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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n this paper．the features of multimedia data are analysed firstly．Then the main prob— 

lems of modeling and storing multimedia data are explored．Furthermore，the query of multimed ia 

databases and its process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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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经有一些厂商，根据某些特定的需要和 

自己的理解，开发出了一些多媒体数据处理系统， 

如 KMS，OMEGA．QBISM 等Lt,2．32。但是在理论研 

究方面可以说才刚开始．关于 多媒体数据库管理系 

统( 下称 MDBMs)的功 能和持征还没 有选 成共 - 

识，多媒体数据的台理存储和有教访问还在探讨之中。 

查询是数据库 系统的最 基本操作之一 ，查询处 

理的好坏是衡量一十 DBMS性能的主要内容．查询 

涉及到数据存诸，数据存诸涉及数据模型。因此，弄 

清多媒体数据的特点，探讨多媒体数据的建 

模和存储以及分析多媒体数据库的查询 ，这 

些都是设计开发 多媒体数据库系统 的先导 

工作。本文分析了多媒体数据 的特点，讨论 

了多媒体数据的建慎 存诸和查询处理以及 

存在的难题 。本文的结论是；对多媒体数据 

建摸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并且这将导致存储 

多媒体数据的困难；多媒体数据库的查询涉 

及 摸式匹配”条件，所以查询还有赖于 AI 

领域的新成果 。并指出广泛的应用背景和强 

大系统 实验将 促使多媒体数据库及褶关的 

技术迅建发展 

为 了下面讨论方便 ，现 在给出两 个例 

子 ．侧 1展示了多媒体数据库中数据查询的 
一 些 特 征{侧 2给 出 了当 前一 些 自称 为 

MDBMS的系统框架。 

倒 1 考虑我们每个人的挡案卷宗。从 

广义的龟J甏米看．一 个卷宋的数据包括：数 

值(如 ；年龄)，字符 串(如：姓 名j、文本 (如： 

朱扬勇 讲师．研究 趣 勾戢据库、韧识库、多媒体 

·70 · 

筒历)、图形(如 指纹 ．签名)、图象 (如；照 片)、声音 

(如；讲话录音 )、祝象(如t活动录象)等几乎 昕有类 

型的 多媒体数据。假设有一个DBMS来管理每个^ 

的档案卷宗 ，鄢幺经常的查询工作将是 ： 

①查询某个(具体)』、的档案。如给定一个』、的 

蛙名．查阅简历 照片等。这是蠢常方式的查询。 

@查询具有某种特征的』、。如；给定一张照片． 

查找符台的』、。一般来讲，当前的照片和数据库中的 

照片不是同一十时期的 ．因此，照片只能相似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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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又如 ：查找睦上有刀疤的人 还有 查找在某张 

集件照上出现的人。这类查词条件摸期、过 程递归 ， 

是难 处理的(要用到 模式识别 技术J。 

@棱对某人的特征 如；愤对指纹、签名、声音。 

同洋．这类查询也要用到 模式 讽别”技术。 

倒 2 图 L是一十常见的 多媒体数据库的组织 

结 构和访问数据的处理缕式。 

这 类系统通常是关 系数据库的扩充，用外部文 

件存放 多媒体数据，在关系属性中存放指向这 些外 

部文 件的指针 。在这种系统中，多煤件数据不但是分 

开存放的．事实上根本就投有存列数据库中。严格地 

讲 ．道 只是 十 害媒体 数据 处理 系统 ，而 不是 一十 

M DB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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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媒体数据的特点、建摸及存储 

从结 掏上看 多媒体数据可分为两大类 结 构化 

数 据(如：数 值、字符 串等)和非结掏化数据 (如，图 

象、声音等】．复杂、庞大，时序，冗余是多媒体数据的 

特点。复杂是指多媒体数据种类繁多并且大 多是非 

结掏化数据，多媒体 数据来源于不同的媒体，具有完 

全不同的形式和格式 }庞大是指多媒体数据 容量大 

(如：2小时的电影画面需要 GB级的存储容量】f时 

序(又称时态)是指多媒体数据的时问特性 和版本概 

念，如某对象在一段时间内发生儆 小的变化或 投在 

其局部发生变化 最典型的是电影面面，一秒钟的电 

影腔片有 24帧 ，这 24帧影象不问之址却是板 其傲 

小的但具有时间上的先后；冗余是 多媒体数据 的一 

十重要特点，如前面的 帧 电影画面．绝大 部分都 

是冗余的 。 

多煤体数据来源于不同的媒体，具有完全不同 

的形式和格式(且不论声音和图象有 多大的不同，就 

是电视录象也有 多种制式 ．如；PAL、NTSC等)。因 

此 ．如何用一十数据库管理 系统来有效地管理 多媒 

体数据是一困难的I司题。首先是多媒体数据的建摸． 

即能否用一十台理的数据模型来表示多媒体数据； 

其次是如何在二缎存储器中存放 多煤件数据 。 

在数据模型方面，面 向对象和超文车接 术比较 

适用于媒体数据的建模 已经有一些系统用面向对 

象模型来表示多媒体数据 。 ，也有一些 系统用 超文 

本(超媒体)技 术 sJ米表示多媒体数据⋯。这些都是 

很好的探索。(X)DB以其丰富的建缕能 力而备受欢 

迎 ，但我 ff]注直引 ，fM1桔术的强 力的数据抽象机 

制在 多媒u本环境 F可徒 全fjlJ弱 。回嚼 下倒 】t 十 

凡的 禁卷宗可能包括了各种 多媒体数据 ，-并且 ．1乇 

何两十对象(人 )的信息量可能都不同(如；照片数 目 

同，有或无声音资料等等)。即在多媒体空问中，任 

何两十人都可能不属于同一十粪 (OO观点J 另外， 

超文车技术是语义同，其结点是文车。如果将其结点 

扩充为可存放 多媒体数据 ，则就是超媒体。这两种模 

型是通用的 ，仍在探讨当中。另外，对某种专门媒体 

数据的建摸方 面有较好的研究。典型的是影视数据 

的建磷 。而文[8]讨论了围象和文本的混合处理， 

主要用于报纸 、期刊的处理 ，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从 

且前情况来看，不同媒体数据甩不同磷型建摸能较 

快取得成功．但一十 MDBMS支持多十数据 漠型不 

容易实现 。 

在数据存放方面，数据压端 和存储慎式是两个 

重要内容 ，尤其是数据压绾 。对于单十多媒体数据的 

压端(如t一张照 片的压缩存储)已经有报 多优秀的 

算法 了{然而 ．多媒体数据各版本的压缩存锗还比较 

田难 。如一秒钟的电影胶片有 24帧．用一种敝车技 

术来压缩这种 多媒体数据是根有意义的。存 储模式 

有二种： 

①把多媒体数据的 自然分割(一十文本，一张照 

片、一幅固、一部电影 】作为不可再分 割的基车单位 

存储在各 自的库中(常常是外部文件)．而在传统的 

数据库(如关系数据库)中只存指针及一些可结构化 

的特征．如例2的形式。这只要对传统数据库作简单 

扩充即可，实现比较容易．当然 ．性 能和功能也有限。 

事实上这不是多媒体数据库系统。 

②将多媒体数据包括特征信息(如：图象的色 

彩、灰度 i声音的频率等)放人数据库 ．这种慎式以数 

据模型为基础，对多媒体数据按提供的摸型存储(如 

将一部电影分解成场景，帧等单元后再存储J。这是 

真正的 MDBMS．提供例 1昕述的多媒体数据查询 

能力，并实现了许多查询优化方法。具体的数据摸型 

还有待探讨。在实现方面，除了大窖量主存 可高速 

访问的外存、数据压缩技术外 ，存在着 DB(建摸】和 

AI(模式匹配J两方面的技术难题。 

最后要指出的就是；在目前的绝大部分多媒体 

系统中，多媒体数据是存放在外部文件中的 ，而在数 

据库中只存放指向该文件的指针 这洋t数据操纵可 

以直接对文件进行，而不必通过 DBMS。这就是说， 

多媒体数据还没有放 ～数据库中．即还不能称为多 

煤件数据库管理系统，只能 释多媒件数据处理 系境。 

驵兰展的观点 看 将米 肯定舍有 多媒体数据库管 

理 最境 

(下转 摹 百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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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十具有零值的无限字节豫。当／tier／zero破映射 

后．它建立一 ’、米 命名的对象返回给 内存中的映射 

区 域 

6．源代码调试 P一 的程序可 以直接 在系统提 

供的 debugger中进行源 代码调试．这主要是通过宏 

0line米实现的。 

四 、 论 
I 

ODBMs支持 C 完垒的类 型系统，其棱心是 

对象中各种指针的语义的维护。指针的语义的维护 

主要是通过 swlzzling和 unswizzling操诈完成的。充 

分币『I用操作系统的虚拟存 储管理 ，可 极大地提 高 

系统的效率 ．在相当的程度上减少 了内外存数据对 

象2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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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媒体数据库的查询 

查询灶理是一十 DBMS必备的特征 。因此 ，多 

媒体 DBMS同佯也要能够处理 查询 ．但是．超文本 

中的浏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查询。一个 DBMS的查 

询 包括查询条件、访 问路径 (显式或隐式)．结 果模 

式 因而．灶理一个查询须有条件识别 数据获取(含 

优化)、粽 出结果三个步骤． 

下面．我们着重讨论查询条件和条件识别 多媒 

体数据库的查询条件可分为五类 ，①结构化数据的 

简单逻辑条件。是算术 字符的逻辑表达式．垦传统 

DBMS昕 处 理 的 查 询 条 件 如 ；职 称 = 救 授” 

． AND．工资<600。②结构 化数据的项匹配条件。用 

于DATALOG查询 如：：·~ancestor(李明，x) @结 

构 化数据的合 一条件查询 用于带函数的 DATA- 

LOG查询。如 ：：一?ancestor(name(李 ，一)．Xj。@ 非 

结构化数据的模式匹配条 件 是由多媒体效据 引起 

的 如铡1中列举的查询 事模糊条件 出现在高智能 

化的系统中 如，“栽出所有的胖人” 

结fi}化数据的条件窖 易 别，最复杂的 台一条 

件由 AI额域中的 A*算法处理 ，【蔓容易实现。然而 

模式匹配条件 目前j丕不能很好皇I=理 ，即使是采用神 

经同技术，模式识别的准确率也还不高。DBMS处理 

摸式匹配条件的查询．恐怕还有特于模式识别领域 

取得更大 的进展 ．至于模糊 条件识别，可望 在摸糊 

DBMS研究领域取得进展 

； 对于多媒体 DBMS，上述五种条 件的查询都是 

可能的，并且摸式匹配条件的查询将是大量的(如例 

1)。除此之外．多媒体数据库查询辽具有递 归性．为 

减少存 谙数据的冗采和数据板本的管理 t一十多媒 

体数据对象往往分解成若干较小的对象．而小对象 

又可分成更小的对象 ．--·。这样，当查询一十对象时． 

可能会递归地引起许多对象的查询 。递归查询处 

理 ，我 们已经有了 DATALOG 的经验。但我l『1也知 

道，对于带函数的 DATALOG 程序，不动点的收敛 

性都．不能保证 ，何况是多媒体数据对象 事媒体数据 

库的递归查询的收敛性是难以处理的 另外．支E11] 

中也证明了递归查i目的固有低效性，这对于多媒体 

数据库的递 归查询技率鞋更低 r 虽然随 着 GB缎 

的主存的使 喟．当前的许多 DB可 以垒 装^主存， 

大大提 高一般递归查询的效率，但是将 多l堞体数据 

库垒部装_凡主停还需较长时阿的等力。t参号文献 

】1篇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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