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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调用存储过程的方法

&%’()*+*,-.//012!(*3’+43*5’+63’789:012!"#$%#

蔡瑞奎!!广州 广东商学院教育技术中心 "#$%&$"

摘要!本文利用’()*+)%,$"通过对数据库存储过程的调用"达到对数据按 *+)方式处理的目的"对数据转换很

有用处# 利用查询的存储过程"演示以 -../方式按 *+)格式输出 ’()数据库数据的方法# 该方法为提升 ’()
’01201&$$$对*+)数据文件的处理能力有很好效果#
关键词!’()*+)存储过程 -../

#!引言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流行和普及!数据处理

量也随之增长!特别是处理网上各式各样的复杂数据

尤为重要" 为促使处理数据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人们

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研究更为完善的数据管理技术"
目前!作为 304环境中组织数据的一种方式!常见的

-.+)描述了显示全球数据的通用方法!而 *+)$#%$&%$%%

提供了直接处理全球数据的通用方法" *+)使用一个

简单而有灵活的标准格式!为基于 304的应用提供了

一个描述数据和交换数据的有效手段"

以前的很多研究都是’()$5% 与*+)相互独立开来

进行!本着对数据处理的相同目的!有必要把两者有机

结合起来!使两者能相辅相成!在’()基础上进一步发

挥处理数据的更大潜能$"% "

实际上!面对庞大的 *+)数据量!有几个重要问

题需要解决" 例如!利用什么技术或工具可以从大型

*+)文档中抽取数据&可以在不同的 6.6之间翻译

*+)数据&可以从多个 *+)文档中结合数据&或者可

以传送大量的*+)数据"
数据抽取#传送#合并是传统的数据库问题!这些

问题的解决得益于结构化查询语言 ’()的实现" 但是

’()不能直接运用到*+)中!因为 *+)中的数据结构

不仅包含传统的结构化数据格式!而且还包含大量的

半结构化数据" 即单纯的’()数据库对异构数据处理

已经有较大的局限性" 随着 *+)对异构数据的优异

处理能力!利用*+)结合 ’()进行数据处理工作越来

越受到关注"

&!’()*+)%,$
&,#’()*+)%,$简介

’()*+)%,$$7% 是由微软公司开发设计的!主要有

以下特点’
(#) 支持服务器端及客户端 89:*+)" ’()’01201

&$$$引进了89:*+)支持" ’()*+)%,$允许设置服

务器端和客户端查询结果的格式"
(&) *+)架构定义语言(*’6)" 可以通过使用批

注创建关系数据的 *+)视图来编写*’6架构"
(%) 支持 ;<=>?0@1>A或 6BCCD1>A格式" 在现有

的*+)文档中!可以通过 ;<=>?0@1>A(更新元)或6BCE
CD1>A(差异元)来修改(插入#更新或删除)’()’01201
&$$$中的数据库数据"

(5) 大容量装载*+)数据" 可以通过 ’()*+)中

的**+)大容量装载+支持来大容量装载*+)文档"
(") 对+BF1GHGC?,IJ.框架的支持" ’()*+)托管

类表现了 ’()*+)%,$在 +BF1GHGC?,IJ.框架中的功

能"
(7) 304服务(’9K/)支持" 可以向’()*+)服务

器发送’9K/请求以执行存储过程#用户定义的函数

和模板"
&,& ’()*+)%,$配置

配置设定要点’
(#) 默认3JL站点M右键M新建M虚拟目录!在*虚

拟目录名称+填入**+)’()+"
(&) 安全性’使用 3BN=GOH集成身份验证" 因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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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与’()登陆验证方式一致" 否则!可能找不到数据

源"
(%) *当前登陆使用默认数据库+选项去掉" 可

以方便设定要连接的数据库"
(5) 允许’()P,或.J+/)K.JP, ;:)查询"

%!扩展语法简介

微软公司通过增加一个 *+)语句使得 ’()’01201
&$$$能返回支持 *+)格式数据!它是加在 ’J)JQ.后

面来实现的"
%,#’()*+)的89:*+)语句及其模式

基本语法如下’
’J)JQ.89:*+)AG=0 $! *+)6K.K% $! J)JE

+JI.’%$! LRIK:S LK’J75%
其中AG=0模式变量有 :K3! K;.9!J*/)RQR.或

IJ’.J6等几种选择"
对于查询请求!89:*+)模式通过返回匹配的行

的*+)格式来显示查询结果而不是以前的行集合"
’()*+)提供两个方法生成 *+)格式文档’服务器端

格式和客户端格式"
%,#,#服务器端输出*+)文档格式

此时在 服 务 器 端 先 执 行 传 统 的 查 询 命 令!再 按

89:*+)部分语句完成转换!并把所生成的行集合以

*+)格式送到客户端"
下表#显示89:*+)语句服务端可使用的模式’

表 #!服务器端模式表

89:*+)
模式

含义

8G1*+)
:K3

:K3模式简单返回以!1GO"为标签的*+)元素# 返回

的*+)元素与每条记录相匹配$并且列名与*+)元素

的属性相匹配%除非用其他别名&#

8G1*+)
K;.9

K;.9模式分别按元素来匹配各个表$并按照表之间的

关系嵌套# 缺省情况下$列即为*+)元素的属性$如果

是按!TGBN"连接多个表的$连接的表作为子元素# 它同

时能识别!J)J+JI.’"参数# 查询语句中表的顺序

决定元素和子元素的嵌套#

8G1*+)
J*/)RQR.

最清晰的输出模式# J*/)RQR.模式给开发者提供最

灵活的手段# 它描述列与*+)元素和属性如何匹配

的特定格式查询#

%,#,& 客户端输出*+)格式文档

这时服务器端执行传统的查询而不执行后面 89:
*+)语句部分!而是中间层使用 89:*+)转换并返回

*+)文档到客户端"
下表&显示89:*+)客户端可使用的模式’

表 &!客户端模式表

89:*+)模式 含义

8G1*+):K3
当89:*+)在服务器端或客户端指定

时产生相同结果#

8G1*+)IJ’.J6
与服务器端89:*+)K;.9模式产生

的结果相类似#

8G1*+)J*/)RQR.
与服务器端的89:*+)J*/)RQR.模式

相类似#

%,& 其他可选参数

89:*+)语句中!可选参数提供对生成的 *+)格

式的细节控制!见下表%"

表 %!89:*+)其他选项表

*+)6K.K
指定生成返回*+)文档的数据格式的*6:%数据简化

*+)&$同时生成一个包含在文档里的*+)数据架构

%HFU0A>&# 主要针对数字格式文档#

J)J+JI.’
确保返回查询中的列名作为子元素而不是属性$它指

定各列作为子元素而不是属性返回# 该参数仅在

K;.9模式下有效#

LRIK:S
LK’J75

指定以LK’J75编码格式的二进制数据返回$在:K3
或 J*/)RQR.模式下$要返回二进制数据时必须提供

该选项#

不过!89:*+)查询语句返回的是 *+)结构不完

整的数据格式!不能把结果直接以单个 :99.元素简

单加入 现 有 的 *+)文 档" 因 为 三 种 模 式 下 返 回 的

*+)都没有根节点!因此可以使用生成存储过程使结

构加以完整"
以上各种组合方式!在此不能一一示例!仅以下例

做简单说明’
’J)JQ.

>VWB=>HKV?UG1R=!
>VWCN>A0>H8B1H?I>A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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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WXN>A0>H)>H?I>A0
8:9+>V?UG1H89:*+):K3! *+)6K.K

如果在’()(V01YKN>XYZ01中!以输出文件形式获

得的*+)结果(片段)’
[’FU0A>N>A0P\’FU0A>#\]AXNHP\V1N’HFU0A>H
ÂBF1GHGC?̂ FGA’]AX̂ =>?>\]AXNH’=?P\V1N’HFU0E

A>Ĥ ABF1GHGC?̂ FGA’=>?>?Y<0H\_
[JX0A0N?.Y<0N>A0P\1GO\FGN?0N?P\0A<?Y\
AG=0XP\FXGH0=\_
[K??1B4V?0.Y<0N>A0P\KV?UG1R=\=?’?Y<0P\H?1BN@\‘
_
[K??1B4V?0.Y<0N>A0P\8B1H?I>A0\ =?’ ?Y<0P\
H?1BN@\‘_
[K??1B4V?0.Y<0N>A0P\)>H?I>A0\ =?’ ?Y<0P\
H?1BN@\‘_
[>??1B4V?0?Y<0P\KV?UG1R=\‘_
[>??1B4V?0?Y<0P\8B1H?I>A0\‘_
[>??1B4V?0?Y<0P\)>H?I>A0\‘_
[‘JX0A0N?.Y<0_
[‘’FU0A>_
[1GO]AXNHP\]̂ HFU0A>’a’FU0A>#\KV?UG1R=P\
5$b̂ "7 ĉ$$d\8B1H?I>A0P\K41>U>A\)>H?I>A0
P\L0NN0?\‘_
[1GO]AXNHP\]̂ HFU0A>’a’FU0A>#\KV?UG1R=P\
75d̂ b&̂ #dc&\8B1H?I>A0P\:0@BN>X=\)>H?I>A0P\
LXG?FU0?̂ ->XXH\‘_
[1GO]AXNHP\]̂ HFU0A>’a’FU0A>#\KV?UG1R=P\
&%d̂ b" ĉc77\8B1H?I>A0P\QU01YX\)>H?I>A0P\
Q>1HGN\‘_
[1GO]AXNHP\]̂ HFU0A>’a’FU0A>#\KV?UG1R=P\
c&&̂ "#̂ "5"5\8B1H?I>A0P\+BFU0X\)>H?I>A0P\
6081>NF0\‘_
[1GO]AXNHP\]̂ HFU0A>’a’FU0A>#\KV?UG1R=P\
c#&̂ 5"̂ #d7c\8B1H?I>A0P\RNN0H\)>H?I>A0P\=0X
Q>H?BXXG\‘_

以上方 法 >V?UG1H表 的 >VWB=!>VWCN>A0!>VW
XN>A0字 段 分 别 与 *+)格 式 文 件 的 KV?UG1R=!8B1H?E
I>A0!)>H?I>A0属性相对应" 虽然在’()(V01YKN>E
XYZ01环境中可以获得 *+)文档!但是不直观!*+)文

件内容不完整" 在此基础上!本文实现一个更直观的

方法!主要是利用’()*+)%,$调用存储过程!在 -../
下输出*+)文件的方法"

5!存储过程使用方法

5,#存储过程

存储过程是利用 ’()’01201所提供的 .̂ ’()语

言所编写的程序" .̂ ’()语言是’()’01201提供专为

设计 数 据 库 应 用 程 序 的 语 言!它 是 应 用 程 序 和 ’()
’01201数据库间的主要程序式设计界面" 使用 ’()存

储过程有以下好处’
(#) ’()存储过程执行起来比 ’()命令文本快得

多" 当一个’()语句包含在存储过程中时!服务器不

必每次执行它时都要分析和编译它"
(&) 调用存储过程!可认为是一个三层结构" 这

使程序易于维护" 如果程序需要改动!也只要改动存

储过程即可"
(%) 可以在存储过程中利用 .̂ ’()的强大功能"

一个’()存储过程可以包含多个 ’()语句!并可以使

用变量和条件" 这意味着可以用存储过程建立非常复

杂的查询!以非常复杂的方式对数据库进行操作"
(5) 更为重要的是在存储过程中可以使用参数!

它可以传送和返回参数"
下例是对’()数据库>V?UG1H表查询的存储过程!

查询结果按作者 KV?UG1及其属性 R6为父元素!8B1H?E
I>A0为子元素的在-../上按*+)格式显示!其根节

点为KV?UG1H"
Q:JK.J/:9QJ6;:JH<*+)KV?UG1H
K’
’J)JQ.e[KV?UG1H_e
’J)JQ.#K’.>@!

NVXXK’/>10N?!
>VWCN>A0K’

$KV?UG1- #- 8B1H?I>A0- JX0A0N?%!
>VWB=K’$KV?UG1- #- R6%

8:9+>V?UG1H89:*+)J*/)RQR.
’J)JQ.e[‘KV?UG1H_e
D9

注意嵌套 的 [8B1H?I>A0_元 素 是 通 过 $KV?UG1-
#- 8B1H?I>A0- JX0A0N?%来指定的"
5,& 在-../下直接调用存储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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