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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描述了面向对象应用与关系数据库之间对象持久层的设计"提出了针对基本维护性

数据的改进持久层性能的方案"并分析了这种方案的可行性#
关键词!持久层"性能"缓存镜像表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面向对象的数据库应用开发中一般有两种策

略"即基于面向对象的数据库的开发和基于关系

数据库的开发%!&’由于面向对象的数据库技术还

不成熟"实际开发中大多还是采用基于关系数据

库的策略’这 样"就 必 须 用 持 久 层%"!(&实 现 面 向

对象数据库的操作"以处理关系数据库中各个表

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联关系’
对象持久层的功能实现并不复杂"关 键 在 于

建立对象 模 型 和 关 系 模 型 之 间 的 映 射 和 查 询 转

换"从设计模式和持久化框架不同的侧面来解决

这个问题%’&’对象持久层在实际应用中的难点在

于如何保证系统的性能"因为持久层在提高应用

系统的可维护性(可扩展性和可移植性的同时"也
存在这样的问题)对应用系统的性能有所影响"存
取数据时速度与效率会比原先直接使 用012的

系统稍慢"因此本文主要讨论如何对持久层进行

合理设计来提高性能’

!"对象持久层的框架设计

持久化层实际上就是封装了对象持久化功能

的一组 类’目 前 较 为 流 行 的 持 久 层 框 架 有 )34
52678"9:;<3=">?@"A6BC=7:<C等"本文中设计的

持久化层主要参考轻量级持久化框架A6BC=7:<C"
实现对象持久化的基本功能"如类到数据库表的

映射"还提供数据查询和获取数据的方法"该持久

层的设计包含了,个大类’在表!中对这,个大

类功能做了具体描述’
使用该持久层时"应用程序的程序员 只 需 要

知 道 *C=;6;<C7<)=:7;:D<637"*C=;6;<C7<@=38C=提

供的接口就可以了’
表!"持久层类的描述

!"#$%!" &%’()*+,*-.-/,0%($"’’-/1%)’*’,%.,2"3%)

*C=;6;<C7<>BECD<
*C=;6;<C7<>BECD<封装了使单个对象持久化所必须的行为"所有需要持久化的

对象都要根据*C=;6;<C7<>BECD<的>5C=:<3=的方法规则重载操作符’

*C=;6;<C7<)=:7;:D<637
*C=;6;<C7<)=:7;:D<637封装的对多 个 对 象 持 久 化 的 行 为"包 括 多 个 对 象 的 存

储(更新(删除#并且封装了数据库事务操作的所需的行为’

*C=;6;<C7<@=38C=

*C=;6;<C7<@=38C=是需要持久化的对象和持久化机制之间的连接"处理对象和

持久化机制之间的通信"提供存储"更新"删除"恢复等操作给用 户"它 是 用 户

和持久化机制之间的桥梁’
9F:;;G:5 9F:;;G:5是映射类"它的功能是将对象的属性映射成数据库中的库表’

0HF类
0HF类是封装了写库的;HF语言"把;HF语句封装起来"可以更好的体现程序

面向对象的特点"且模块化程度更高

*C=;6;<C7<GCDI:76J *C=;6;<C7<GCDI:76J封装了对持久化机制的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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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持久化层的框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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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久层性能优化

"S!"缓存镜像表的提出

在一个公司信息管理系统中!员工表4部门表

是关联 表!员 工 表 是 TC5:=<JC7<OT关 联 部 门 表

的主键"如图"所示"要求#显示员工名时!显示

表""员工表;部门表

!"#$%""<8+$-3%%.7%+"),8%.,

此员工所属 部 门 名 称"在 传 统 非 >UG 模 式 下!
可采用0CFCD<语 句 来 读 取!这 种 非 >UG 模 式 开

发的系统!系统扩展性$数据库移植性都比较差$
开发效率低下"

在>UG 模 式 下!这 两 个 表 映 射 为VJ5F3P4
CCV7<6<P员工类与TC5:=<JC7<V7<6<P部门类"当

UC<=6CWC到 员 工 类 的 一 个 员 工 对 象CJ5F3PCC!
后!如要求显示部门名!就需要TC5:=<JC7<V7<6<P
去UC<=6CWC对 应 的 部 门XC5:=<JC7<!!通 过 使 用

XC5:=<JC7<!的 Q:JC属性显示部门名"这个过

程中进行了两 次 数 据 库 访 问!假 设 此 员 工 表 有/
个关联的外键!那么一个员工的显示!将进行,次

数据访问!则数据库访问的性能大打折扣"
对于这种情况!现有的持久层中的解 决 方 案

是#在YG2中配置/个37C.<3.J:7P的 映 射

关系!然后 采 用 非2:ZPF3:X67N%延 迟 加 载&的 方

式进行一次性读取!这样就把,次的数据访问一

次性执行了S但如果有! 个人同时进行这样的操

作!那么数据访问数还是非常大!达到![,次"
对于上面的情况!我们可采用另一种 更 好 的

方式解决"我们可以把这个部门表的内容放到缓

存里!形成一个’缓存镜像表(!即数据库中实际表

的一 个 镜 像!实 时 保 持 与 实 际 表 的 同 步!判 断 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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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L!缓存中镜像表存在"

""从缓存直接读取#

CF;C
""$从数据库读取#

""建立缓存镜像表%把数据库中的 数 据 放

到缓存中#&
这样的方式可以减少很多的数据访 问%就 拿

上面的例子来说%在第一个人进行了,次访问后%
以后的! 个人执行%只要执行! 次数据访问了%
速度将会有一个突破性的提高’

"S""缓存镜像表的可行性分析

对于这种(缓存镜像表)的可行性我们先从数

据库数据来分析’一个系统将包括很多的数据%
我们可以对这些数据分一下类*

!!"维护型数据*这是指那些在系统中的基本

数据%比如前面的部门类型+客户类型+付款方式+
结算方式+销售类型+货币种类等等%这些数据存

在的共同点是*数据量小+字段少+使用频率高+维
护少’因此%具有这些特点的数据%我们就非常有

理由放到内存中缓存起来’
!""操作型数据*这种数据的特点是数据量比

较大%字段也比较多%更改频繁%比如员工+客户等

信息%不适合用到内存中’
!("日志型数据*这种数据数据量更多%比如

订单+订单明细+操作记录等%更不合适’
因此该方案主要是考虑(维护型数据)’

"S("缓存镜像表的可操作性分析

在可行性分析后%我们要考虑%在实际操作起

来要注意哪些’关键在于(如何保持实时的镜像

关系)%也就是要实时保持缓存中镜像与实际的数

据库表数据一致’那么我们就要保证在进行更新

!增%删%改"时能同时更新内存表数据就可以了’
在>UG:5567N时%我们标识一个实体为(需

保存为 镜 像)%那 么 持 久 层!*C=;6;<C7DC2:PC="在

进行此对象的0:WC!"+\5X:<C!"+TCFC<C!"时%自

动进行(同步处理)%而且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S’"缓存镜像表的代码实现

在实体类的定义中增加代码*

$JCJBC=7:JC]^9**C=;6;<C7DC2:PC=S
9F:;;G:5S＿O;0:WCO79:DIĈ%

""$;KJJ:=P%用于判断此实体是否要保

存到缓存中$,;KJJ:=P%
$,JCJBC=%
$JCJBC=7:JC]^9**C=;6;<C7DC2:PC=S

TCFC<C9=6<C=6:S＿O;0:WCO79:DIĈ%
""$;KJJ:=P%
""用于判断删除操作是否要保存在缓存

""L:F;C*不 保 存 在 缓 存 中’则 每 次 都 从

数据库读取%为默认值

""<=KC*保存到缓存中%如果缓存中存在

就直接从缓存中读取%对于基本数据建议使用此

功能’对于频繁操作数据不推荐%这会导致大量

内存被占

$,;KJJ:=P%
$,JCJBC=%
同样的

$JCJBC=7:JC]̂ 9**C=;6;<C7DC2:PC=SO74
;C=<9=6<C=6:S＿O;0:WCO79:DIĈ %用 于 判 断 插 入 操

作是否要保存在缓存

$JCJBC=7:JC]^9**C=;6;<C7DC2:PC=S
\5X:<C9=6<C=6:SO;0:WCO79:DIĈ %用 于 判 断 更 新

操作是否要保存在缓存

在这个持久层中有个静态类%它的+==:P26;<
里存放各 种(缓 存 镜 像 表)的(镜 像 T:<:):BFC)%
在进行UC<=6CWC!"时%先判断此+==:=26;<中是否

存在此实体 的(镜 像)%如 果 有 的 话%则 直 接 从 此

(镜 像 T:<:):BFC)中 UC<=6CWC!"出 来%还 有 UC4
<=6CWC9=6<C6=:!获取标准"时%会从此(镜像T:<:)4
:BFC)中使用0CFCD<符 合 条 件 的%生 成 新 的(镜 像

T:<:):BFC)返回 出 来’实 体 在 进 行0:WC!"+TC4
FC<C!"和 \5X:<C操 作 时 都 会 进 行(镜 像 T:<:)4
:BFC)的同步更新’

在应用中%要让实体保存到缓存中%只要在实

体的 YG2 配 置 文 件 中 指 明O;0:WC)39:DIC]
<=KC即可’

如*

$DF:;;7:JC]^TC5:=<JC7<V7<6<P̂ <:BFC
]^TC5:=<JC7<̂ X:<:B:;C]^>=:DFC%6̂ O;4
0:WC)39:DIC]̂ <=KĈ%

""$:<<=6BK<C7:JC]̂ OX̂ D3FKJ7] ÔX̂
<P5C]̂ O7<CNC=̂ 67D=CJC7<] <̂=KĈ 8CP] 5̂=64
J:=P̂ ,-

$:<<=6BK<C7:JC]^Q3̂ D3FKJ7]^Q3̂
<P5C]̂ 0<=67N̂ 8CP]̂ 5=6J:=P̂ ,%

$:<<=6BK<C7:JC]^Q:JĈ D3FKJ7] ^
Q:JĈ <P5C]̂ 0<=67N̂ ,%

$,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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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从上我们可以看出!效率的提高建立 在 内 存

的牺牲之上!如果有过多̂ 维护型数据̂ 使用̂ 缓存

镜像̂ !整个内存消耗将非常大!所以!在考虑使用

多少̂ 缓存镜像表̂ 时!要考虑服务器的承受能力

的"但是!增加内存!提高性能这是开发过程中很

多客户所追求的"我们只要能仔细分析!是可以

得出一种好的̂ 缓存镜像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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