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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伴随着企业管理系统的更新换代，旧系统中积累

的大量历史数据必须迁移到新系统中去，这些历史数

据都是新系统正常运行所必须的［" .#］。数据迁移，就

是将这些历史数据进行清洗、转换，并装载到新系统中

的过程。简单的数据迁移任务，可以使用专业数据迁

移工具，例如 /01234567 ,894:6;2 公司的 <646,46=2，迁

移速度很快，但是购买费用较高。复杂的数据迁移任

务，一般需要用自主开发的数据迁移程序进行数据迁

移。本文以 )* + ,-* 程序作为 >;6172 数据库之间数据

迁移的工具，论述了外连接在迁移程序中的应用，达到

了提高数据迁移速度的目的。

"! 编写 )* + ,-* 程序进行数据迁移

对于 >;6172 数据库之间的数据迁移任务，可以通

过编写 )* + ,-* 程序实现，因为 )* + ,-* 语言是 >;6172
数据库的专用语言，数据变换处理比较方便，程序的执

行速度较快。目标数据库中每一个表对应一个程序包

（?61@6=2），包中包含一个或几个过程和函数，具体处

理步骤如图 " 所示。每一个程序包中都包括完整的

AB*（ AC4;614 . B;63098;D . *86E，抽 取、转 换、装 载）过

程，其中数据的抽取在游标的定义中实现，数据的变换

在主过程中实现，变换完数据的插入由插入过程实现，

独立重复的处理功能由函数实现。

数据的抽取在游标的定义中实现，根据变换要求，

可以从源数据库的多个表中抽取数据，游标的定义需

要精心设计，好的游标定义就代表好的数据抽取方案，

A "! )* + ,-*RuB_]D^TvR

会对下面的数据变换处理带来较大的便利，并会大幅

度的提高 )* + ,-* 程序的执行速率。数据迁移实践表

明，通过仔细研究数据变换的业务要求，在游标的定义

中增加合适的外连接可以大幅度的提高数据迁移程序

的执行速度。

数据的变换在主过程中实现，FABGH 游标得到一

组数据，根据新旧数据对应关系对该组数据进行变换，

得到目标数据库中表的一条记录，把该条记录插入目

标数据库的表中，下来判断该条记录是否为该表的最

后一条记录，若是，则输出运行报告后结束程序。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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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则继续 !"#$% 游标数据，一直循环下去，直到处理完

该表的最后一条记录，输出运行报告，结束程序。

&’ 外连接技术

数据查询中外连接可以显示某个表的所有记录，

包括不符合约束条件的记录。()* 语言提供了两个关

键 字：*"!# +,#"- .+/0 与 -/1%# +,#"- .+/0。 *"!#
+,#"- .+/0 关键字使外连接显示 *"!# +,#"- .+/0 左

侧的表包含的所有记录。而 -/1%# +,#"- .+/0 关键字

则使外连接显示其右边的表所包含的所有记录［2 34］。

为了方便举例说明，下面给出 "56789:: 表与 ;<8=:>? 表

的定义：

$-"@#" #@A*" "56789::（ 3 3 3员工信息表

BC DE<>FE<&（4）G8? GH77，3 3 3员工编号

GE5: DE<>FE<&（IJ）G8? GH77，3 3 3员工姓名

6G8 DE<>FE<&（IJ），3 3 3员工参与项目的编号

;-/K@-L M"L（ BC））；

$-"@#" #@A*" ;<8=:>?（ 3 3 3项目信息表

6GH5N:< DE<>FE<&（IJ）G8? GH77，3 3 3项目编号

6GE5: DE<>FE<&（&J）G8? GH77，3 3 3 项目名称

;-/K@-L M"L（6GH5N:<））；

!" # $%&’ ()’%* +(,-
要显示 !-+K 子句中先命名的表的所有记录，可

以使用 *"!# +,#"- .+/0。例如，要显示员工的信息及

其参与项目的信息，可以对 "56789:: 表与 ;<8=:>? 表进

行连接。同时，用户可能希望显示没有参与项目的员

工的信息。这 时 就 可 以 使 用 外 连 接 进 行 查 询，使 用

*"!# +,#"- .+/0 方法如下：

("*"$# GE5:，BC，6GH5N:<，6GE5:
!-+K "56789:: *"!# +,#"- .+/0 ;<8=:>?
+0 6G8 O 6GH5N:<
*"!# +,#"- .+/0 告诉系统，无论 "56789:: 表中的

记录是否有一个可以与 ;<8=:>? 表中记录连接的值，都

将在结果中包含 "56789:: 表中的所有记录，对于没有

连接值的记录其对应的 ;<8=:>? 表中的列显示为空值。

在不同的数据库产品中，外连接的实现可能会有

所不同。例如在 +-@$*" 数据库中在不需要显示所有

记录的表的后面使用一个加号来实现。

上面的书写方式可以写为：

("*"$# GE5:，BC，6GH5N:<，6GE5:

!-+K "56789::，;<8=:>?
P%"-" 6G8 O 6GH5N:<（ Q）；

!" ! *,./’ ()’%* +(,-
-/1%# +,#"- .+/0 与 *"!# +,#"- .+/0 的作用正好

相反，将显示关键字右边的表包含的所有记录。例如：

("*"$# GE5:，BC，6GH5N:<，6GE5:
!-+K "56789:: -/1%# +,#"- .+/0 ;<8=:>?
+0 6G8 O 6GH5N:<
这个查询将显示所有 ;<8=:>? 表中的记录。-/1%#

+,#"- .+/0 告诉系统，无论 ;<8=:>? 表中的记录是否有

一个可以与 "56789:: 表中记录连接的值，都将在结果

中包含 ;<8=:>? 表中的所有记录，对于没有连接值的记

录其对应的 "56789:: 表中的列显示为空值。

2’ 利用外连接改进游标的定义

为了举例说明 的 方 便，下 面 给 出 0JI-（@ 表），

0JI-J（A 表），M,(0M0-（$ 表）2 个表的定义：

$-"@#" #@A*" 0JI-（
M1R$S DE<>FE<&（&J）G8? GH77，3 3 3 @ 表的企

业编号

#/M.1L$S DE<>FE<&（&J）G8? GH77，3 3 3@ 表的企

业识别编号

;-/K@-L M"L（M1R$S））；

$-"@#" #@A*" 0JI-J（
M1R$S DE<>FE<&（&J）G8? GH77，3 3 3 A 表的企

业编号

#/M.1L$S DE<>FE<&（&J）G8? GH77，3 3 3 A 表的企

业识别编号

;-/K@-L M"L（M1R$S））；

$-"@#" #@A*" M,(0M0-（
M1$S DE<>FE<&（&J）G8? GH77，3 3 3 $ 表的企业

编号

M,(0M0-0+ DE<>FE<&（&J）G8? GH77，3 3 3 $ 表

的企业更新管理编号

;-/K@-L M"L（M1$S））；

某个数据迁移程序中定义了下面两个游标：

$,-(+-I
("*"$# @T M1R$S M1R$S
!-+K 0JI- @，0JI-J A
P%"-" @T M1R$S O AT M1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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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0.，.10.）；

+234536
4787+% +$ ’24"’"3"5
935: ’24"’"3 +
;<737 +$ ’)+# , +23453=$ ’)>+#；

游标 = 的功能是抽取 ! 表的企业编号（’)>+#），

条件为：! 表的企业编号等于 - 表的企业编号、! 表的

识别编号等于 - 表的识别编号、! 表的识别编号为 /0
或 10。游标 6 的 功 能 是 抽 取 + 表 的 更 新 管 理 编 号

（’24"’"3"5），条件为：+ 表的企业编号等于游标 =
的企业编号。数据处理过程为：游标 = 和游标 6 依次

打开，当 + 表中的企业编号在游标 = 中存在，那么输出

+ 表的更新管理编号并做进一步的变换处理，若不存

在，输出游标 = 的企业编号并做进一步的处理。

这种办法数据抽出后，在变换部分容易实现。但

因为两个游标嵌套，外层游标每取得一条纪录，内层游

标都要对 + 表从头到尾查询一遍，这种重复查询取决

于外层游标所取得的纪录条数，所以在大量数据处理

时，程序效率很低，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

在满足业务要求的前提下，利用外连接把两个游

标合并成一个游标如下：

+23453?
4787+% !$ ’)>+# ’)>+#，

+$ ’)+# ’)+#，

+$ ’24"’"3"5 ’24"’"3"5
935: "@=3 !，"@=3@ -，’24"’"3 +
;<737 !$ ’)>+# , -$ ’)>+#
!"# !$ %&’()*+# , -$ %&’()*+#
!"# -$ ’)>+# , +$ ’)+#（ A）

!"# !$ %&’()*+# &"（ ./0.，.10.）；

游标 ? 的功能是对满足条件的 ! 表中的企业编号

全部输出，如 + 表中没有对应的企业编号，则 + 表的企

业编号和 + 表更新管理编号项目以空值输出。

对游标 ? 抽取的数据进行变换处理，可以完成游

标 = 和游标 6 嵌套循环所完成的同样的数据迁移任

务。不同的是：应用两个游标嵌套循环抽取数据，后续

数据变换处理简单，结构清晰，但程序执行速度较慢；

应用一个游标抽取数据，后续数据变换处理复杂，但程

序执行速度较快。外连接的条件书写比较难于理解，

但是，为了满足客户在速度上的需求，必须对业务需求

进行深入理解后，设计单一的游标来完成。

BC 不同查询方法的测试比较

为了比较两种查询方法对数据迁移程序执行速度

的影响，做了以下测试："@=3 表、"@=3@ 表中各有 1 万

条数据，’24"’"3 表中有 B$ D 万条数据，应用 5EFGHI
数据库的执行命令 JIK KLMLNO PN，在 4Q8!RHSJ 运行环

境中运行，可以使执行的 TEPGIUSEI 所用的时间表示出

来，结果如图 6 所示。

图中 VWFP > KIJK > LXPS 是 两 个 游 标 的 查 询 过 程，

VWFP>KIJK>WIYLNO 是合并后的一个游标的查询过程，其

中两个游标用时 6$ @? 秒，一个游标用时 @$ @0 秒。从

测试结果中明显可以看出，在对同样的 1 万条记录只

做查询，执行改进了游标的 TEPGIUSEI 所花费的时间明

显减少。得出结论：采用减少游标的设计方案能够明

显提高数据迁移程序的执行速度。

A 6C B_]D}~QR"w;zTUVWX

1C 结束语

本文首先介绍了数据迁移的基本概念，给出了编

写 R8 Z 4Q8 程序进行数据迁移的流程。针对如何提高

数据迁移程序执行速度的问题，提出应用外连接技术

改进游标定义中的查询语句的解决方案，进一步给出

了改进实例并进行了测试。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外连

接技术外，给源数据库中的表加合适的索引也可以提

高数据迁移程序的执行速度。-LD8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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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采用 !"# $ %&& 布局，将文本的样式存放

在外部样式表里，使用 ’()* 标签来实现网页内容与外

部样式表的连接。’()* 的使用方法如下：

+ ’()* ,-./ 0 1 234’. 5 234’.6 7221 348. 0 1 3.93 5 7221

-.’ 0 1 234’.2,..31 :

然后使用 !"# 代替 ;<=>? 进行标准化布局，用 >" 来

代替 ;! 呈现网页数据。这样，我们就实现了网页内容

与样式的彻底分离。

（@）校验自己的网站是否符合标准，根据提示修

改错误。

我们可以利用 AB% 提供的免费校验服务（,338：5 5

CD’(ED3F-6 GB6 F-H 5 ）来检查我们的网站是否符合 A.I

标准。当我们的网站被校验后该网站会提示出我们的

网站有多少项不符合 A.I 标准，并附有每一项错误的

具体位置及参考解决办法。我们只需要发现错误后逐

个修改就可以了。当最后通过了 AB% 验证，那么恭喜

你，你已经建立了符合 A.I 标准的网站了。

JK 结束语

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在 A.I 世界里也同样有

自己的规矩，那就是由 AB% 制定的 A.I 标准，由于目

前运行的大多数网站都是用 L;M> 来制作的，所以这

些网站还不符合 A.I 标准。但是我们也欣喜的看到，

现在的大型网站比如搜狐、新浪、腾讯网等都已经实现

了网站的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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