新的并行计算．可以 

作并发执行，因此较传统的聚旗．更加有效，更加 

灵活 

但是新的体 系结构需要相应的新阿络管理 支 

持 ．酥传境的同络蒋理功能，如用 l白管理、专圭性 管 

理或 IP管理之外 ．还需要提供其它 的新设谴：如 何 

将资谭分配给 不同的应用，用户，如何将聚族划分或 

多个子聚簇，如何有效利用每个节点上的资源(如具 

有协处理器的节点)． 

在 另一篇关 于 ASTRA 多处理嚣通讯 系统的 

体系结构 文章中，作者介绍了由ASTRA(ASsocia． 

Tisre RISC结构)处理器构成的 多处理器 系统的通 

讯单元体系结构。 

近年来傲处理机设计中出现的RISC(简化指令 

系统计算饥】革命，使单个处理讥速度据高十倍。到 

1995年将生产牡；每秒执行 5亿条指令的傲处理机， 

这些高速处理讥芯片正在构成更快的并行计算讥系 

统的部件。为了进一步提高工作站性能．设计新处理 

器体系结构势在必行．ASTRA 即为一 种革新的体 

系结构，融台了支持协处理器和多处理器的新量体 

系思息。其攘心包括现代散处理嚣中支持协处理嚣 

的重要扮件．饿处理嚣可以作为独立的处理嚣。或者 

作为麦持通用处理嚣的主动／被动基协处理嚣，或者 

作为中 心障．CAM 处理嚣的控制 嚣，它 可．宴理 

SIMD戚 MIMD域中新基相关多处理嚣体系结柯。 

基于ASTRA，人们可设计牡；直接同培包转换多处 

理嚣系境，类似于 自治协处理嚣．ASTRA的通讯单 

元可以处理多处理嚣系统中一十节点上的所有救据 

传输工作。 

但是ASTRA通讯单元需要同耋告的麓井虞投通 

道．需要设计新的链接单元．且 ASTRA赴嚼劳檀心 

与通讯单元鹱冲区之问还要求有更优他的藕合方 

式． 

三、网络技术 

本届会议所涉及的网络{li壤论文大部分着重于 

网络贤潭的研究t对资源的需求预测与均衡分配 。并 

介绍了一十回期型网络分析工具。 

在智能通讯同络中，及时 准确．可靠地璜涓资 

潭的需求对于分配和控制带宽摸式十分重要．从以 

下兰十缓捌我们可以看出璜涓的重要性：1)长范匿 

的预；蔓I(如。男 膊、日 时)用于同络j哿潭的规jji与 

定{2)短范蟹的预测(知t日 时、分、秒)用于决定何 

时分蔽和重新甘派资源．以及是否为 外带宽访同 

公共阿络的自动控制模式i3)秒范围曲璜测用于资 

源的动态转换以随时满足非预先 捧的需求．或青 

根据用 户即常输入．决定何时 坷地加 紧皂 放松频率 

的控制机制。智能问络必须提供秒范围硬剽停 ，能 

端预．制刊带宽要求，井能预测河时能赫选剥主要旧 

命 令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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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通讯网络中资源需求的自适应预测 一文 

提出了磺 带宽要求的一十通用启发式方法．其预 

测的有效性基于有效的时同段分析方法．具体体现 

在；i)启发式fii)摸块化~iil)使用有效的时同段方法I 

iv)牺牲少许的预测精确度以换取速度。确保统计效 

据的有效性f V)对于通讯t源于异质资源的菲稳定 

漉遗一知讽．所作断盲与假设不能减弱或影响对其 

理解fvi)可计量的时间间隔~vil)适用于瞬间盎件． 

文中的启发式计算可以并行地运行于不太昂责 

曲散处理器阵列上。而且该方法可扩晨为对其它类 

型资源的璜蔫(如缓冲区需求)和度t【如最大、最小 

需求t)． 

在 局壤互连同中测定通讯t的一十框泉 一文 

申。作者认为对计算机通讯网络效率的研究有三种 

方法；定性分析、模拟与流t测t．过击主要运用前 

二种方法-近年来人酊已昔遣接受 蔫定通讯t是研 

究网络效率的最精确方法 这一事实．通过通讯t的 

测定，可导出通讯模式，对可操作网络宴杼更佳的管 

理，但是蔫t通讯t较传统方法需要更多的资源与 

机翻．虽然目前已有多种用于网络通讯t研究的工 

再和在序，但大部分研究基于雄席方式．且遢讯t 

定过程只适用于持定研兜中的局部要求．因此，需要 

有一十棋蕾对通讯t的涮定过程进行描违．井给出 

关于通讯t精确度的定义． 

作者在文中首次引人了潮定叠l讯t的一十框 

泉，其过程如下圈所示 

图 1 通讯t测 定框架 

本文的工作对今后面讯量模型的研究及其同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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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具有指导意义． 
一 篇关于 多域网络管理环境下的资源捌分 文 

章中，作者提出了多域环境下同培的管理问题． 

随着开放式 网络产品的开发与完善．如何对网 

络资源实行有效管理已成为当今亟待解决的同题． 

今天许多网络管理人员将精力花在维护同豁的正常 

运行方面．忽略了网络贽源的可视性。随着罔络不断 

扩展，对客户的虚拟同络资源的引人已成为必需． 

另一篱 分布环境的自适应调度嚣 论文介绍了 

异质工作站网络上一种嵌入式的 自适应分配体系结 

苘，I；上解嵌分布环境下各种均衡问题．作者概违了自 

适应算洼及其特点。通过一十工作站自动分派的筒 

单伪子。说明了算法的简单性与通用性 同时针对某 

些特定应用进行了种种优化． 

。目帮型网络分析工具 一文介绍了一十运行于 

SUKUNTX操作系统下 的回帮同络分析工具。髓着 

基于UN]X的网络迅速昔厦．网络管理人员遗切需 

要有效的工具来对计算机阿络实行最扰昔理．目酋 

虽有一些工具问世 。但蚝大多散辑实时分析工具．用 

于监控I碍络的运行。但能帮助管理和设计人员调整 

同络鳍构，确定最优资源分配的工具却不多．本文的 

网络分析工具运行于 Ethe~et上。能够帮助用户啦 

寨缱计博息。分析各子网上的流t，井提供最舞嚣上 

信息使用的各种情况，以辅助网络曹理者实行网络 

的最 佳规 捌．该工 具 已安 装 在 Man．山 MaxHata、 

S~ use执上。能够诊断和分析同络绪柑方面的某 

些难题 ． 

在率届大会上宣读的唯一一篇幸自中国的论文 

面向对象数据库的查询预处理 (冯斡 冯玉才)受 

到了与会者的高度评价，国际同行稚黄我们戢了件 

攀常出色的工作，并宽分肯定了毳们在面向对象效 

据库预壤所作的大t探入研究．遗也为我国关于面 

向对象致据库的研究走向世界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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