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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greSQL存储管理机制研究 

林河水 程 伟 孙玉芳 

(中科院软件所 北京100080) 

摘 要 作为开放源码数据库的重要代表，PostgreSQL数据库因其良好的性能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日益受到人 

们的关注。本文着重介绍了PostgreSQL数据库存储管理的实现机制，分析了数据库表的存储和组织、存储管理对事 

务管理的支持 以及并发访问控制的实现。对 PostgreSQL存储管理 的体系结构作 了一个全景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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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most important representation of open source database system ，PostgreSQL has been applied in 

many database application domains，and been awarded more and more concerns because of its excellent performance．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of storage system of PostgreSQL．By analyzing the storage and 

organization of its database tables，the facilities that the storage system provides to transaction control and the way 

how to control storage access asynchronously，it gives an overview of the storage management architecture of Post— 

gre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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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绍 

PostgreSQL是一个对象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OR— 

DBMs)，它前身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the Universi— 

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的数据库管理系统 Postgres[ 卅； 

目前它已被成功地应用在包括医疗、电子商务[2 等在内的广 

阔领域中。PostgreSQL符合 SQL92／99标准，具有以下一些 

鲜明特色： 
·支持复杂对象数据类型 许多领域的数据，比如：工程、 

地理等，比起通常的商业数据，更加复杂、多变。它们通常都是 

许多维数据的集合体，如果用通常的RDBMS来管理，则每维 

的数据都必须有一个表来模拟；这样一来，为了查询一个对象 

的有关信息，必然涉及到访问若干个表从而影响到效率。一个 

直接的解决办法是将描述一类对象所有维的数据构造成一个 

对象类型，用这个对象作为属性的数据类型存储在表中，这就 

是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对象支持技术。 
·支持用户自定义数据类型、操作符以及访问方法 一般 

来说，这几个方面是紧密相连的：支持用户自定义数据类型要 

求提供相应操作符以便运算，同时也要求提供相应类型的访 

问方法。这里有几个难点：(1)如何做到用户定义的数据类型 

与原有的操作符方法运算原则相一致?(2)如何做到用户加入 

的操作符方法在满足自定义的数据类型的同时也能运算现有 

的数据类型且不冲突?PostgreSQL的实现做到用户增加数据 

类型时，不需要有专业的知识和技能。 
· 支持“活跃”数据库和规则 一些与数据的性质联系强 

的应用使用触发器和报警器就可以满足其要求。然而，一些专 

家系统的知识比较适合用规则来描述，它的工作完全依赖于 

规则库的规则，这些规则有以下一些特征：规则之间可能彼此 

之间冲突I力Ⅱ入一个规则可能导致规则库的缩小而不是增加， 

因为有些冲突的规则必须被删除。这单靠触发器和报警器是 

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Postgres设计时就考虑到要支持规则 

库和“活跃数据库”。 
·减 少系统崩溃后的恢 复代码和代价L2 这里 ，Postgres 

使用了“多版本”控制技术，即删除元组的操作并不实际删除 

它而只是作无效标志，更新元组的操作取代为先删除后插入； 

数据库管理员可以用命令 VACUUM 定期地清理数据库中 

无效元组来紧缩存储空间。 

PostgreSQL还拥有其他一些现代数据库特征，甚至某些 

特色是其他商业系统所没有的[6 ；但这些特色的实现都离不 

开存储管 理的支 持，存储管理是整个 数据库管 理系统 

(DBMS)的基础“]，它与最终系统的性能、效率以及可靠性戚 

戚相关。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 PostgreSQL的存储管理是 

如何实现的。PostgreSQL存储管理有以下两个重要特色[3]： 

(1)支持事务控制和并发数据访问；(2)结合 WAL机制并采 

用“多版本”控制机制，定期保存历史数据并简化系统崩溃后 

的处理。 

2 表存储和文件组织 

数据库管理系统(DBMS)的基本职责就是要管理各种数 

据库，提供定义、操纵、控制数据库的功能模块 。在关系型数 

据库中，数据库由表(关系)构成，表(关系)是这类数据库管理 

系统的基本单位，数据库数据都存储在表中。概括起来，表中 

林河水 硕士生．研究方向为数据库管理系统．程 伟 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数据库管理系统、系统软件．孙玉芳 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系统 

软件、中文信息处理． 

· 76·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存储的对象有下列几种： 
·数据字典 数据字典主要是数据库管理系统的管理信 

息 管理信息有两类：一类是辅助或启动系统自身运行的系统 

信息；另一类是描述用户定义行为的信息。在PostgreSQL实 

现中，存储数据字典的表称为系统表(system catalog)l1]。 
·常规数据 常规数据就是用户的数据。存储这类数据的 

表称为常规表。 
·临时数据 这类数据是系统进行关系算术运算时所产 

生的中间结果，这些数据保存在临时表中，因下一个事务启动 

时并不需要它。此外，在跟踪系统行为时也可产生临时数据。 

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的这些特色在PostgreSQL中体 

现得淋漓尽致，PostgreSQL系统中用到的一切数据都存储在 

表中。 

目前，最基本的存储介质就是磁盘。在 PostgreSQL中， 

大部分的表都以磁盘文件的形式存储在磁盘介质中。用文件 

系统来存储表会遇到一个问题：一个表可以很大，但文件的大 

小通常受支持平台的限制，如何在受限的文件系统上支持大 

表?PostgreSQL采取的策略是：将表分割成若干部分后再存 

储，每个部分就成为表的一个物理段文件(relation segment)， 

所有这些段文件组成表整个逻辑文件，如：常规表磁盘文件、 

临时表文件(BufFile)。一般地，除了最后一段文件外，所有的 

段文件都有固定大小(4oMb)。表的读入和写出操作就在这些 

段文件之间进行 为了读／写表逻辑文件中某一个磁盘块，首 

先必须给它定位，即计算出它所在的物理段文件和段文件内 

的偏移量，然后打开特定段之前的所有段文件，最后才是执行 

读写操作 PostgreSQL通过低级磁盘文件操作把表的数据写 

到磁盘上。 

还有一类表，被保存在稳定或不易挥发的主存中。这种存 

储仅涉及主存访问而不涉及外存的访问 PostgreSQL目前的 

实现是开辟出一片共享内存区来模拟稳定或不易挥发的内存 

来存储着这种类型的表。在这片共享内存中，存储了表的描述 

符和它的内容 表的内容可以通过索引哈稀表来实现迅速的 

访问，也可以被顺序访问。 

5 存储文件系统接口 

在 PostgreSQL的实现机制中，一个表对应于一个逻辑 

文件，而一个逻辑文件又是由若干个物理文件构成的。就逻辑 

文件本身而言，它是没有对应的磁盘文件的；但从用户的角度 

来说，自然习惯于基于整个表的整体访问操作，而不管实际读 

写的是表的哪一个物理段文件。这就要求 PostgreSQL提供 

某种程度的抽象，屏蔽掉物理段文件的操作细节，展现在用户 

面前的是整个表逻辑文件的读写接口，这些接口就构成了 

PostgreSQL的存储文件操作机制(Storage manager)。 

另一方面，由于表的访问最终靠文件操作来完成，这样一 

个后端进程在进行数据操作时很可能因支持平台的每个进程 

打开文件数的限制而崩溃。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Post— 

greSQL有必要监视后端打开的文件数，这是 PostgreSQL虚 

拟文件操作机制的功能。它把一个后端所有打开的物理文件 

描述符组成一个 LRU链进行统一管理。存储文件操作必须 

通过这一接口，虚拟文件系统接收到存储文件操作的申请后 

判断它所在的后端进程打开的文件数是否已威胁到了平台每 

进程打开文件数的约束；如果是，则回收 LRU尾部的文件描 

述符，最后才是通过平台提供的低级文件操作机制完成文件 

操 作。这样就有效地解决 了平 台资源限制 的同题。Post— 

greSQL存储文件操作机制如图1所示。 

图1 Postgre SQL存储文件操作机制 

4 存储文件页存储格式 

在 PostgreSQL的实现中，表物理段文件的基本存储单 

位是文件页(磁盘块)。文件页的大小限制了表元组的大小并 

影响到磁盘操作效率，因此文件页不能太小，目前系统缺省采 

用的文件页是8192字节，最大可被设为2 15字节，这是由磁 

盘块索引lp—off和 lp—len所决定的，它们都是15位宽。文件 

页也是内存和磁盘的交换单位。 
一 个文件页空间被逻辑地分割成三个部分：页描述区 

(PageHeader)、元组数据空间(Tuple Item space)以及特殊空 

间(Special space)。页描述区记载了页的使用情况，如页分布 

格式版本，元组数据空间和特殊空间的起始位置以及文件页 

相关的事务日志记载点等信息。元组空间是实际记录元组数 

据的地方。每个被记录的元组称为一项，每项由描述 id和元 

组数据构成，项描述 id描述了元组存储位置、大小以及一些 

状态标志。项描述 id和项数据分别在元组数据空间的两头往 

中间靠拢存放。PostgreSQL文件页分布示意如图2所示。 

pd-lsIlIpd-pasestzc-vers 。n t砌 ·te d ItemID1 缸m1．．．Tupltem SpecialRoom 

PageHeader pd
— —

1ower 

图2 PostgreSQL文件页分布 

写元组 时，首先 要把它写到 文件 页的 内存缓冲 区 

(Buffer)中，这按以下步骤进行：首先，从缓冲页的元组数据 

存储区中分配空间；然后，构造元组描述项 id并把它写入缓 

冲页的元组数据空间的低端处；最后才是把元组实际数据写 

到缓冲页的元组数据空间的高端处并设置缓冲区的脏标记。 

pd
_

upper pd
— —

speci al 

写到缓冲区中的元组并不立即更新到磁盘中，物理写元组被 

推迟到它所在的缓冲区被替换(Replace)时进行。当替换缓冲 

区时，首先判断缓冲区是否赃，如果脏的话，就要实际启动磁 

盘 10进行写了；如果不脏，该缓冲区直接被回收再用。物理 

写文件页时，首先要更新该文件页相关的事务 日志，事务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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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页头部的页描述符指出；然后把文件缓冲页写到指定的磁 

盘块中。详细的缓冲区机制参见第6节。 

5 存储文件并发访问控制 

存储管理是数据库管理系统实现的一个核心部分。它往 

往需要支持多个后端并发访问，甚至要支持多CPU环境、分 

布式环境的并行访问，所以并发访问控制又成为数据库存储 

管理系统的关键核心。由于 PostgreSQL对分布环境的支持 

有限，它的并发访问机制就要简单得许多。PostgreSQL实现 

存储文件并发访问控制的基本方法是通过使用锁来控制磁盘 

文件操作——临界区——的互斥访问。后端进程要对磁盘文 

件进行访问操作时，首先要获取锁：如果成功获得，则进入临 

界区去执行磁盘读写访同，访同完后退出临界区并释放锁；否 

则，进程睡眠直到被别的后端唤醒后重试 在 PostgreSQL实 

现中，使用到三种类型的锁[】]： 

·旋转锁(Spinlock) 这种锁的作用时间应非常短。如果 

锁被持有的时间要超出许多指令甚至要跨内核调用(或甚至 

是调用非第三方的子例程)，则不要用旋转锁[1]。旋转锁主要 

是用作轻量级锁的基础设施。旋转锁的实现是通过使用硬件 

的原子测试／设置指令来实现的，等待的进程忙循环等待直到 

它们可以得到锁为止。它不提供死锁监测、错误原子释放。如 

果锁在大约1分钟的时间内不能得到，则超时处理——取消本 

事务。 
·轻量级锁(LwLocks) 这些锁典型地被用于共享内存 

中的数据结构的互斥访问。轻量级锁支持排他和共享模式(相 

应用于共享对象的读写访问和只读访问)。轻量级锁不提供死 

锁检测，但轻量级锁管理器在elog恢复期间被自动释放，所 

以持有轻量级锁的期间发出错误是安全的。当没有锁的竞争 

时获得或释放轻量级锁是相当快的(几十的指令 ])。当一个 

进程不得不阻塞在一个轻量级锁上时，它阻塞在一个 SysV 

信号量上，所以不会消耗 CPU时间。等待的进程将会以先来 

后到的顺序被授予锁。这里没有超时概念。 

·正则锁(regular lock)(重量级锁) 支持表驱动语义的 

多种类型锁模式，且它有完整的死锁检测和事务结束后的自 

动释放功能。正则锁应用于所有用户驱动的锁请求 。正则锁 

通过使用轻量级锁来实现。 

PostgreSQL正则锁粒度可以是数据库的表、元组、页等， 

请求锁的既可以是后端事务，也可以是跨事务的会话。支持的 

锁模式有八种，按排他级别从低到高的顺序分别是：(1)访问 

共享锁，用于查询；(2)行共享锁，用于为更新查询；(3)行排他 

锁，用于插入／更新／删除；(4)共享更新排他锁，用于清理(非 

全部)；(5)共享锁，用户创建索引；(6)共享行排他锁，类似排 

他模式，但允许行共享；(7)排他锁，阻塞行共享／为更新查询； 

(8)访同排他锁，用户改变表／丢弃表／全清理／不受限锁表。 

主后端启动时，分配一块共享内存区作为正则锁方法表 

(1ockmethodtable)并适当地初始化正则锁方法表的各个域， 

此外还有初始化锁方法数组和其他一些共享变量。后端启动 

后通过锁方法来引用正则锁。目前，PostgreSQL用到系统锁 

方法(1ockmethod= O)和用户锁方法(1ockmethod= 1)两种 

方法，它们都指向同一个正则锁方法表项。 

正则锁获得(LockAcquire)方式：首先，要判断指定锁方 

法 lockmethod要有效，在有效的前提下获得用到的正则锁方 

法表项 lockmethodtable的同步信号量，然后寻找／创建锁的 

信息对(锁信息lock哈稀表项，锁持有者 lockholder哈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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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并更新锁信息lock中的锁模式请求值。然后判断持有者 

lockholder之前是否己获得过该锁模式或本进程跨事务持有 

过，如果持有过，则授予锁；否则，判断请求的锁模式是否同锁 

的等待者请求的锁模式冲突，如果冲突的话，则把该事务进程 

连入锁的等待者列；否则判断请求的锁模式是否同锁已授予 

的锁模式或别的等待者的已获得的锁模式是否有冲突，如果 

冲突则连入等待者列；否则，授予事务请求的锁并更新锁信息 

和锁持有lockholder的有关域。否则让进程可中断地睡眠直 

到被唤醒获得锁或被中断为止。所有不能得获得锁的情况下， 

都要返回申请失败信息。 

正则锁的释放方式：首先，要判断指定锁方法要有效，在 

有效的前提下获得锁方法表的同步信号量，然后寻找／创建锁 

的信息对(锁信息哈稀表项，锁持有者哈稀表项)，并更新锁信 

息中的锁模式请求值和授予值以及锁持有信息的持有值。然 

后唤醒等待者中可以被唤醒的所有等待者。 

注意：正则锁的授予和释放都遵循先来后到的原则。请求 

正则锁时，不得与锁之前的等待者的请求锁模式或已授予的 

锁模式冲突，否则进程要睡眠等待。释放正则锁时被唤醒的等 

待者不得与之前仍须等待者的请求锁模式或已授予锁的模式 

相冲突。 

旋转锁或轻量级锁的申请失败后将导致查询被撤销和死 

去。然而，所有这些限制在正则锁中不再存在[1]。也要注意在 

等待正则锁时我们可以接受查询撤销和死去中断，但在等待 

旋转锁或轻量级锁时我们不接受它们。因此，当等待时间超出 

几秒时使用轻量级锁是不好的。PostgreSQL锁机制的实现如 

图3所示。 

轻量级锁 正则锁 

进程睡眠／唤醒＼ 进程睡眠 唤̂ 

SysWPosix信号量 

图3 PostgreSQL锁机制 

6 表文件缓冲区管理 

死锁 检 
测／解除 

PostgreSQL有两种类型的缓冲区：全局缓冲区和本地缓 

冲区。全局缓冲区主要用作普通可共享表访同空间；本地缓冲 

区为仅本地可见的临时表的提供操作场所。下面对全局缓冲 

区的实现作详细介绍。 

为了实现方便，PostgreSQL对缓冲区的管理基本上采取 

了静态方式：它在系统配置时规定好了缓冲区的总数，以后在 

每次系统启动时，由主后端或某一独立的后端从共享内存中 

分配一片空间用作缓冲区，全部(全局)缓冲区构成一个缓冲 

池。缓冲池由缓冲区管理跟踪 BmTrace区(可选)、缓冲区描 

述符BullerDestriptors区、缓冲区以及缓冲区索引哈稀表构 

成，它们的构成关系如图4所示。 

缓冲区管理跟踪区主要用于记录缓冲区被使用的情况， 

它共有 BMT—LIMIT项。缓冲区是实际存储数据的地方，它 

共有 NBUFFERS个。所有的缓冲区都有一个描述它的缓冲 

区描述符，它有 NBUFFERS+1个，第 NBUFFERS个(从0开 

始)缓冲区描述符不实际描述缓冲区，它仅用于作为空闲缓冲 

区链头，通过它所有空闲的缓冲区被连到一个双链表中。要注 

意每个缓冲区描述符都是按顺序描述一个对应缓冲区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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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描述结构中对应缓冲区号和缓冲区共享内存偏移量都 

是在缓冲池初始化期间被设置好，以后不再更改。此外，为了 

加速从被缓冲的表到对应缓冲区的搜索，在缓冲池建立的期 

问还建立了一个缓冲区哈稀表，以后每个被申请用来缓存表 

的磁盘块的缓冲区都要在该哈稀表创建一项，这样只要给出 

表的文件节点(RelFileNode)和磁盘块就可以迅速地搜索到 

缓冲指定文件页的缓冲区，而不要顺序搜索所有的缓冲区。 

BmTrace0 ⋯I BmTrace：BMT — BDd．． BDNB啦 ufo BufBuffers一1 I 
_

LIMIT 1 
1 

Iu： L ▲ 。TraceBuf IBufferDestriptors 
TraceBuf(=CurTraceBuf+sizeof(1ong)) 

图4 全局缓冲池构成 

由于这部分的缓冲区是共享的．因此必须支持缓冲区的 

互斥访问。PostgreSQL实现缓冲区互斥访问的基本机制是使 

用轻量级锁，缓冲区的读写访问大致要经过以下两步： 

第一步：进程要访问缓冲区必须通过访问它的描述符，这 

是通过缓冲区管理轻量级锁(BufMgrLock)来实现对缓冲区 

描述符的互斥访问； 

第二步：如果缓冲区要读入／写出缓冲区，必须获得 10 

轻量级锁(io—in progress Lock)；如果要写出表页内容，则必 

须获得文件页上下文刷新锁(cntx—lock)。 

除了通过锁来实现缓冲区以及它对磁盘 10操作的互斥 

访问外，PostgreSQL还要踪缓冲区被引用的次数以辅助缓冲 

区的申请和释放操作。每个事务要引用缓冲区时必须先取得 

对它的钉(引用refcount)，访问已拥有的缓冲区时则只需增 

加私有引用(PrivateRefCount)，即，通过缓冲区的引用计数和 

本后端对缓冲区的私有引用共同来跟踪后端对缓冲区的引 

用。图5是缓冲区访问大致示意图。 

图5 缓冲区访问示意 

由于表文件缓冲区是后端进程访问表的直接入口，它处 

在 PostgreSQL存储管理系统的最顶端，因此有必要对缓冲 

区的重要操作做出说明： 

· 缓冲区的申请(BurferAlloc)策略 该模块的基本功能 

是给定待缓冲的表文件某一页(表文件节点，块(页)号)申请 
一 块缓冲区；如果缓冲区脏的话，还要刷新它。处理流程伪代 

码说明如下： 

首先判断表中指定的磁盘块(表文件节点，块(页)号)是否已在缓冲区 
中，如果缓冲区中已有该磁盘块的缓冲( 
则钉住它然后判断该缓冲区是否在 IO中，如果是( 
则等待该缓冲区读操作完成并返回缓冲区，此情况下如果读操作 
失败则要给缓冲区开始IO； 

} 
} 

如果不存在( 
取得一个新的缓冲区； 
如果该缓冲区脏则( 
把缓冲区的内容写到磁盘文件中； 
判断在我们刷新磁盘内容的时候是否有别的进程读入我们所希 
望的磁盘块，如果是则( 
释放原申请的缓冲区，使用别的进程申请的缓冲区，以后同有 
磁盘块缓冲区情况一样处理； 

} 
如果不存在这样的缓冲区( 
判断申请到的缓冲区在我们写的过程中是否已被别人引用，如 
果是( 
同样释放它再次申请一个空闻缓冲区并重复前面相关操作； 

} 

) 
} 
如果到了这里。则我们申请到了一块空闲的缓冲区。我们先复位它， 

然后给它创建满足我们所需的哈稀表项后返回； 
} 

·读缓冲区(ReadBuffer)策略 该模块的基本功能是读 

入表文件中指定的页(表文件节点，块(页)号)内容到缓冲区 

中；缓冲区读采取即时读策略。处理流程伪代码说明如下： 

首先分配一个缓冲区； 
判断缓冲区内容是否是待缓冲的表文件页(表文件节点，块(页)号)， 
如果是( 

这最好．我们只需简单返回； 
} 

判断希望的块是否是表不存在的待要扩展的块，如果要扩展( 
清空我们分配到的磁盘块然后把表文件扩展一块； 
返回缓冲区描述符； 

} 

从磁盘中读入指定的表块； 
返回缓冲区描述符； 

·缓冲区写(WriteBuffer)策略 这里采取“懒惰写”策略， 

即在缓冲区被替换时才写出去。缓冲区写时，我们仅需要标记 

缓冲区脏和恰好脏标记，然后返回。 

总之，共享缓冲区的访问遵循以下原则：(1)iZ问缓冲区 

要求首先钉缓冲区(增加引用计数)；(2)缓冲区描述符详细描 

述了缓冲区的状态，它的访问要求获得缓冲区管理轻量级锁； 

(3)缓冲区的10操作要求记录缓冲区的10状态并要获得相 

应的 10锁或文件页上下文刷新锁。 

由于本地缓冲区的可见范围仅在本后端中，因此对它的 

访问不涉及互斥问题，只须跟踪引用计数，其他读写思想同共 

享缓冲区。 

7 PostgreSQL存储管理体系结构 

存储管理主要目标就是提供创建、存储以及访问数据库 

表文件的接口[“。PostgreSQL充分利用平台提供的文件系统 

机制来实现它的存储管理。它引进虚拟文件系统来解决操作 

平台对每个进程允许打开文件数的限制；通过共享内存机制 

来实现表文件的跨事务访问；通过缓冲表文件(BufFfle)(主 

要针对临时表)、存储表文件 (StorgeFile)以及主存贮存表 

(MainMemoryFile)系统来实现对表文件的操作，同时分段存 

储的思想突破了平台文件大小限制对表实现的约束。此外，为 

了辅助表文件的操作，它还建立了表文件页空闲空间映射和 

表文件页操作的机制，这都极大地方便了对表文件的访问。 

PostgreSQL存储管理实现体系结构如图7所示。 

在 PostgreSQL整个存储管理体系结构中，表文件缓冲 

区管理处于最顶层，它提供外部访问表的接口。后端一般通过 

表文件缓冲区来访问表文件。缓冲区调用下面存储文件机制， 

而各类存储表操作又调用虚拟文件系统，最后由虚拟文件系 

统完成磁盘操作。另外，缓冲区的共享访问特性要求它有并发 

控制机制，这部分功能由锁机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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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PostgreSQL磁盘管理体系结构 

结论 通过对PostgreSQL存储管理实现机制的研究我 

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PostgreSQL存储文件系统的操作本身不涉及多个进程 

的并发访问，所以它的操作必须严格串行进行； 
·后端可以并发访问的地方是共享文件缓冲区，它是存储 

表数据的内存映像，所以必须对它的访问操作进行精确的并 

发控制。PostgreSQL采取两步走：(1)对于缓冲区本身的访问 

由于涉及的时间相对短，这部分的并发控制依靠轻量级锁来 

实现；(2)在替换缓冲区时要把缓冲区的内容刷新到磁盘文件 

中，由于 PostgreSQL磁盘文件系统本身没有并发控制，因此 

也要在缓冲区层面来实现l临界区的并发访问；再者，由于我们 

更新的是表文件的一个页面，花费的时间也不会太长，这部分 

的控制也依靠轻量级锁机制来实现； 
·磁盘管理辅助事务管理的思想体现在：在写磁盘块时， 

总是先写事务日志后写数据； 
· 由于 PostgreSQL基本运行环境是单机环境(允许多 

CPU)，因此它的锁机制实现的基点是：运行环境有：(1)共享 

内存；(2)统一的时间定位机制。 

PostgreSQL的存储管理机制是建立在支持平台的文件 

系统上的，它的实现效率、可靠性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支持 

的文件系统。如果把文件系统的某些功能直接由数据库存储 

管理来实现而不要通过调用平台的文件系统接 口，那么存储 

系统的性能可望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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