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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保持复合关系的OODB选择表达方式 

681 ⋯。。n0 ct1ng jng C omp si e Relatt)ion蛐 
轴 诗 古月寺 lI ， 

(国防科技大萆 }机孚 沙4101073) ／ 

摘 要 The paper givestheidea of nested key schemalists usedfor navigation，bymea~s ofwhich 

the relevant composit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set objects spawned can be kept without the aid of 

restructuring expressions，after several set objects，between which there exist some composite rela- 

tionships，are selected to produce final query results-Becaues a selecting query sentence can express 

quite complex query semantics，the expressions given by the paper have strong non—procedurality． 

关键词 OODB，Queries，Selection operation 

在表达对象间复杂的关系方面，0OD8模型明 

显优于关系数据库模型。然而，由于对象之I司的复杂 

关系存在着非规麓性，因此在 OODB的查询方面，存 

在着许多非完备性的查询表达方法。文[1，2]探讨了 
一 种类似于sQL的查询表达方法；文[3，4，5]探讨 

了OODB的代数查询表选方珐。无论哪一种查询表 

达方法，其选择查询操作的结果都是一个集合对象． 

由于一个复杂的集合对象有可能包含若干子集 

台对象，且选择操作产生的集台对象必是一十无父 

亲的对象，因此势必产生如下待解决的问题：如何表 

选对多个具有某种复合关系的集合对象进行选择操 

作．井使操作所产生的各个新集合对象间保持原相 

应集合对象间的复合特性。本文就此给出一种选择 

查询表达方法，井用算珐的形式描述了其语义 

1 复台对象 

首先着重描述 O0DB中用元组和集合构造复台 

对象的问题 至于 00DB中的其它概念，读者可参阅 

有关文献。 

设 ：8为无限的属性名集．n为系统提供的基本 

数据类型名(如：integer，real等)集。这里 n．8不相 

交。在此模型中，特殊对象 null是空对象，它表征一 

个当前不存在的对象。 

定义1 OODB的模式=为三元组(L，≤， )j① 

类名集合为 LU{0bject．Set；Tuple)，谨集合与n、8 

不相交。这里，L为用户定义的类的类名集}② ≤是 

一 十偏序关系，用于表征类名所对应类之间的继季 

关系：这 里有：Set≤0bjeedt，Tuple≤Object；@ ：L 

n'将类名 C(∈L)映射为一十二元组(ST，M)。其 

中，M 是作用于 ST 上的方 法集 ．sT的定义如下： 

· 对于属 性名集 {A ．A2．⋯ 。AK)ca，T T ．⋯， 

Tk∈nUL。这里，T．(i一1．⋯，k)不为c。sT—Eg1￡ 

Tl，A}：T ，⋯，Ak，T ]．即：ST为元组结构。此时，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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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称类 C为元组类{ 
·对于 TEL，且 T≤Tuple，ST一{T)，即 ：ST为 

元组集合结构。此时，我们称娄 c为元组集合娄． 

定义2 ∞函数 Struct用 于求娄的结构，函数 

Method用于求娄的操作方法集；②对于集合娄 P， 

有Struct(P)={T}，T∈L且 T≤Tuple；③对于元组 

娄P，有struct(P)一[A1lT1，A ：T ，⋯，AklTk]，函 

数 Att(P)一{A㈣A ，⋯，Ak)。 

定义3 @对 D∈n．1IDIl是系统提供的基本类 

型 D的值的集台；②对CEL，}ICll一{OlO是类c的 

对象实例或是类 c的子类的对象实例)。由于继季 

性，当c≤c 时．有|1c} c @若 P为元组类， 

Struct(P)一EgI{TI，A!：T!，⋯，Ak：T ]，则 Pll嚣 

I[A1-V1．A ：V ，⋯．Ak：Vk]I ∈lIT． (j窨1，⋯， 

k))；④若 P为集合类，struct(P)一{T}，T∈L且 T 

≤Tup]e，则llP Powerset(1ITI1) 

定义4 在数据库模式 =下的数据库实例为二 

元组(Rs，Tu)：①Rs一{rl ⋯}，它是集台对象ri的 

集合(i一1，2，⋯)；②Tu={t t⋯)，它是元组对象t． 

的集合(j一1．2．．-一)。 

2 嵌套选择 

本文做两条约定 ：1)凡 r r ， ，一，⋯均表示集 

合对象；凡 t1，t，t】1_⋯均表示元组对象；2)类似于对 

象的墚凌拷贝，对象的状态也有深浅的问题。如：设 

对象 r是 t⋯t的集合对象。则 r的浅状态是指它包 

含对象的状态．即：ft t)；r的搽状态是指它包台对 

象的状态以及被包含对象的状态，即；t ，tz的状态也 

属r的状态。因此。当 tt，tz的状态改变时．我们说 r的 

浅状态投变，而 r的舔状态发生了改变。在以下的论 

述中，我们所指的对象状态均为对象的浅状态． 

对集台对象 r的选择操作，本文讨论3类：第一 

类是从集合对象中选取元组对象构成新的集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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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如 ：r的 状态为{t⋯t，t a1时 ，从 r中挑 选出满足条 

件的对象 t⋯t，然后产生新的集台对象 r ，将 t ．t2置 

人 r’，使其状态为{t⋯t)；第二类是只从 r的子集合 

对象中选择元组对象。如：r的状态为(t t}，而 t t 

的属性 A叉分别嵌人了对象 tr2。选择操作并不直 

接作用于 r，而是札 r开蛤，措对象嵌套模式到达井 

直接作用于 r 和 ；第三类是第一类和第二类的结 

合 。 

选择操作的语法为： 

鼗 銎麓盛鞋 亟芷 赶盏 童壶 
盍 鼗 量釜娃刮 

定义s 设 c．∈L(i一1，⋯，m)且 C≤Tup|ea一 

1，⋯，m)‘C⋯C +1∈L 且 c。和 C +】≤ Set，其 中 

StrtlCt(C0)为 {C1 J{属 往 A ，A2，⋯，A ∈8。若 A．∈ 

Att(B)且其定义形式为 A．：C (i一1，⋯，m)，则类 

Co的键模是关于 C + 类集合对象嵌人Co类集合对 

象的一种属性嵌套．其形式为 A ．A ．⋯⋯A C + 称 

为基于 A ．A 一．A 的嵌套集合类。 

倒1 在对象复合模式图1中，长方形表示元组 

类，“f)”是集合构造符。C ，Cz，cs是元组类；c。，c ， 

C·，Ct是集合类。co的结构为{C )，C 的属性 A 定义 

为 A tC ，C 的属性 A 定义为 Az Ca。于是 ，对任何 
一

个c。类对象r，若存在元组对象 t∈r，则 t．A．．A 

是一个类属于C，的集合对象。我们称 C。的键横是关 

于C。类集合对象嵌人 co类集合对象的属性嵌套 A ． 

At。Ca是 Co的基于 A ．A 的嵌套集合类。 

CI c2 

圉1 对象复合模式 

集台类co的键模嵌套表T可为如下形式： 

1)T为空表t即：T没有定义；表示选择操作不 

深^到 Co类的嵌套集合类的集合对象上； 

2)T一 (K1 W1 T1，KzW T ⋯，K W T )。 

其中．K1．Kz．⋯．K 为co的键模；WI，w7．⋯，w 分 

别为针对基于 K ，K _．’k 的嵌套集合类的集合对 

象的选择条件。选择条件可为空。T ，T t__-tT 分剐 

为基于 Kl，K “， 的嵌套集合类的键模嵌套表。 

键模嵌套表可为空。 

倒2 就图1来说，对于集合类Co．其键楼嵌套表 

T可为( Wt T ，A ．A。W。 )。诙表中共有2个表 

项 Aa W-T 和 A ．A w T 。基于 As的嵌套集合类 

为 C．．基于 A1．A 的嵌套集合类为 C。 wl是针对 C· 

娄集合对象中的元组对象的选择条件，w：是针对Cs 

娄集台对象中的元组的对象的选择条件。T 是集台 

类 C·的键模嵌套表，T：是集合类 C，的键模嵌套表 

T-可为(A WaTa)，T 和 T 为空表 

就侧2来说，若 rn是类 co的集合对象，则口(r。W 

T)的操作过程的语义如下： 

1)产生一十与 同类的空集台对象 r’，并从 r。 

中选出福足 w 条件的对象 to并置人 r’中．使r’的状 

态为{t0{t0∈ ^satisfy(t。，w)J 其中，谓词 sarisfy 

(t。，W )为 ：to满足 W； 

2)对于 r’中的每一个元组对象 t。，针对 T中的 

表项 A w】T1执行 (t AaW LTi)： 

2．1)产生一十与 t A 同类的空集合对象 11．。 

的类为 c一 并从 t⋯A 中选出满足 w 条件的 对象 t． 

并置人 rI中，使 rI的状态为 lt．∈t A，̂ satisfy 

(I|，W 1))； 

2．2)对于 r冲 的每一十元组对象 t．，针对 T 中 

的表项 A‘w3T3执行 (t A·W 3T3)； 

2．3)将对象 r．置人 t⋯A 。 

3)对于r’中的每一十元组对象to．针对 T中的 

表项 A1．A2w2T2执行 (t A1．A W2T})。 

札上述 ( W T)的操作过程，我们可看到三 

点 ： 

④选择操作可格键模深人到子集合对象上进行 

选择操作。因此，选择 操作在作用于多个集合对象 

后，被操作的集合对象之间的复合模式不变f 

@操作深人的次序是耀度优先法f 

@由于子集合对象是嵌人到一个元组对象的属 

性中的，因此对该子集合对象的选择操作的结果会 

改变元组对象的属性值，也即 ；嵌套选择操作会对 

00DB中的对象产生修改的副作用。这种广义的查 

询方式也为查询语言 00DAPLEX所采纳“】。 

(r W T)的形式化描述如下： 

al~ nthm d(rW T) 

begin 

当 r为 null时 ， 
返 回对象 nullI 

当 r不为 null，而 T为空时 ： 
产生与 r同类的空对象 ； 
使 rr的状态为{t】t∈r̂ a~tisfy(t，w))； 
返回 r’‘ 

当 r不为 null，T不为空时 ： 
产生与 r同类的空对象 一‘ 

使 r『的状态为㈨t∈r̂ sati~fy(t，w)jI 
f0r丑1l r∈ do 

forT 中的每一个裹项 I do 
／*L At c表示 I中 的键模 ；I-CON 表 示 I中的条 件 ，I-T 

表示 I中的键模嵌套表 *／ 
将 d(t．I-Art I-CON I-T)返 回 的对 象置 人 t．LA” 

中 ； 

返回对象 i-’； 
end 

结柬语 在 ooDB的查询操作中，选择操作的 

表达能力至关重要 本文定义了嵌套选择操作t井描 

述了操作的语义。借助键横嵌套表导航的表达方式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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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线程体系结构现状及发展 
M uhithreading Architecture：Current State and Prospect 

／ 一  

'-rP O< 肖 刚 徐 明 周兴铭  ̈ ／ 

(国防科技大学并行与分布处理国家重点实验室 长沙4~．0073) 

抽 曼 This paper divides the muhithreading architecture into four kinds：multiple context proces— 

sot·dataflow／von Nuemann hArid architecture．multithreading MPA node and muhithreading su— 

perscalar，then surveys the their state，analyses their~eatures ·and prospects their future． 

关键词 Multithreading．Dataflow，Superscalar 

一

、引言 

多线程体系结构结合了数据流结构和传统的玛 

氏控制流结构，既保持了指令执行的高性能 ，又实现 

了处理晷的高效率，是一种通用而高教的延迟隐藏 

技术。早期的多线程体系结构可以追嘲到CDC 6600 

和 HEP，现夸的多线程处理晷中的很多技术都可以 

在它们那里找到踪迹 。CDC 6600的 1／O单元最早采 

用了多线程的技术思想．它允许lO个虚拟的 t／O处 

理晷共享一个lO圾的中心流水绂，处理晷接轮转方 

式调度，每个处理晷每1o+周期发射一条指令 。HEP 

是最早的商用多线程处理晷，它的结点处理器轮转 

地调度线程运行．每周期发射一条指令，旒水线长8 

缎。为了使流水线填满．／-IEP需要大量的线程，HEP 

可以支持128十绂程并发执行 。 

如今．多线程体系结掏又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在 

MPP 数据淹处理晷和散处理晷领域都对它展开了 

更耀人的研究 。本文舟绍多线程计算模型及其体系 

结构，并讨论了多绂程体系结构新近的发展现状及 

对未来的展望。 

=、多线程计算楼型 

多线程计算模型是数据流模型和控制流模型的 

结合。线程是一段顺序指令序列。线程中指令的执行 

接控制流方式执行，而线程作为调度的基本单位，接 

数据流驱动方式并行执行。 

图1 多姨程计算模型示例 

一

个多线程的计算由一组线程构成。每个线程 

是一个j唾序任务(如指令)序列。如图1．每个块是一 

十线程．其中圈代表任务；水平边代表顺序关系，称 

为连续边。线程中的任务必须按照顺序关系从头(最 

左)至尾(最右 )地执行。为了执行线程，给它分配一 

块存储器，称为活动帻，线程中的任务可以用之存储 

计算值谴 程执行过程中可以生成其他线程。生成一 

个线程类似于一次过程调用，只是被调用的过程和 

调用过程可以并发执行。这里认为被生成线程是生 

成线程的于线程，而且一十线程可以生成任意多个 

子线程。这样，线程就由生成边连接成一十层趺的激 

活树。每十生成边从父线程中进行生成操作的任务 

实现了选择查询产生的多十集合对象之间保持原有 

复台关系的语义表达．避免了为保持原相应的集合 

对泉的复合关系而使用重构这种过程性的表达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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