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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用 j;/;开 发 报 表 工 具 时!发 现 这 样 一 个 问

题!不能通过 j\d9;"X从某些数据库中获取正确的

时间%+!7& ’ 比如+’gW’#%_#%7...的数据库系统!假设

系统有一条销售记录+;部门在时间 7..NI.8I77
+.+..+..R3>J,+..销 售 了 商 品 C!若 在 ;时 区

"R3>IN+..#取这条销售记录!得到的销售时间是

7..NI.8I77+.+..+..R3>IN+..(在 d时 区

"R3>JN+..#取这条销售记录!得到的销售时间是

7..NI.8I77+.+..+..R3>JN+..’ 显然数据库

中的 时 间 和 分 别 在 两 个 时 区 获 取 的 时 间 是 不 相

等的’
为解决上面这个问题需要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

研究$检测常用的数据库产品及其 j\d9驱动程序!以

发现在不同的时区中!使用 j\d9;"X获取的时间不正

确的数据库产品(二是提供一种调整时间的算法!该方

法要能够把从数据库中取到的不正确的时间调整为正

确的时间!调整后的时间仅用于在报表中使用!不涉及

修改数据库时间和j\d9驱动程序’
+:+j\d9;"X

j\d9;"X%+!7& "j4_4\4$4d4L#9@00#5$&_&$E! e4_4
数据库连接#是一种用于执行 ’gW语句的 j4_4;"X!可

以为多种关系数据库提供统一访问!它由一组用 j4_4
语言编写的类和接口组成’ j\d9提供了一种基准!据

此可以构建更高级的工具和接口!使数据库开发人员

能够编写数据库应用程序’
j\d9;"X只是一个规范!各个开发商的接口并不

完全相同’

+:7 时区

时区!我们知道地球是有自转的’ 因此地球上不

同地区的人民为了更方便的表达时间!通常都是以自

己所处地区的昼夜变化来定义 7K小时的"我们有时

直接使用 +7个小时再加上日夜来表达时间#’ 通常地

区所处的政治实体会定义对时间描述的标准!这通常

用时区的概念来表达’ 因此!我们有了一个基准时区!
它 所 处 的 时 间 被 称 为V格 林 威 治 标 准 平 时V
"R%##0Z&563#1&4$&@0>&B##’ 其他地区的计时往往

是相对于这个时间的一个小时整数倍数偏差"@UUL#$#’
从地理上而言!地球就有7K个时区’ 但地理上区域的

定义往往与政治实体的区域定义不一致!所以在实际

的生活中我们所讨论的时区是基于政治实体的区域界

定’ 另外!由于V夏V令时"\4ET&26$’4_&02>&B##的引

入!人们会人为地调整时区的定义!以至于一个地区在

一年中的不同时间相对于 R3>的偏差是不同的’
+:< j;/;时间类

e4_4:̂$&T:\4$#这个类保存的是一个 T@02值%<& !这

个值代表了当前系统的时间离 +,-.]+]+.+.的毫秒

差!而且是在 R3>.+..时区下的毫秒差’ 如果我们

指定的时间是在此之前的!那它将返回一个负数值’
本文提出的时间调整方法就是调整该毫秒差’

e4_4:LiT:\4$#是e4_4:̂$&T:\4$#的子类%<& ’
e4_4:̂$&T:94T#014%是一个抽象类%<& !它为特定瞬

间与一组诸如 *P;Q$3)(>a$\;*f)?f3)(>a$a)cQ
等 日历对象之间的转换提供了一些方法!并为操作日

历对象"例如获得下星期的日期# 提供了一些方法’
R%#2@%&4094T#014%是它的一个具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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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4:̂$&T:>&B#p@0#表示时区偏移量%<& !这个类保

存的偏移量是一个 T@02值!表示当前时区和 R3>.+
..之间的毫秒差’

7!不同数据库及j\d9在不同时区获取时间

情况测试分析
测试分为两个部分+从 e4_4:LiT:Q#L̂T$’#$中读取

时间对象和用时间作为数据查询条件’
首先构造数据库测试环境!插入时间到数据库!设

置j;/;虚拟机默认的时区为 ;"R3>IN+..#!用 j\Y
d9;"X插入时间对象到数据中’
7:+读取时间

e4_4:LiT:Q#L̂T$’#$提供了两类方法从数据库中读

取时间对象%<& +
读方法++直接获取时间对象

2#$\4$#"&0$5@T̂B0X01#D#
2#$>&B#"&0$5@T̂B0X01#D#
2#$>&B#L$4BF"&0$5@T̂B0X01#D#
读方法7+获取使用54T#014%参数调整的时间对象

2#$\4$#"&0$5@T̂B0X01#D! 94T#014%54T#
2#$>&B#"&0$5@T̂B0X01#D! 94T#014%54T#
2#$>&B#L$4BF"&0$5@T̂B0X01#D! 94T#014%54T#

7:7 用时间作为查询条件

用时间作为数据查询条件!查询满足条件的数据!
为此需要写时间到数据库!j\d9规范提供三种不同的

构造时间查询条件的的方法%<& +
写方法++使用带有输入参数的 ’gW语句!并用直

接设置时间对象的方法设置时间参数’
"%#F4%#1’$4$#B#0$:L#$\4$#"&0$&1D! \4$#D#
写方法7+使用带有输入参数的 ’gW语句!并用设

置时间对象及54T#014%调整参数方法设置时间参数’
"%#F4%#1’$4$#B#0$:L#$\4$#"&0$&1D! \4$#D! 94TY

#014%54T#
写方法<+不使用带有输入参数的 ’gW语句!直接

把时间对象用默认时区格式化成时间字符串!并添加

到’gW中的S6#%#子句’
7:< 测试

调整j;/;虚拟机默认时区为d"R3>JN+..#!分别

使用读方法+!读方法7!写方法+!写方法7!写方法<测试

不同的数据库及j\d9!结果如表+所示!读取时能正确得

到时间的标记为)h!能正确查询到数据的标识为)h’
从表中可以看出+部分数据库及j\d9在不同时区

不能获取正确的时间!时间作为数据查询条件时不能

查询到需要的记录’

^+!O(-d!R3>JN$.."t)?(taZ[

数据库及j\d9驱动版本 读方法+ 读方法7 写方法+ 写方法7 写方法<
\d7N:+:-
j\d9+7:.>EF#<!.N:.7:.... )h )h

X0U@%B&D+,:+:K
j\d9+7:7+:j9M
)%45T#N:+:-
j\d9+ +.:+:.:7:. )h )h )h

)%45T#,:7:.:+:.
j\d9+ +.:+:.:7:. )h )h )h

)%45T#+.:+:.:7:.
j\d9+ +.:+:.:7:. )h )h )h

’gW’#%_#%7...
j\d9+7:7:..<- )h )h

’gW’#%_#%7..M
j\d9+7..M+:+:+M.+:+.+ )h )h

’E‘4L#++:M
j\d9+M:M
"@L$2%#’gWN:.
j\d9+N:. )h )h )h

3E’gWM:.
j\d9+M:.:K )h )h )h )h )h

注+对读方法!读取时若能得到正确的时间的标记为)h!对写方法!能正确查询到数据的标识为)h’
读方法7和写方法7中!54T#014%的时区设置为;"R3>IN+..#"即+插入时间对象的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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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不正确时间的算法及测试

<:+算法

从表+中可以看出!使用读方法7和写方法7可

以在部分的数据库及 j\d9中处理正确的时间!但这

两个方法在实际的开发中很难使用!这是因为不能

正确的获得数据输入时区!比如+插入数据是由其他

程序 完 成 的( 或 插 入 数 据 的 程 序 不 是 用 j;/;开

发的’

因此需要其它的方法来调整获取时间和构造时间

查询条件!本文提出了基准调整量算法来解决获取时

间和构造查询条件的问题!包括三个算法+获取基准调

整量$取时间调整$写时间调整’ 获取基准调整量算法

是基础!其它两个算法都需要使用基准调整量’ 基准

调整量的基准时区是R3>J..+..#!这是为了得到的

基准调整量可以在任何时区使用’

算法++获取基准调整量

+#使用取方法+从数据库中取时间!记为>&B#L$4BF+(

7# 显示>&B#L$4BF+给用户(

<# 用户输入期望的正确时间!记为>&B#L$4BF7

K# 计算基准调整量"基准是R3>J..+..#!@UUL#$

=>&B#L$4BF7! >&B#L$4BF+! "j;/;虚拟

机默认时区的偏差#

算法7+取时间调整

+#使用取方法+从数据库取得时间!记为>&B#+

7# 计算正确的时间!9@%%#5$>&B#=>&B#+J@UUY

L#$J"j;/;虚拟机默认时区的偏差#

算法<+写时间调整

+# 把要输出到数据库时间对象记为>&B#+

7# 计算输出时间!)̂$F̂$>&B#=>&B#! "@UUL#$

J"j;/;虚拟机默认时区的偏差##

<# 用j;/;虚拟机默认时区把 )̂$F̂$>&B#格式化成

字符串!用写方法<生成的’gW的S6#%#子句’

<:7 调整算法测试结果

经过测试!在原本不能得到正确结果的数据库及

j\d9中!使用获取调整算法后得到了正确的时间(使

用输出调整算法后也查询到了正确的记录!测试结果

如表7所示’

^7!O(-d!R3>JN$.."B,Y@Y~Y@
(tRaZ[Ko

数据库及j\d9驱动版本 算法7 算法<

\d7N:+:-

j\d9+7:.>EF#<!.N:.7’ ....
)h )h

X0U@%B&D+,:+:K

j\d9+7:7+:j9M
)h )h

’gW’#%_#%7...

j\d9+7:7:..<-
)h )h

’gW’#%_#%7..M

j\d9+7..M+:+:+M.+:+.+
)h )h

’E‘4L#++:M

j\d9+M:M
)h )h

K!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45T#N:+:-!)%45T#,:7:.:+:.! )%45T#+.:+:.:7:

.! "@L$2%#’gWN:.!3E’gWM:.在不同时区读$写数据

库时间时均能得到正确的结果!在需要跨时区处理数

据时建议优先使用他们’
对在不同时区不能正确读$写数据库时间的数据

库及j\d9使用本文提供的方法进行调整后!都得到正

确的结果’

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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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E7YR$$G!\\_;O;4#+)4,(&\_;O;#%\5\<(,#\;G-\

*#*

3112 年 第 03 期 计 算 机 系 统 应 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