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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FC-是明智的选择$ 又如在成本核算部分有关定

价参考信息的数据量不是很大!而且一直要在客户端

存在!那么这个时候 6@1@(C@FC-是绝对不能用的!因

为如果使用连接这种宝贵资源就被一直占用了$
&a’ 尽量不在查询中使用数据库服务器的排序功

能&7-FC-IE’$ 我们知道在 <M9语句中使用 7-FC-IE
这样的功能要求会增加数据库服务器的工作负担!从

而在多用户的情况下降低查询的性能!而 56723’4中

的 6@1@<C1支持数据在本地&客户端’进行基于非 <M9
引擎的查找和排序操作!这样通常会更快!而且减轻了

数据库服务器的负荷$
N2N 在后台物理数据库方面

善用数据库的存储过程$ 与 <M9命令相比! 数据

库的存储过程不需要每次都重新分析和优化!而是一

次性编译成执行计划缓存在数据库中!以后可以直接

调用!避免了重复的解析过程!节省了时间$ 特别是当

查询任务由一系列 <M9命令组成时!应该考虑将其编

写成存储过程!这样能够避免数据在网络上来回传送!
降低网络流量$

综观以上几种方法!在程序设计中优化和改善数

据库访问性能的基本原则是%尽量减少资源的开销!尽

量缩短系统资源特别是数据库连接的占用时间!尽量

避免不必要的数据映射和转换$

Q!结论

数据库访问是一项频繁而又重复性的操作!在目

前绝大多数’()应用系统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基

于微软56723’4技术把数据层设计成一个通用的数

据库访问组件以供上层使用!大大降低了应用程序访

问数据库的复杂性!使得各层的结构更加清晰!同时如

何发挥它最大的优势!减少系统瓶颈!提高应用性能!
更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任务$ 本文在初步分析 567$
3’4数据库访问机制的前提下!分析了一些系统瓶颈

产生的原因!提出了一些改善性能的思路和方法!在笔

者实际开发基于 $ 3’4框架的’()中得到了应用并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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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测算!数据预处理阶段的工作量大约占到了全

部数据挖掘过程的a#O!而且也是较难深入的部分$
做好数据预处理工作!将在其后的决策过程得到高的

回报$ 通过将数据预处理融入数据仓库的构建过程!
并综合运用多种预处理技术!必将使整个数据挖掘系

统更加集成#一体化!提高数据挖掘的起点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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