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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 D"EFE"4系统平台获取更高的批量程序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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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介绍一种在金融系统批量状态下"通过利用 2L的功能"使批量程序突破 ,+)+2语言本身的限制"充分

利用系统内存资源而提高处理效率的方法# 这种方法对于批量状态下对于数据量适中但需频繁访问的数据集的

操作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关键词!A’L*L’42L2NOS4eL’L,1N+O 数组 内存

3!目前A’L*L’4的系统状况及限制

在目前 中 国 银 行 各 分 行 的 主 机 上 存 在 着 两 套

A’L*L’4版本#其中个别分行使用的 A’L*L’4A3HI版

本 为I%位’I%M7;@( 寻址方式# 其最大寻址空间只

能达到 3aB)# 所以其分配的每个分区空间最大为

3aB)$ 保留’](AN+\所必须占用的"B)#分区上程序

实际可用空间最大只能取33B)#没有太多的性能提升

空间$
而大部分A’L主机行使用的 A’L*L’4AIH#版本

为#3位’#3M7;@( 寻址方式# 其最大寻址空间可达

Ie)# 因而其运行的分区空间不受3aB)的限制$ 在

分行应用配置中一般批量运行的分区分配的空间都较

大’有些使用固定的空间较大的静态分区#有的直接放

到动态分区上(#具有较大的性能空间#本文也针对这

种系统潜力进行分析和利用$

在批量作业运行中#可以在作业中指定程序运行

分区#并在L[L,语句中指定程序所使用内存的大小#
其定义语句为%

L[L,程序名#’NlLXEEES或

L[L,程序名#’NlLX4]1+
该’NlL含义是指程序运行空间#系统以此处定义

为最终值$ 其中 ’NlLX4]1+是可以使用分区上的最

大空间$ 在作业中指定好L[L,的执行’NlL后# eL1AN’

域的内存空间 X分区可用空间 ML[L,’NlL$ 这部分

空间也是我们要加以利用的空间$
我们知道 ,+)+2语言在进行编译时仅将定义的

变量说明和程序语句等生成到执行码 (54’L中#而对

于数组的使用则是在程序运行时从程序运行的分区上

获取一块内存用来完成数组的存放$ 所以在进行批量

处理的优化上我们首先想到了使用数组#并取得了不

错的效果#但是在测试实践的过程中 我 们 也 发 现 了

,+)+2语言的弱点$

I!,+)+2语言编程的限制

在目前中行主机系统的程序设计中一般使用 ,+C

)+2*A’L语言#在针对大型金融产品的开发中逐渐引

入了面向对象的设计思想#主要体现在设计时封装功

能模块"建立公共的变量定义"常量定义#在程序开发

时统一进行调用’,+(m或 NO,2]RL(#如数据存储对应

的结构描述#通用的数据值定义等$ 但 ,+)+2语言本

身却存在着一定的限制% ,+)+2程序中变量定义统一

定义在 K+\SNOe’1+\4eL中#一般$3层变量定义和

bb 层变量定义空间仅为3aB#所以在程序开发上一方

面要保证标准化的引用#使程序设计规范#一方面还要

有充足的空间开辟数组来提高程序效率#这本身就是

一对矛盾$ 在测试中我们通过实验发现在程序中开辟

的数组空间一般最多达到%B左右$ 这么小的空间对

于许多中型的表均显现出不足#象一般分段计息帐户

的利率历史都不能完整的2+4R到数组中$
这种现状意味着虽然各分行使用是 A’L*L’4AIH

#环境#能够支持大量的分区内存空间’最大寻址空间

可达Ie)(#但却因为 ,+)+2语言本身的限制而不能

得到很好的利用$ 怎样才能更有效的利用这一部分资

源呢0 下面介绍解决该矛盾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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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使用分区内存方法介绍

在程序中嵌套使用2L的功能调用#并利用 ,+)+2
语言中2NOS4eL’L,1N+O段在编译中没有空间的限制#
来完成在程序运行中动态获取和使用内存空间#获得

较高的运行效率$ 具体步骤如下%
#H3在程序K+\SNOe’1+\4eL中定义如下信息

$3KSM5L4(NR(N,’c’$c( )NO4\mH’堆标识#自

定义变量#获得内存时使用(
$3KSM’1+\4eLM’NlL(N,’c’$c( )NO4\mH’内

存空间大小#自定义变量#获得内存时使用(
$3KSM4RR\L’’]’4eLN’(+NO1L\H’内存地址#

自定义变量获得内存时返回值(
$3KSMNORL[3(N,’c’$c( )NO4\mH’应用使用数

组下标(
$3KSMP,H’使用2L调用的返回(
!$I,9EQ;@;9EM19̂0EMA-8W0H
!,+(m ,LLNel,1H’2L环境提供包含2L访问返回

值(
!!$#,-=0M3M,9EQ;@;9EMNRH
!!!$%’0?0>;@F(N,’c’%( )NO4\mH
!!!$%B=:MO9(N,’c’%( )NO4\mH
!!$#,-=0MIM,9EQ;@;9EMNR
!!!!\LRLPNOL’,-=0M3M,9EQ;@;9EMNRH
!!!$%,8-==M,9Q0(N,’c’%( )NO4\mH
!!!$%,-W=0M,9Q0(N,’c’%( )NO4\mH
!!$#,-=0M’0?M,@8(N,[H
!!$#P-.;8;@FMNR(N,[[[H
!$INM’MNEZ9(N,’c’c( )NO4\mH

#HI 在程序中定义2NOS4eL信息

2NOS4eL’L,1N+OH
$32SM\L,+\R’H’应用使用空间定义#大小要与

eL1的内存匹配(
!$"2SM\L,+\R+,,]\’31+3$$$$$1NBL’RLC

(LORNOe+OKSM\L,O]B
!!4’,LORNOeSLm N’2SMSLm NORL[LR)m 2SM

NORL[3H
!!3$2SMSLm (N,[’3#(H
!!3$PN22L\(N,[’II$(H

#H# 在程序中获取内存

在程序中每次进行内存获取前均可以根据数据量

和每条数据的2LOe15来计算实际要使用的内存大小#
并以该大小进行内存的申请%

’堆标记赋$即可#如果要同时使用多个堆需使用

,LL,\5(的函数调用(
B+AL$1+KSM5L4(NR’使用单个堆(
,+B(]1LKSM’1+\4eLM’NlLX ’可事先计算

使用内存大小(
!KSM\L,O]B! 2LOe15+P)NM2NBM2NB\L,
LORM,+B(]1L
’如果使用多个堆的话可以使用如下语句获取另

外的堆 MNR%KSM5L4(NR为返回的堆 NR#KSMNON1M
’1+\4eLM’NlL为分配空间大小应为%$ca的整数倍#
$表示当内存空间不足时每次的增量也为%$ca的整

数倍#bc或<$表示在批量模式下(
,422k,LL,\5(k]’NOeKSM5L4(NR# KSMNON1M

’1+\4eLM’NlL#
!!!!!$# bcH
RN’(24m k’@9>-:0=;f0;=% kKSM’1+\4eLM’NlL
’调用2L功能 ,LLe1’1按照 KSM’1+\4eLM’NlL

申请内存#调用结束将返回地址到 KSM4RR\L’’#返

回码返回到KSMP,(
,422k,LLe1’1k]’NOeKSM5L4(NR# KSM’1+\C

4eLM’NlL#
!!!!!KSM4RR\L’’# KSMP,H
NPO+1,LL$$$9ZKSMP,’判断返回码的正确与

否(
!RN’(24m k,LLe1’1Z-;80Q6;@/G=:kB=:MO99Z

KSMP,
!B+AL<1+\L1]\OM,+RL
! ’1+(\]O
LORMNP
RN’(24m k,LLe1’1+̂ 1 k
’L14RR\L’’+P2SM\L,+\R’1+KSM4RR\L’’

’如正确获得内存则将地址赋给2NOS区(
需要注意的是如申请失败#则可能程序运行的分

区分配的空间太小#换一个大些的分区即可$
#H% 将应用数据写入内存

应用数据写入内存一般是将数据库数据或 A’4B
数据写 入 内 存#实 际 就 是 将 应 用 数 据 写 入 2NOS4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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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N+O区中自行定义的2SM\L,+\R’$
我们使用了循环写入的方式

B+AL31+KSMNORL[3
(L\P+\B]O1N2’d2,+RLO+1X$
!L[L,’d2PL1,5,M2NBNO1+
!!!%)NM2NBMRL42NR# %)NM2NBM’+]\,L# %

)NM2NBM’m’O]B#
!!!%)NM2NBM+(1’Ld# %)NM2NBM\L(,m,# %

)NM2NBM’LdNRL#
!!!%)NM2NBM’14\O]# %)NM2NBM2LOO]B#

%)NM2NBM+(1NRL#
!!!%)NM2NBM2NBN13# %)NM2NBM2NBN1I# %)NM

2NBM2NBN1##
!!!%)NM2NBM2NBN1%# %)NM2NBM2NBN1"# %)N

M2NBM2NBN1a#
!!!%)NM2NBM2NBN1b# %)NM2NBM2NBN1<# %)NM

2NBM2NBN1c#
!!!%)NM2NBM2NBN1$
!LORML[L,
!NP’d2,+RLO+1X$4OR’d2,+RLO+1X3$$
!!RN’(24m kP0@./,M2NB0>>9>% k’d2,+RL
!!B+AL<1+\L1]\OM,+RL
!!’1+(\]O
!LORMNP
!NP’d2,+RLX$
B+AL)NM2NBM2NB\L,1+2SM\L,+\R’KSM

NORL[3(
’注意不要超过自己定义的数组大小(
4RR31+KSMNORL[3
LORMNP
LORM(L\P+\B$

#H" 应用数据的使用

数据获取完毕后#其使用与一般数组使用一致#可

以用 ’L4\,5等方式进行数据的查找#使用记数器下

标进行循环等$
#Ha 内存的释放

注意如程序是在循环中使用内存#需在使用完内

存后对内存进行释放#否则再进行获取时必须重新获

取堆的标记$ 释放内存语句如下%
’使用,LLP\’1函数对内存进行释放#其中 KSM

4RR\L’’为,LLe1’1函数分配的内存地址#KSMP,为

返回码(
,422k,LLP\’1k]’NOeKSM4RR\L’’# KSMP,
’注意如返回码如不正确#则再次使用内存时需重

新使用,LL,\5(获取新的堆NR(

%!使用该方式的效率比对

我们进行了效率方面的测试$
测试操作系统环境为 A’L*L’4AIH##数据库使用

R)I"H3$
测试数据为一个仅有<$$$条记录#每条记录"$$

字节的小表$
在批量程序中按照一般应用程序方式进行按键值

’L2L,1#共进行I3"万次访问#程序运行消耗#a!3"*$
采用在程序 K+\SNOe’1+\4eL中直接建立数组

方式#程序不能正常编译$
采用本文介绍的获取内存预先存储方式后#程序

能够正常编译#生成(54’L#执行时程序先建立该表的

,]\’+\#再将数据 PL1,5到申请的数组空间中#耗费

I!I<*#再对数组进行I3"万次的读取#消耗3!I%*#共

耗时#!"I*#效率提升相当明显$

"!结束语

本文介绍了一种在主机批量模式下突破 ,+)+2
语言的限制#充分利用系统内存而达到提高应用处理

效率的方法$ 这种方法只是从程序优化的角度提出的

一点批量优化的建议#对于未来的数据集中模式下的

系统程序设计开发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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