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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系统是频繁访问数据库的信息系统"*+,-./.0123’4是最新的软件开发技术"56723’4作为 *+,-./.012
3’4应用程序的数据访问模型很好的解决了 ’()与数据的交互问题# 本文就以 56723’4数据访问模型为背景

讨论了’()数据访问中的优化问题#
关键词!56723’4公共语言运行环境 23’4数据供应器 8*9数据集

"!引言

’()是为了建立规范先进的管理体系!实现企业

内部控制的透明化"实现业务活动和经营活动的短流

程#高效率!增强企业对外部市场的反应能力而产生的

一个企业信息系统2理所当然 ’()要和企业各式各样

的数据打交道$ 一般而言!影响数据库访问性能的主

要因素有三个%数据库服务器的硬件性能#网络性能以

及数据库访问程序的设计$ 前两个是:硬:因素!后一

个是:软:因素2目前!前两项的性能普遍得到提高和

增强!所以数据库访问的程序设计将直接影响到应用

程序的最终性能$ 而数据库访问程序的设计又可以分

为三个部分%选择托管程序 应用56723’4编写的程序

的优化以及后台 6;*<的优化!后文就从这三个方面

来讨论基于56723’4的’()系统的性能优化!并着重

讨论了使用56723’4进行程序开发的优化$

&!56723’4的概述及其数据结构

56723’4是 *+,-./.0123’4应用程序的数据访

问模 型$ 它 由 567技 术 发 展 而 成!在 某 种 程 度 上!
56723’4代表了最新版本的 567技术$ 由于 5672
3’4建构于23’4框架之内!它的建立和管理都是基于

=9(&=.>>.?9@?AB@AC(B?1+>C!公 共 语 言 运 行 环

境’ !所以直接或间接地得益于23’4框架在内存管

理#类 型 转 换# 对 象 池 等 方 面 的 技 术 改 善 和 优 化$
56723’4引入了一些重大变化和革新!它对 8*9提

供全面的支持!提供了新的非连接数据缓冲模型!使其

在构建结构松散的#非链接的应用程序上有着得天独

厚的优势 $ 56723’4有以下两个核心组件%

&2"56723’46@1@<C1

6@1@<C1是数据的内存驻留表示形式!也就是我们

通俗所说的 D*6;&D?*C>.-E6@1@;@/C’$ 6@1@<C1的

设计目的是为了实现独立于任何数据源的数据访问!

在本地内存中实现一个数据缓存$ 它代表一套包含关

系表#约束和表间关联信息的完整数据结合&如图’

6@1@<C1对底层的数据源一无所知!它提供了独立于任

何数据源的数据访问!因此它可以用于多种不同的数

据源!用于 8*9数据!或用于管理应用程序本地的数

据$ 6@1@<C1可通过多层应用程序的不同层由一个组

件传递到另一组件!也可以作为 8*9数据流被序列

化!因而 非 常 适 合 于 不 同 类 型 平 台 间 的 数 据 传 输$

56723’4使 用 6@1@5F@G1C-对 象 为 发 送 到 和 来 自

6@1@<C1及底层数据源的数据建立通道$

如图 所 示!6@1@<C1主 要 由 两 部 分 组 成%6@1@4H

@IJC=.JJC,1+.?和 6@1@(CJ@1+.?=.JJC,1+.?!6@1@4@IJC=.JH

JC,1+.?包含零个或多 6@1@4@IJC对象$ 一个 6@1@4@IJC

对象代表驻留内存的数据表$ 它包含 6@1@=.JB>?所

表示的列和=.?/1-@+?1所表示的约束的集合!这些列和

约束一 起 定 义 了 该 表 的 结 构26@1@4@IJC还 包 含 6@H

1@(.K所表示的行的集合!每个 6@1@(.K对象代表表

中的一行数据$ 6@1@(CJ@1+.?=.JJC,1+.?代表 6@1@<C1对

象中表之间的关系集合!关系由6@1@(CJ@1+.?对象来表

示&如图"所示’$

&2& 3’4数据供应器&6@1@)-.L+FC-’

56723’4依靠数据2?C1数据供应器提供给它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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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它们提供了对底层数据源的访问$ 数据供应器

是一 组 包 括 =.??C,1+.?!=.>>@?F!6@1@(C@FC-和

6@1@5F@G1C-对象在内的组件$ 它实现了对数据库的

连接#操作和快速#只读的访问$ =.??C,1+.?对象提供

与数据源的连接"=.>>@?F对象用来执行数据库命

令"6@1@(C@FC-从 数 据 源 中 获 得 高 性 能 的 数 据 流"
6@1@5F@G1C-对象是连接数据源和 6@1@<C1对象的桥

梁$ 6@1@5F@G1C-使用 =.>>@?F对象在数据源中执

行<M9命令和调用存储过程!以便将数据加载到6@1@H
<C1中!并保持6@1@<C1中数据的更改与数据源中的数

据一致$ <E/1C>26@1@包含了独立于供应器的类型!如

6@1@<C1以及6@1@4@IJC$

图 "

在数据供应器中 *+,-./.01发行了如下两个供应

器%
5%<M9<C-LC-23’4数据提供程序$ 应该说这种供

应器针对<M9<C-LC-的性能是最高的$
;%79’6;23’4数据提供程序$ 这是一个用于管

理79’6;数据源的数据提供程序$

oleDbConnection

OledbCommand

OleDbDataAdapter

OleDbDataReader

SqiDbConnection

SqiCommand

SqlDataAdapter

SqlDataReader

COM interop

OLE DB

Oracle,Access,others SOL Sev er 7.0 and later

Data Table

ADO.NET

WinForm Aqqs(WebForm Apps)
.NET Managed Clients

图 &

N!使用56723’4访问数据库的性能优化

N2"在选择托管程序方面

选择合适的23’4数据供应器

56723’4的数据库访问基础是23’4数据供应器

&6@1@)-.L+FC-’ $ 其中最常用的是上面介绍的79’6;
和<M9<C-LC-两种!前者是一个用于管理 79’6;数据

源的数据提供程序$ 它的效率要低于 <M9<C-LC-23’4
数据提供程序!因为在与数据库通信时!它需要通过

79’6;层进行呼叫$ 但它提供了对 7-@,JC#6;&#<EH
I@/C等数据库的通用性支持$ 而后者则是专门为连

接<M9<C-LC-%2#以上数据库定制的$ 由 于 它 使 用

<M9<C-LC-本身的 46<&4@IBJ@-6@1@<1-C@>’ 数据交

换协议与数据库交互!不必通过 79’6;层的协议转

换!因而效率很高!较之79’6;数据供应器!它的性能

可高出N#O PQ#O$ 对于以 *+,-./.01<M9<C-LC-%2#
以上版本为后端数据库的应用程序!应该首选该数据

供应器以获得最佳性能$
N2& 在应用567$ 3’4编写的程序方面

&"’ (尽早)的关闭连接$ 由于在整个数据库访问

过程中!数据库连接对象都是非常有限和宝贵的资源!
所以在使用数据库连接时!不论是否采用了连接池!都

应该尽可能晚地打开连接!尽可能早地关闭连接$ 关

闭连接时一定要关闭其间建立的所有临时对象!并结

束所有用户定义的事务!这样才能保证连接的正常关

闭!避免系统资源浪费$ 当使用 6@1@(C@FC-对象时!
应该仅在执行 <M9命

令前打开连接!读取结

果后即关闭连接!否则

数据库连接会一直被

占用!不能用于其他目

的!应该尽早调用 6@H
1@(C@FC-对象的 =J./C
&’方法关闭连接$ 如

以 下 代 码 片 断 &=R’
从数据库中读取"#条

记录后先关闭连接再

进行一定的处理%
FI=.??27GC?& ’ "SS
打开连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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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J6@1@(C@FC-FI(C@FC- U <M9=>F2’VC,B1C(C@FC-
&’"SS执行<M9命令!返回结果

/1-+?A*+ 1C/1<1-U?CK/1-+?A*"#+"
+?1+U#"
KW+JC&FI(C@FC-2(C@F&’’ SS读取记录

!,
!!1C/1<1-*+XX+ UFI(C@FC-2YC1<1-+?A&#’ ’ "
!-
FI(C@FC-2=J./C&’"
FI=.??2=J./C&’"SS关闭数据库连接

0.-&+U#"+Z1C/1<1-29C?A1W"+XX’
!,
!!1C/1<1-*++ UG-.,C//&1C/1<1-*++’"SS调 用 方 法

G-.,C//&’ 对结果进行处理

!-
&&’ 合理使用 6@1@<C1架构中的键和约束$ 对于

开发客户端S服务器应用程序的程序员来说!最令他们

头疼和讨厌的是到数据库的往返行程!尤其是在违反

架构规则而导致错误产生的数据库的往返行程$ 当然

在*+,-./.01<1BF+.的托管语言=R提供了1-E[,@1,W这

种类似\@L@的异常捕获和处理功能!但是这趟(无效)
的网络往返还是给用户带了时间等待上的(不快)$
在这个方面6@1@<C1的架构就非常出色!完全能够避免

这种情况$
比如在’()系统初始设置中的客户关系管理模块

中当然不允许出现重复的客户 D6&=B/1.>C-D6’!这时

我们就可以为 6@1@<C1中的客户表&=B/1.>C-]4@IJC’
定义一个如下的主键约束%

=B/1.>C-]4@IJC2)-+>@-ÊCEU?CK6@1@=.JB>?*+
,=B/1.>C-]4@IJC2=.JB>?/*(=B/1.>C-D6)+-

这时当我们由于某种误操作产生相同编号的客户

记录时!6@1@<C1就会很(智能)的发出(错误)!我们可

以用1-E[,@1,W去捕获这个(错误)$ 注意了这个错误

是由客户端内存中的 6@1@<C1根据我们(告诉)的(规

则)抛出的!而不是由后台的数据库经过处理后由网络

传回来的$ 所以这种减少数据库往返的方法大大提高

了应用程序时间上的效率$
&N’ 运用 6@1@<C1架构中的关系实现 6@1@4@IJC

间的导航$ 我们在前面说了6@1@<C1是作为D*6;而闻

名的!作为关系数据库中经典的关系在6@1@<C1中是用

6@1@(CJ@1+.?来模拟的$ 当我们定义了6@1@<C1各个表

&6@1@4@IJC’中的外键的时候!6@1@=.?/1-@+?1就可以和

6@1@(CJ@1+.?配合使用!以达到表之间的一个导航连

接$ 那么6@1@<C1中的导航机制是如何来帮助提高应

用程序的性能的呢.
让我们以’()系统为例子%我想看看所有客户的

与其对应的所有订单情况!可以先初始化一个 6@1@H
<C1!其中包括两个6@1@4@IJC&=B/1.>C-]4@IJC和7-FC-
]4@IJC’!然后以客户编号为外键建立两个表间的关

系$ 最后从物理数据库中将两个表的所有记录读出放

到两个表中$ 当数据绑定到 6@1@Y-+F以后!其间的导

航功能显而易见了$ 强大的数据操纵和导航机制才是

6@1@<C1的真正魅力所在$
&Q’ 运用6@1@<C1或运用 <M9语句更新数据库的

选择$ 当 我 们 在 客 户 端 修 改 &包 括 _GF@1CD?/C-1和

6CJC1C’完数据记录时!可以把相应的修改在程序里由

程序员(翻译)成 <M9语句(抛)给后台的数据库服务

器"或者说我们也可以将整个修改后的6@1@<C1(抛)给

56723’4数据库访问层的托管程序!由它运用 =.>H
>@?F;B+JFC-来自动生成 <M9语句去修改数据库$ 应

该说两种方式各有各的益处%前一种情况在当修改的

数据较少的时候比较合适$ 后一种情况则在对客户端

的6@1@<C1进行了很多的修改!相应的<M9语句不容易

写的时候比较合适$ 应该说后一种情况的执行效率会

略低一些!但它却换来了程序编写方面的效率$ 在实

际的’()系统中我们要恰当合理的运用这两种方式$
&‘’ 合理的使用6@1@(C@FC-$ 6@1@(C@FC-是一种

轻量级的数据流!它允许你每次读入一行数据&>.FBH
J.46<IB00C-+?A’!进行一些处理!然后丢弃这一行$ 从

而在中间层或客户端节约内存!但是这种方式浪费了

另一种宝贵 的 资 源%数 据 库 连 接$ 与 之 相 对 应 的 是

6@1@<C1!它作为 D*6;允许一次将所需要的数据全部

都提取到内存中!而后释放连接再进行处理!这样保证

了数据库连接的资源但是却忽视了客户端的内存负

担$ 那么到底应该在 6@1@(C@FC-和 6@1@<C1中舍谁取

谁呢.
在’()系统中我们视具体情况而定%比如涉及生

产管理的数据量很大&几十甚至上百兆的数据’!并且

只是浏览或者说处理的时间不长!那么我们就没有必

要选 用 6@1@<C1来 缓 存 这 些 数 据!这 个 时 候 用 6@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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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FC-是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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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