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践经验 !"#$%&$#’()*+"&+,$+
-

基于 7%*在 $HI$%&#%&中存取图形文件的实现

;.%&%"(’)"1’/,/+5"#’,@",2/?%,’,@@&"?.’45 +’(%5
’,$HI$%&#%&*"5%2/,7%*

李 蕾 张宏伟!!天津工业大学 Y%%?b%"

摘要!本文在IUNTa+’5*D>+8中使用Jf作为@)6IUNT编程语言的关键代码"通过)oW)*+(*+数据表的A5’4*字段

真正实现了图形文件$数据流%的存取"发挥)oW)*+(*+数据管理系统所提供的强大功能"安全&快速&有效地管理

基于 *̂/的由客户机提交给数据库的数据流操作指令#
关键词!)oW)*+(*+A5’4*字段 数据流 @E;I1*3

?!引言

在互联网时代!基于 *̂/的 A13*+1*3和 A13+’1*3技

术背后都链接着大型数据库系统# 根据应用需求!客

户机在查询文字资料的同时越来越多的需要对应的图

形资料# 例如"在互联网上学历和职业认证的查询时

需要有个人的登记照片(在地理-旅游-艺术!尤其是电

子商务网站上查询时!能快速在链接的数据库中显示

图形就能更生动形象地说明对应的文字资料#
=,7+>E>03公司的)oW)*+(*+#%%%是一个后台数据

库管理系统!可用于大型联机事务处理-数据仓库及电

子商务等!由于它功能强大!操作简便!日益受到广大

数据库管理和程序开发人员的青睐# 遗憾地是!)oW
)*+(*+#%%%数据表存取图形文件的功能较弱!虽然它

有一个A5’4*数据类型的字段可以用来存储超过 p
qS的可变长度的二进制数据!即A5’4*字段中的数据

被存储为一组二进制的数据流!但是 )oW)*+(*+本身

不对这些数据流提供任何转换或更改服务!它只是一

个存放组成图像数据值的数据流的容器#
本文提供了三种实现图形文件的存取方法# 其

中!在)oW数据库中利用 A5’4*字段真正实现图形文

件的存取是本文重点介绍的#

#!在文件系统中存取图形文件的方法

通过文件系统!我们可以把图形文件存储在服务

器中的指定文件夹里# 在IUNTa+’5*D>+8中使用 Jf
作为@)6IUNT编程语言的关键代码分为以下两部分

实现"
$?% 嵌于g0>+5+:1’3G/E*+(*+/ *173Q;*G/5:-B

3,;’+3X0>+5VK’3’/ c2 gX0>+5c中!定义一个用于浏

览文件的a,-*控件 ;,7;’3L!一个用于保存图片的 S:3B
3>1控件$,K为E’(*;,7/3%# 关键代码为"

g,1;:3" 3Q;*G0,-*,KG;,7;’3L+:1’3GE*+(*+Xc(
g’E;"/:33>1A2GZE’(*;,7S31Z3*O3G/ 保 存 图

片/ +:1’3GZE*+(*+Z91J-,78GZE’(*;,7/31V7-,78ZX
c(

$#% 在嵌于gE7+,;3-’14:’4*GZJfZ+:1’3GE*+(B
*+c2 gXE7+,;3c中的 E’(*;,7/31V7-,78事件中!利用

a,-*控件;,7;’3L的6>E3*Ka,-*属性的)’(*@E方法保存

所选图片!关键代码为"
;,7;’3LI6>E3*Ka,-*I)’(*@E$.7" _:;->’K_;,7?I

4,0/%(
虽然这种方法虽然能够实现图形文件的存储!但

图形文件之间是相互独立的!数据库也无法识别图形

文件!随着文件数量日益增多!联机实时处理的要求日

渐迫切!服务器文件系统上存储的大量图形文件将非

常难管理!已经无法满足用户的需求#

Y!在)oW数据库中存取图形文件路径!
在文件系统中存取图形文件的方法

我们在数据表中定义了一个<’+7L’+类型的字段!
然后把文件路径存在该字段中# 当客户机需要对图片

文件进行存操作时!利用)oW的,1E*+3命令将客户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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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图形文件的路径存入数据表中(进行取操作时!
定位数据表的记录并获得对应图片文件的路径!再通

过显示图形文件的相关命令!在服务器的文件系统中

找到这个图形文件并在客户机界面显示图形# 假设定

义数据表;,73’/-*!并且它只包含一个 <’+7L’+类型的

字段$字段名为;’3L%!在IUNTa+’5*D>+8中使用Jf作
为@)6IUNT编 程 语 言 的 关 键 代 码 分 为 以 下 三 部 分

实现"
$?% 嵌于g0>+5+:1’3G/E*+(*+/ *173Q;*G/5:-B

3,;’+3X0>+5VK’3’/ c2 gX0>+5c中!定义一个用于浏

览文件的a,-*控件 ;,7;’3L!一个用于保存图片的 S:3B
3>1控件$,K为 E’(*;,7/3%和一个用于显示图片的 S:3B
3>1控件$,K为EL>D;,7/3%# 关键代码为"

g,1;:3" 3Q;*G0,-*,KG;,7;’3L+:1’3GE*+(*+Xc(
g’E;"/:33>1A2GZE’(*;,7S31Z3*O3G/ 保 存 图

片/ +:1’3GZE*+(*+Z91J-,78GZE’(*;,7/31V7-,78ZX
c(

g’E;"/:33>1A2GZEL>D;,7S31Z3*O3G/ 显示图

片/ +:1’3GZE*+(*+Z91J-,78GZEL>D;,7/31V7-,78ZX
c(

$#% 在嵌于gE7+,;3-’14:’4*GZJfZ+:1’3GE*+(B
*+c2gXE7+,;3c中用于保存所选图片的 E’(*;,7/31V
7-,78事件中的关键代码为"

)\-J>55’1K75KG1*D)\-J>55’1K$Z,1E*+3
,13>;,73’/-*(’-:*E$r;,7;’3L%/! 7>11%(

)\-6’+’5*3*+;’+’56,7;’3LG1*D)\-6’+’5*3*+
$Zr;,7;’3LZ! )\-2/TQ;*I<’+JL’+!]%%(

;’+’56,7;’3LG;,7;’3LI3*O3(
75KI6’+’5*3*+EI@KK$;’+’56,7;’3L%(
75KI*O*7:3*1>1\:*+Q(
$Y% 在嵌于gE7+,;3-’14:’4*GZJfZ+:1’3GE*+(B

*+c2gXE7+,;3c中用于显示所选图片的 EL>D;,7/31V
7-,78事件中!通过实现数据绑定的 2’3’W,E3控件 K-,E3
和A5’4*控件将图片的路径从数据表的 ;,7;’3L字段

中读出来!并且通过 A5’4*控件的 ,5’4*:+-属性最终

将图片显示在表格K-,E3中# 关键代码为"
g’E;"K’3’-,E3,KGK-,E3+:1’3GE*+(*+cgL*’K*+B

3*5;-’3*c图 片 gXL*’K*+3*5;-’3*cg,3*53*5;-’3*
c(

g’E;",5’4*,5’4*:+-G5 gjf7>13’,1*+IK’3’,3B

*5$.;,7;’3L/%j c5 +:1’3GE*+(*+XcgX,3*53*5B
;-’3*c(

这种方法是在数据库中用图形文件的路径作为存

取的桥梁!也是目前普遍使用的方法# 客户机在对图

形文件进行存取操作时!表面上是直接从数据库中存

取图片文件!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假象# 数据库系统仅

仅是对图形文件的路径$即一系列字符串%字段进行

管理!并非是针对图形文件本身# 虽然数据库能对图

形文件的识别进行了管理!但大量的图形文件还是存

放在服务器的文件系统中!一旦路径改变就会影响图

形文件的读取# 对于图形文件本身!这种方法不能真

正体现数据库的强大功能!对图形文件的安全性-完整

性-并发控制-恢复-视图的建立以及数据仓库的建立

等都是无法实现的#

"!在)oW数据库中利用A5’4*字段

真正实现存取图形文件的方法

要真正实现在)oW数据库中对A5’4*字段的存取

操作!必须由前台应用程序来完成#
我们在数据表中定义了一个 A5’4*类型的字段!

用于存储组成图像数据值# 当客户机需要对图片文件

进行存操作时!利用)oW的,1E*+3命令将客户机所选择

的图形文件以数据流的方式存入数据表该A5’4*字段

中(进行取操作时!系统直接利用 )oW的 E*-*73命令将

数据表的各个图形记录信息显示在客户机界面上# 假

设定义数据表 A5’4*T’/-*!包含了一个 A5’4*类型的

字段$字段名为 A54K’3’%# 数据表设计和关键代码

如下#
$?% 数据表A5’4*T’/-*结构设计

字段名 字段类型 字段长度 字段含义

A541’5* <’+JL’+ ]% 图片描述

A543Q;* <’+JL’+ ]% 图片类型

A54K’3’ A5’4* 图片数据流

$#% 在IUNTa+’5*D>+8中使用 Jf作为 @)6IUNT
编程语言的关键代码的实现

gjr 6’4*W’14:’4*GZJfZJ>13*13TQ;*GZ3*O3XL3B
5-Zj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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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r A5;>+3U’5*E;’7*GZ)QE3*5I2’3’Zjc
gjr A5;>+3U’5*E;’7*GZ)QE3*5I2’3’I)\-J-,*13Z
jc
gjr A5;>+3U’5*E;’7*GZ)QE3*5IA9Zj c6定义

命名空间

gE7+,;3+:1’3GZE*+(*+Zc
6定 义 单 击 . 保 存 图 片 文 件/ 按 钮 时 触 发 的 事 件

E’(*/31V7-,78
(>,KE’(*/31V7-,78$9/C*73E*1K*+!N(*13@+4EN%
’ 6定义由6,7a,-*控件提交的图片文件数据流为变量

,54K’3’E3+*’5
)3+*’5 ,54K’3’E3+*’5 G 6,7a,-*I6>E3*Ka,-*IA1;:3B
)3+*’5(
6定义由6,7a,-*控件提交的图片文件的长度为整型变

量,54K’3’-*1
,13,54K’3’-*1G6,7a,-*I6>E3*Ka,-*IJ>13*13W*143L(
6定义由6,7a,-*控件提交的图片文件的类型为字符串

变量,543Q;*
E3+,14,543Q;*G6,7a,-*I6>E3*Ka,-*IJ>13*13TQ;*(
!6将A541’5*文本框控件中填写的图片文件的描述

赋给字符串变量A541’5*
E3+,14A541’5*GA541’5*IT*O3(
/Q3*+, ,54K’3’G1*D/Q3*+,54K’3’-*1,(
6字节型变量 ,54K’3’用于保存二进制数据 ,54K’3’B
-*1
6建立一个)oW)*+(*+接口的数据库连接的实例7>11
)\-J>11*73,>17>11G1*D)\-J>11*73,>1$.E*(*+GI(
:,KGE’(;DKG(K’3’/’E*G;,7/%(
6建立一个)oWJ>55’1K的实例75K并执行)oW命令

6向数据表 A5’4*T’/-*中插入一条记录!三个字段分

别由三个参数表示

)\-J>55’1K75KG1*D)\-J>55’1K$ZAU)NFTAUT9
A5’4*T’/-*$,541’5*!,543Q;*!,54K’3’%<@WRN)$ r
,541’5*! r,543Q;*! r,54K’3’%Z! 7>11%(
5第一个参数 ;’+’5A541’5*表示图片文件描述!字

段类型为<’+JL’+$]%%
)\-6’+’5*3*+;’+’5A541’5*G1*D)\-6’+’5*3*+$Z
rA541’5*Z! )\-2/TQ;*I<’+JL’+!]%%(
;’+’5A541’5*I<’-:*G,541’5*( 5第一个参数;’B
+’5A541’5*的值为变量A541’5*的值

75KI6’+’5*3*+EI@KK$ ;’+’5A541’5*%( 6第一个参

数;’+’5A541’5*在)oW命令中生效

5第二个参数 ;’+’5TQ;*表示图片文件的类型!字段

类型为<’+JL’+$]%%
)\-6’+’5*3*+;’+’5TQ;*G1*D)\-6’+’5*3*+$ Zr
,543Q;*Z! )\-2/TQ;*I<’+JL’+!]%%(
;’+’5TQ;*I<’-:*G,543Q;*( 5 第二个参数 ;’+’5B
TQ;*的值为变量,543Q;*的值

75KI6’+’5*3*+EI@KK$ ;’+’5TQ;*%( 6第 二 个 参 数

;’+’52’3’在)oW命令中生效

5第三个参数 ;’+’52’3’表示图片文件数据流!字段

类型为A5’4*
)\-6’+’5*3*+;’+’52’3’ G1*D)\-6’+’5*3*+$ Zr
,54K’3’Z! )\-2/TQ;*IA5’4*%(
;’+’52’3’I<’-:*G,54K’3’( 5 第三个参数 ;’+’5B
2’3’的值为变量,54K’3’的值

75KI6’+’5*3*+EI@KK$ ;’+’52’3’%( 6第 三 个 参 数

;’+’52’3’在)oW命令中生效 $以下程序代码略%

]!结论

本文通过在IUNTa+’5*D>+8中使用 Jf作为 @)6I
UNT编程语言的关键代码!在 )oW)*+(*+数据表的 A5B
’4*字段中实现了图形文件$数据流%的存取!将A5’4*
值存储在一个数据行中!)oW)*+(*+就无须访问单独的页

或页的集合来读写这些串!使得读写A5’4*这些行中的

串就象读写 (’+7L’+-1(’+7L’+或 (’+/,1’+Q串一样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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