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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B-+&的数据批量录入与输出"能极大地提高数据的录入效率"并能充分利用!B-+&强大的报表功能"将数据库信息

以多种报表方式予以输出$ 文中就基于!B-+&的数据批量录入与输出的基本思想#实现方法及步骤作了相应的论述"并给出

了一些有益的建议$

关键词!数据库 批量数据录入 决策支持

44 系统的数据录入模块和输出模块是系统信息流的入口

和出口!因此十分重要" 在集成某石油公司的石油销售决策

支持系统过程中!由于用户的积极参与!系统的数据录入设

计和输出设计较一般的 1<L系统有了很大的不同" 石油销

售数据和财务数据的量十分巨大&每天其下属经营部#油库

及加油站都会产生几百甚至几千条记录’!并且这些数据具

有很强的时效性!必须在当天完全入库!所以在这里采用传

统的逐个记录录入方式是不可能的"

鉴于该公司现有的大多数销售#财务数据和输出报表都

是基于!B-+&进行管理的!所以!在系统设计中我们采用了

1’-2A"A,#!B-+&作为数据库的信息源和输出目的地" 系统集

成中!通过9’"@$&S$"’-建立了 LdKL+23+2和 !B-+&对象&1’]

-2A"A,#!B-+&7R8G%j+-#K’%2$2/’的链接!实现了原始数据的

批量录入和数据库信息的!B-+&输出及报表" 该系统保持了

整个公司机构现有的工作方式!同时也满足了石油销售决策

的需要!很好地融入到现有的办公管理过程中!得到了用户

的高度评价" 本文将就基于!B-+&的数据批量录入及输出解

决方案的基本思想#实现方法及步骤作详细介绍!并给出了

一些有益的建议"

图 ?4!B-+&与数据库间的数据交互

?4数据库表和!B-+&表的对应关系的建立

要通过 !B-+&表单录入数据!必须在数据库中建立与相

应表单相对应的数据表结构!并保持相应的数据类型#字

段长度及相关的字段约束条件" 一般的 !B-+&表单都有相

应的表头&包括相应的统计项目名称#表名#日期#制表单

位等’!对应的 !B-+&数据记录可以是基于行或列排列的"

以下是加油站销售 !B-+&表结构和相应数据库表结构的对

应关系"

表 ?4 !B-+&表结构和相应数据库表结构的对应关系

!B-+&统

计项目

数据库表

的字段
字段中文名 数据类型 转换关系

加油站

名称
mel1D 加油站名称 9$2-($2&T8’ 字串 字̂串

销售日期 >LNd 销售日期 F$#+#’X+ 字串 日̂期

油品类型 e;K> 油品类型 9$2-($2&?8’ 字串 字̂串

销售数量 >LLK 销售数量 F+-’X$&&?6!?’ 字串 数̂字

销售金额 >Lm! 销售金额 F+-’X$&&?6!6’ 字串 数̂字

( ( ( ( (

64建立!B-+&对象!9’"@$&S$"’-和LdK
L+23+2间的通信链接

要实现!B-+&对象和 LdKL+23+2间的数据交换!必须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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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9’"@$&S$"’-!以其作为中间环节" 实际的数据交换包括

通过9’"@$&S$"’-从!B-+&表单中读取数据及通过9’"@$&S$"]

’-向LdKL+23+2插入数据!或其反向操作过程!如图?所示"

6R?9’"@$&S$"’-与!B-+&对象间的链接

9S要直接操作!B-+&对象!首先必须在相应工程中加入

对+1’-2A"A,#!B-+&7R8G%j+-#K’%2$2/,的引用" !B-+&的 GK!

对象库包括三个基本 的 对 象&即 ICC&’-$#’A)#0A2YSAAY和

0A2YL(++#’!每个对象还包括众多的下属子对象#属性及相

关的方法!只要建立起和这些对象间的联系!即可实现对!B]

-+&表单的各种操作&如获取及改变 0A2YL(++#对象的 D+&&"

&NA_! DA&@X)’子对象的值’" 以下是建立和 !B-+&对象链

接的9S伪代码%

;@%&’-B&ICCI"!B-+&RICC&’-$#’A)[ZZ!B-+&应用

;@%&’-B&SAAYI"!B-+&R0A2Y%AAY[ZZ!B-+&表单组

;@%&’-B&L(++#I"!B-+&R0A2Y"(++#[ZZ!B-+&表单

<,:’).0’).A_&W>K1I<=W!8’ V8J(+)[ZZ!B-+&未启动

4L+#B&ICCVD2+$#+G%j+-#&W!B-+&RICC&’-$#’A)W’

!&"+[ZZ!B-+&已启动

4L+#B&ICCVh+#G%j+-#&! W!B-+&RICC&’-$#’A)W’

4[ZZ关闭已有表单

40(’&+B&ICCR0A2Y%AAY"RDA@)#g8

44L+#B&SAAYVB&ICCR0A2Y%AAY"&?’

44B&SAAYRD&A"+

40+).

!).<,

[ZZ打开指定文件

L+#B&SAAYVB&ICCR0A2Y%AAY"RGC+)&W!B-+&文件名W’

[ZZ获取指定表单

<,B&SAAYR0A2Y"(++#"RDA@)#g8J(+)

4L+#B&L(++#VB&SAAYR0A2Y"(++#"&W表单名W’

!).<,

6R6 9’"@$&S$"’-与LdKL+23+2数据库间的链接

9’"@$&S$"’-与 LdKL+23+2数 据 库 间 的 链 接 可 以 通 过

IFG来实现!这里涉及的主要对象包括数据库对象#数据表#

字段以及直接用LdK操作这些对象等内容" 当然!最为重要

的是建立数据库链接&即 IFGFSRDA))+-#’A)’!有了它即可

直接用LdK语句操作数据库$如果要进行字段操作&获取字

段相关信息!如字段名’!还得建立另一个 IFGFSRN+-A2.L+#

对象" 以下是建立和LdKL+23+2数据库链接的9S伪代码%

;@%&’-IFGDA))I"=+_ IFGFSRDA))+-#’A)[ZZ连 接

LdKL+23+2变量

3ZZ连接函数!成功返回 J2@+!否则为 :$&"+$$DA))+-]

#’A)L#2’)*为连接字串

;@%&’-:@)-#’A)DA))+-#FS%/IFG&S/9$&$DA))+-#’A)]

L#2’)*I"L#2’)*’ I"SAA&+$)

4G)!22A2hAJA!22($).&+2

4DA))+-#FS%/IFGV:$&"+

4IFGDA))RD@2"A2KA-$#’A)V$.M"+D&’+)#

4IFGDA))R1A.+V$.1A.+N+$.02’#+

4IFGDA))RDA))+-#’A)L#2’)*V$DA))+-#’A)L#2’)*

4IFGDA))RDA))+-#’A)J’X+A@#VQ8

4IFGDA))RGC+)

4DA))+-#FS%/IFGVJ2@+

4!B’#:@)-#’A)

!22($).&+2%

4!22RD&+$2

!).:@)-#’A)

P4!B-+&与LdKL+23+2数据库间的数据交互

PR?9S与!B-+&的数据交互

获取了表单对象&0A2YL(++#’后!!B-+&的数据操作变得

极为容易!可以通过直接操作其子对象&D+&&"’来获取或设置

相应的值"

获取 D+&&"&’NA_!jDA&@X)’ 的 值%J3$2VB&L(++#RD+&&"

&’NA_!jDA&@X)’"

设置 D+&&"&’NA_!jDA&@X)’ 的 值% B&L(++#RD+&&"&’NA_!

jDA&@X)’ VJ3$2"

这里的 J3$2为一临时变量!’NA_和 jDA&@X)为相应的

D+&&"的行列号!B&L(++#为一0A2YL(++#对象变量"

如果要获取一个完整的!B-+&记录&可以是一行!也可以

是一列’!则需要一个 :A22=+B#循环!并将获取的数值存储

在相应的9S变量中!以便于通过9S再和LdKL+23+2进行数

据交互操作" 反之!需借助于 9S变量存储 LdKL+23+2数据

记录!然后再将其输出到!B-+&表格中"

PR6 9S与LdKL+23+2的数据交互

本系统涉及的LdKL+23+2数据操作包括两种情况%向数

据表中插入记录!这可以通过 LdK语句来直接实现$将对数

据库内数据的查询#统计及分析结果输出!这里需用到 I.A

的N+-A2.L+#对象"

数据记录插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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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N+-A2.&S/9$&Lb&L#2’)*I"L#2’)*’ I"SAA&]

+$)

4<)"+2#N+-A2.V:$&"+

4G)!22A2hAJA!22E

4IFGDA))RS+*’)J2$)"

4IFGDA))R!B+-@#+Lb&L#2’)*

4IFGDA))RDAXX’#J2$)"

4<)"+2#N+-A2.VJ2@+

4!B’#:@)-#’A)

!22E%

4!22RD&+$2

4IFGDA))RNA&&%$-YJ2$)"

!).:@)-#’A)

上面的函数中!IFGDA))为一个数据库连接变量!参数

Lb&L#2’)*为一个完整的 LdK语句!操作成功!函数返回 J2@+!

否则返回:$&"+"

数据的输出%

数据库的查询#统计和分析结果都是以记录集的形式!

所以这里还需建立一个IFGFSRN+-A2.L+#变量!获取数据记

录集的伪代码如下%

F’XLb&L#2’)*I"L#2’)*[ZZLdK语句

F’X2"I"=+_IFGFSRN+-A2."+#[ZZ记录集变量

2"RGC+)""b&! IFGDA))! $.GC+):A2_$2.G)&/! $.KA-Y]

N+$.G)&/<,2"RN+-A2.DA@)#g8J(+)

42"R1A3+:’2"#

4[ZZ将记录的字段值取出存储在9S变量或变量数组中

40(’&+=A#2"R!G:

44J3$2?V2"R:’+&."&8’

44J3$26V2"R:’+&."&?’

44RRR

442"R1A3+=+B#

40+).

!).<,

2"RD&A"+

L+#2"V=A#(’)*

获取的数据记录集信息!先存储在9S变量中!而后即可

通过前面述及的方法设置!B-+&表单的D+&&"数值!并可形成

任意格式的输出报表"

T4数据交互中值得重视的一些问题

通过!B-+&进行数据记录的批量录入和输出!涉及到数

据库#!B-+&和9S三个环节!系统在实现这些功能时!必须对

以下问题予以重视"

TR?数据的有效性检验

这里涉及两个方面的有效性检验%!B-+&文件的有效性

判断和获取的!B-+&记录相应的字段值是否和数据库对应表

结构字段定义&包括类型#长度#精度等’相一致" 前者主要

根据!B-+&表单的标题#制表时间#统计项目情况或是更严格

的检测条件来判定该!B-+&表单是否是与导入数据库目标相

应的文件$后者的检测是在前者检验合格的基础上进行的更

为严格的记录级数据有效性检查!需逐一检测 !B-+&记录中

的项目和数据库相应表结构字段的一一对应关系!包括检验

!B-+&记录相应的项目取值是否能满足对应数据库字段的要

求&包括类型#长度#精度等’"

TR6 数据交互的效率

由于需导入的数据量较大!如果采用逐条读取 !B-+&记

录!并逐条将其插入数据库!则系统执行的效率将较为低下"

为此!可以先将整个!B-+&表单读入内存!然后再用数据库的

批处理功能将这些数据批量插入数据库!这能极大地改善数

据交互的效率"

TRP 数据交互日志的建立

上面述及的数据交互功能!都是自动完成的!所以没有

人工的干预!因此!极有可能将满足有效性条件!但却不符合

逻辑的记录信息&或是其他未可预知的错误记录’导入数据

库" 此外!部分不符合有效性检测条件的记录未被插入数据

库!这需要以一定的方式告知用户!以便于其作进一步的处

理!所以!以数据交互日志的方式完整地记录数据交互的过

程#交互中出现的各种情况及其处理方式是十分必要的!这

能保证数据交互的有效性和完整性"

54结语

基于!B-+&的数据库数据录入!适合于大数据量的批量

录入情况!特别是信息已经是基于!B-+&管理的情况!采用本

文的批量录入方式!能极大地改善数据的录入效率$基于!B]

-+&的数据库数据输出及报表!可以将!B-+&强大的报表功能

纳入到应用系统之内!使数据库信息能以多种报表方式予以

输出" 本系统的相关设计保持了用户现有的工作方式及已

有的软件投资!同时满足用户新的功能需求!系统很好地融

入了现有的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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