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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届超大型数据库国际会议(VLDB’96)于

1996年9月3目至 6目在印度孟买举行．来自20余

个国家和地区的450多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收

到 340篇论文。从中选出48篇收人论文集并在会上

报告。会议安排了4个特邀报告、7个技术讲座、3场

专题讨论、16场研究论文报告．和 6场工业／应用论

文报告。

从本次会议接受的论文和安排的报告反映出一

种面向实际、面向应用的倾向．对于为礴足实际应用

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新技术，和对应用的发展将会

产生重大影响的新技术．以及数据库系统实现技术

接受了较多的论文．安排了较多的报告，而对于纯理

论性的研究和与宴际应用距离较大的技术．则论文

和报告都很少。

本文第一部分对VLDB’96安排的报告和讨论

作一总的概述．第二，三，四部分分别对其中的一些

议题进行更为详细一些的介绍。

一

、面向实际、面向应用是总的趋向

数据库系唬是实用性非常强的系唬。数据库技

术的进步推动数据库应用领域的扩展和应用层次的

提高。反过来，新的应用需求又促进了数据库技术的

进一步发展．从近年的情况看．有广泛应用需求的新

技术．和对应用模式和应用的发展将会产生重大影

响的技术问题很容易成为技术的热点，也成为学术

研究的热点．'VLDB’96的热点之一是面向对象技术

与数据库技术的结台，及其最新进展一一对象一关系数

据库系统。VLDB’96程序委员会组成了—个特别委

员会 ．从 'VLDB’86的论文中挑选一篇 10年来在数

据库领域中产生了最大影响的论文．挑选的结果，中

选的是 MichaelJ．Csrey等的论文。EXODUS可扩

充数据库系统中的对象和文件管理”。并且．Michael

J．C．arey被邀请到 VLDB’96来做了题为“对象和数

据库t十年混战”的特邀报告。除了他的报告外．会议

还安排了两个技术讲座和一场研究论文报告，讨论

的都是面向对泉与数据库技术结台的问题，及与此

相关的新的s(u 标准问题。(奉文第二部分介绍有

关的内容)。VLDB，96的另—巾热点是数据仓库和

OLAP。这是随着数据库应用深化-为了解决如何有

效地将数据库中的大量数据变成有用的信息、为决

策支持服务而提出的问题。随着过去几年中数据仓

库方面大量的市场活动．有关的研究工作也活跃起

来了。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会议安排了两场研究论文

报告，1个技术讲座，和 1次专题讨论。本文第三部

分将对有关的内容进行讨论。

除上述两个技术热点外，会议安排的其他特邀

报告．技术讲座．专题讨论所涉及的也都是数据库领

域中近年来迅速发展．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的新研

究领域、新技术．以及对数据库领域的未来发展有重

要意义的标准和技术 。例如．数据库管理系统和 In-

ternet。图泉和影象数据库 ．数据挖掘，大型协同式信

息系统的设计和实现．商业应用环境中的超大型数

据库，数据库互操作性和可移植性标准-变化中的软

件工业，未来数据库系统的性能等。各场研究论文报

告所介绍的研究工作除上述的一些技术外-还较多

地涉及了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实现技术，例如查询处

理、查询优化、并行查询处理、空间存取方法、Z／O优

化、数据完整性／安全性等。本文第四部分将对上述

内容做简要介绍。

VLDB，96的安排中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那就是对计算机工业界的重视．特邀报告和技术讲

座的讲演者和专题讨论的发言人中．有一半以上是

来自计算机软件、硬件公司的研究人员和工程技术

人员。这样的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计算机工业

界对技术发展的重要作用 。工业界与学术界相比 ，他

们更面向实际．更接近用户．更了解实际应用的需

求，因此在应用的深化推动数据库技术发展的形势

下，整个数据库界对计算机公司的技术动向有了比

以往更多的关注．这也是报自然的事情。

二、面向对象与数据库

1．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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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Almadem研究中心的 MichaelJ．Carey所

做的蹿为。对象和数据库：十年混战”的特邀报告是

对面向对象技术引人到数据库领域以来 10年中的

研究项目和商业软件开发的回唾．对当前状况的评

估和对未来10年研究和发展静景的展望．

他首先追溯到 10年前面向对象技术目1人到数

据库领域时的情况。如何将面向对象技术与数据库

技术相结合，当时的研究7-作所采用的方法主要可

以分为以下四类：

1)扩充关系数据库系统。主要是将关系数据库

系统的类型系统开放，允许用户定义自己的抽象数

据类型．

2)持久的程序设计语言。即采用面向对象程序

设计语言的类型系统和编程模式 ．井使数据成为持

久的，程序执行成为原子的。

3)面向对象的数据库系统。将数据库系统的特

性与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语言的特性结合起来．产生

面向对象的数据库系统。

4)数据库系统工具包／邮件．提供数据库管理系

统核心和工具包．以便在各个层次上对数据库管理

系统进行扩充．以满足不同应用领域的需求．

1986年前后，在这四个方面上都有研究项目在

进行．计算机工业界落后于学术界．当时只有两隶

OODB小公司·努力将它们的早期产品推向市场。

十年后的lgg6年，再来回唾这四个方向上的工

作·方j去2和方j去4产生了若干有趣的研究成果，但

在商业实践的意义上并不成功。原因很多．包括灵活

性不够，太繁琐·一些其他方法提供的可扩充性已能

满足需要等等．方法3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并且一

些新兴的规模不大的公司推出了面向对象数据库系

统产品，但它的商品化现状显然比以前预期的要差．

因为OODB产品缺乏统一标准．在许多特性上不如

RDB产品·应用开发工具不足等等 。方j去1现在换

了个名字·称作对象一关系数据库系统．看来是现在

最占优势、最能满足数据库应用需求的系统。另外，

在数据库市场上还出现了一种新的方法，面向对象

的客户包装层。即对关系数据库加一个对象包装层．

以支持开发传统数据库上的面向对象的客户端应

用 ．

展望十年后的2006年，对象—关系技术将成为

成熟的技术，向用户提供的应是高度集成的，客户／

服务器结构的，可伸缩的，健壮的对象一关系的数据

库系统。为使这一光明前景成为现实，在这十年中还

有许多研究工作需要做，包括集成问题．对象—关系

查询的并行处理同盟，对遗产数据源的存取问题，查

询语言的标准化问题等．

2对象一关系数据库(ORDB)

MichaelJ．Cerey的特邀报告认为．在面向对象

技术与数据库技术相结合的几种方法中，对象一关系

数据库系统是当前的优胜者和今后的发展方向．n

RACLE公司的AIIilK．Nori的技术讲座对对象一关

系数据库及有关的技术进一步做了详细的阐述。

对象—关系数据库系统是扩充关系数据库方法

走向成熟的产物．并且在发展过程中吸取了面向对

象数据库方甚的许多长处。当前的关系数据库系统

和当前的面向对象数据库系统都不能满足新的多媒

体应用，迅速发展的 Web应用．以及新的商业应用

的需求·这些应用需要对复杂数据进行复杂查询。对

象一关系数据库系统将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功能

—和特性与面 向对象的建模能力结合起来，从而提供

对复杂数据进行复杂查询的支持。对象一关系数据库

系统具有许多面向对象的特征，但它与面向对象的

数据库系统不同．它是从关系数据库模型和其查询

语言SOL出发 ·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象一关系

数据库模式的最顶层仍然是命名的关 系(表)的集

合，但是关系中的对象可以很丰富．象面向对象数据

库系统支持的一样。SOL语言关于对象查询的扩充

包括路径表达式．类似于方法的函数调用语j去．对于

FROM子句中嵌套集合的支持等。

现在已有几家厂商推出了具有对象一关系数据

库特征 的产品，例如 IBM DB2／CSV2．IIIuatre．U-

niSQL等a可以预见．大多数的数据库厂商都将会推

出可靠的对象—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ORDBMS)。

不同的厂商推出的对象—关系数据库系统在抽

象数据类型定义、复杂对象构造，查询语言扩充等方

面存在着诸多差异，这对于系统的开放性非常不利．

因此标准化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好在新一代的

数据库语言标准 SQL3正在 制定这些方面的标准，

而大多数的数据库厂商对SQL3的进展都持非常积

极的态度，井在其产品中遵循SQL3标准。

VLDB’96安排了一个 sQL3技术讲座，由

Sybase公司的 Jim Melton和 IBM SantaTere8a实

验室的NelsonM．Mattos主讲。他们对SOL标准的

发展，SQL3的现状、SQL3中对关系数据和操作的

进一步支持、SQ．L3的面向对象特性以及 SQL3的对

象一关系扩充等做了详细的阐述。

三、数据仓库与联机分析处理(OLAP)

对于数据仓库和OLAP这个与数据库应用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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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相关的议题．会议安排了一个专题计论，而且邀请 

的发盲人全部是计算机工业界人士。此外·还安排了 

1个技术讲座和两场论文报告。这些讲座和报告对 

敦据仓库、OLAP的有关概念、横型等做了较全面的 

介绍．对某些方面的技术进行了较深入的计论。 

1概念 

数据仓库技术和OLAP技术是数据库技术和 

OLTP技术发展、数据库应用深化的产物。其目的是 

把数据库中的大量数据转化为有用的信息，为企业 

更好地进行决策服务。 

OLAP(联机分析处理)与传统的OLTF'(联机 

事务处理)相比较，有许多不同的特点。其用户主要 

是企业的分析、决策人员．而不是业务处理人屉}它 

的功能是业务分析和决策支持，而不是日常的事务 

处理}它所需要的数据是历史的、总括的 集成的、多 

维的数据}而不是当前的、详细的、孤立的、纯关系的 

数据。所以，它的数据量很大，其数据库设计是面向 

分析决策的，而不是面向事务处理的,OLAP的数据 

访问方式通常是即席的、复杂的查询，而不是重复 

的，简单查询和更新。 

如果在支持 OLTP的数据库上支持 OLAP应 

用，则有很多矛盾，因为要支持数据的多维视图和典 

型的OLAP操作需要特殊的数据组织．存取方法和 

实现方法．侧如多维数据库组织、多维聚集计算等， 

这些是 OLTP数据库所不支持的。另外，0LAP的 

复杂查询花费的时间长 ，如果放到OLTP数据库上 

做会降低事务处理的性能。因此．需要将数据库中的 

数据抽取出来 ，加以集成和重新组织，成为单独存储 

的数据仓库．以支持OLAF'应用． 

按照 w．H．hIⅢDⅡ在‘建立数据仓库)一书中 

的定义，“数据仓库是面向主题的、综台的、不同时间 

的、稳定的数据集合，主要用于支持经营管理中的决 

策制定过程 。数据仓库是面向主题，即接某种客观 

分析领域来组织的，它综台了企业网络不同信息点 

上的数据库中的不同时间段的数据，从而能更好地 

支持分析决策。 

2．技术 

数据仓库技术源于数据库技术，但由于其组织 

结构和操作类型的特色，又形成了自己的技术分枝。 

数据仓库的数据库模式适应多维数据分析的需 

要。比较典型的是星形~ (Star Schema)。基形模 

式由—个事实(fact)表和多个维表构成。事实表(或 

称主表)中包括业务事件的信息，这些信息有多个维 

度。每个维度对应一个维表(或称辅表)，它包播一个 

维度的描述信息。事实表中的—个事实指向每个维 

表中的一个元组。星形模式结构简单，表的数 目少 · 

易于理解。除星形模式外，还有事实星座模式(Fact 

Constellation Schema．它有多个事实表，这些事实表 

共享多个雏表)，雪花模式(Snowi'lahe Schema，它将 

维表规范化．直接表示维中属性的层次)等。 

数据仓库和OLAP的主要技术问题还包括数 

据仓库体系结构，数据仓库的数据库服务器实现技 

术等。数据仓库的数据库服务器实现技术大体上分 

为三娄t①专用的关系DBMS．即在索引技术、扫描 

方法 复杂查询处理等诸方面加以特殊处理的关系 

DBMS．@关系的OLAP(ROLAP)DBIVIS，即扩充 

RDBIVIS．将多维数据上的操作映象到标准的关系操 

作．◎多雉OLAP(-MOLAP)DBMS，即直接实现多 

维数据管理和操作。 

数据仓库和 OLAP的操作问题包括数据弛取 

和建模、数据装入、数据刷新、构造导出数据和视图 

查询处理、多维聚集计算、数据仓库监控等。有几篇 

研究论文报告了在其中一些问题上较深入的研究工 

作。例如Stanford大学的题为 数据仓库的高效的快 

照差异算法 的论文 ，德国 RWTH Aachen的题为 

外部的物质化的视图的增量维护 的论文计论的都 

是数据仓库的刷新问题。~Fmconsin大学的两篇论文 

反映出他们在多维聚集计算方面做了很深入的工 

作。 

3产品 

在数据仓库和OLAP领域，似乎是市场蹯动比 

学术研究更加积极 更加活跃。数据库厂商和其他软 

件厂商推出了建立数据仓库和 OLAP环境的多个 

方面的软件和工具，包括关系型的数据仓库数据服 

务嚣、ROLAP服务器、MOLAP服务器、数据霸．连接 

软件、数据抽取工具、数据转换工具、数据刷新工具、 

查询／报表工具、多维数据分析工晨、原数据管理工 

具、数据仓库管理和监控工具等。选择适当的软件环 

境和工具，是成功地建立数据仓库和OLAP应用的 

关键任务之一。 

四、其他设题 

会议安排的其他论文报告、技术讲座等涉及了 

数据库技术的发展，数据库应用技术．数据系统实现 

技术的许多方面。 

1．数据库管理系统与lnternet 

在Web节点数迅速增加、J B语言逐步普及的 

形势下．大多数商品化的数据库管理系统已推出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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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接口、信关等。那么数据库研究方面有哪些工 

作要做呢?VLDB’96安排了一个题为 数据库管理 

系统与Internet 的专题讨论会．讨论会的发言人就 

跨异构数据源的查找、数据库 Web接口的自动生 

成、数据库与Web的集成问题等展开了讨论．会上 

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是否已到了建立新的数据管 

理服务，将适合于当今的 Internet环境的结构包括 

进来的时候了?如果数据库界不做．别人就会去做 

了。 

2 未来数据库系统的性能 

并行处理器、64位处理器、磁盘缓存等技术的 

发展。数据库技术的发展．以及应用的发展，这些对 

未来数据库系统的性能评价有什么影响?专题讨论 

会 未来数据库系绕的性能 就此展开了讨论。会上 

的发言所涉及的问题包括未来数据库系绕的性能用 

哪些标准衡量，是只关心服务器的性能，还是关心客 

户，服务器性能，数据库BI擎的性能和使用数据库的 

应用系统的性能哪个更重要．顾客和厂商关心的性 

能—样吗?等等。 

3．异构数据库系统 

两场论文报告和 6篇论文介绍了有关异构数据 

库系统的研究成果，包括多数据库系统中互操作性 

语言的设计．散据库互操作中的完整性约束规则．对 

于数据模式未知的数据进行查询的语宫的处理策 

略-从不完整的数据库获取完整的查询结果的方法 

等 此外，还有碾个技术讲座，分别阐述了大型协同 

式信息系统的设计和开发方法，以及数据库互操作 

性和可移植性的多个标准．这些标准的进展、现状和 

未来趋势． 

4．多媒体数据库 

题为 图泉和影泉数据库 的技术讲座讨论了可 

按内容寻址的图象数据库的许多基本问题，包括数 

据库语义、数据模型、索引、查询处理等，介绍了在此 

折领域中的若干十原型和商品化系统。此外，还有几 

篇研究论文介绍了在正文数据库检索，医疗固泉数 

据库的相似查找等方面所做的研究工作。 

4 ‘ 

5．查询处理和查询优化 

论文集中收人的关于查询处理和查询优化的论 

文有十数篇之多，一方面由于这是数据库系统实现 

的关键技术之一．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面向对泉数据 

库，多媒体数据摩，并行数据库等新的领域为查询处 

理和查询优化提出了新的研究谭题。论文所介绍的 

研究工作包括对于传统的数据库和各种新型数据库 

进行查询的处理策略．以及为提高查询效率而设计 

的各种优化算甚。 

6．数据挖掘(Data Mimng) 

与数据仓库和 OLAP相类似，数据挖掘的主要 

目的也是将数据库中的大量数据变成有用的信息． 

数据挖掘将隐藏在大型数据库中的原先未知的数据 

关联模式发掘出来。几篇研究论文介绍了在关联规 

则挖掘方面所做的研究，包括挖掘关联规则的新的 

操作符．新的算浩等。此外．关于数据挖掘的技术讲 

座以 Qu∞t数据挖掘系统为背景 ．介绍了关联、咂序 

模式，分类，时间序列聚集、分段等数据挖掘技术，以 

及当前正在进行的一些研究工作 。 

7数据库应用 

本届会议鼓励面向实际应用．舟绍将数据库技 

术．尤其是一些新技米应用 軎行各业的实践经验 

和体会的论文．并在论文集中将这些论文特别用星 

号标记出来。～篇论文介绍了在保健管理系统中采 

用工作流技术．对一个州范围内的儿童免疫进行跟 

踪的实践’另一篇论文介绍了在健康保险信息系统 

中运用数据挖掘技术的经验和体会}等等。会议还安 

排了一个特邀报告，讨论在传统的商业应用环境中 

开发非常大的数据库系统所涉及的问题。 

其他的议题还包括数据完整性／安全性，I／O优 

化。空间数据存取方法等。篇幅所限．不再一一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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