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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概念。所谓并发控制就是要用正确的方式调度并发操作

，避免造成数据的不一致性，使一个用户事务的执行不受其

它事务的干扰。 4.封锁 封锁（Locking）就是事务T可以向系

统发出请求，对某个数据对象（最常用的是记录）加锁。于

是事务T对这个数据对象就有一定的控制。例如，其它事务不

能更新此数据直到T释放（unlock）它的锁为止。确切的控制

由封锁的类型决定。基本的封锁类型有两种:排它锁（Exclu

sive locks简记为X锁）和共享锁（Share locks简记为S锁）。若

事务T对数据R加上X锁，则只允许T读取和修改R.其它一切事

务对R的任何（包括封锁）请求都不成功，直至T释放R上的X

锁为止。这就保证了其它事务不能再读取和修改R，直到T释

放X锁。若事务T对数据R加上S锁，则其它事务对R的X锁请求

不能成功，而对R的共享请求可以得到。这就保证了其它事务

以读取R但不能修改R，直至T释放S锁为止。 5.可串行性 定义

当且仅当某组事务的一定交叉调度产生的结果和这些事务的

某一串行调度的结果相同，则这个交叉调度是可串行化的。

可串行性（Serializability）是并行事务正确性的准则。这个准

则规定，一给定的交叉调度，当且仅当它是可串行化的，才

认为是正确的。 6.两段锁协议 两段锁协议规定所有的事务应

遵守下列规则: （1）在对任何数据进行读、写操作之前，事

务首先要获得对该数据的封锁，而且: （2）在释放一个封锁

之后，事务不再获得任何其它锁。所谓“两段”锁的含义是:



事务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获得封锁，也称为扩展阶段

。第二阶段是释放封锁，也称为收缩阶段。定理 若所有事务

均遵守两段锁协议，则这些事务的所有交叉调度都是可串行

化的（证明略）。为了确保事务并行执行的正确性，许多系

统采用两段锁协议。同时系统设有死锁检测机制，发现死锁

后按一定的算法解除死锁。 7.恢复 尽管系统中采取了各种保

护措施来保证数据库的安全性和完整性不被破坏，保证并行

事务的正确执行，但是计算机系统中硬件的故障、软件的错

误、操作员的失误以及故意的破坏仍是不可避免的。这些故

障轻则造成运行事务非正常地中断，影响数据库中数据的正

确性，重则破坏数据库，使数据库中全部或部分数据丢失。

因此数据库管理系统必须具有把数扰库从错误状态恢复到某

一已知的正确状态（亦称为完整状态或一致状态）的功能，

这就是数据库的恢复。恢复子系统是数据库管理系统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相当庞大，常常占整个系统代码

的10%以上（如IMS，DB2）。故障恢复是否考虑周到和行之

有效，是数据库系统性能的一个重要指标。大型的数据库应

用对故障恢复的要求更加强烈。有时甚至采用双工制。来源

：www.examda.com （1）故障的种类数据库系统中可能发生

各种各样的故障，大致可以分以下几类:①事务内部的故障.②

系统范围内的故障.③介质故障.④计算机病毒。 （2）转储和

恢复转储是数据库恢复中经常采用的基本技术。所谓转储

即DBA定期地将整个数据库复制到磁带或另一个磁盘上保存

起来的过程。这些备用的数据文本为后备副本或后援副本。

当数据库遭到破坏后就可以利用后备副本把数据库恢复。这

时，数据库只能恢复到转储时的状态，从那以后的所有更新



事务必须重新运行才能恢复到现时的正常状态。转储是十分

耗费时间和资源的，不能频繁进行。DBA应该根据数据库使

用情况确定一个适当的转储周期。转储可分为静态转储和动

态转储。静态转储是指转储期间不允许（或不存在）对数据

库进行任何存取、修改活动。动态转储是指转储期间允许对

数据库进行存取或修改。即转储和用户事务可以并发执行。

静态转储简单，但转储必须等待用户事务结束才能进行。同

样，新的事务必须等待转储结束才能执行。显然，这会降低

数据库的可用性。动态转储可克服静态转储的缺点。但是，

转储结束时后援副本上的数据并不能保证正确有效。例如，

在转储期间的某时刻t 1 系统把数据A=100转储到了磁带上，

而在时刻t 2 ，某一事务对A进行了修改使A=200转储结束，后

援副本上的A已是过时的数据了。为此，必须把转储期间事

务对数据库的修改活动登记下来，建立日志文件（log file）。

这样，后援副本加上日志文件就能把数据库恢复到某一时刻

的正确状态。转储还可以分为海量转储和增量转储。海量转

储是指每次转储全部数据库。增量转储则指每次只转储上次

转储后更新过的数据。如果数据库很大，事务处理又十分频

繁，则增量转储方式是很有效的。（3）日志文件日志文件是

用来记录对数据库每一次更新活动的文件。在动态转储方式

中必须建立日志文件，后援副本和日志文件综合起来才能有

效地恢复数据库。在静态转储方式中，也可以建立日志文件

。当数据库毁坏后可重新装放后援副本把数据库恢复到转储

结束时刻的正确状态，然后利用日志文件，把已完成的事务

进行重做处理，对故障发生时尚未完成的事务进行撤消处理

。这样不必重新运行那些在转储前已完成的事务程序就可把



数据库恢复到故障前某一时刻的正确状态。 八、数据库应用

系统的设计 1.数据库应用系统的设计步骤 按规范设计的方法

可将数据库设计分为以下六个阶段 （1）需求分析. （2）概念

结构设计. （3）逻辑结构设计. （4）数据库物理设计. （5）

数据库实施. （6）数据库运行和维护。 2.需求分析 需求收集

和分析是数据库应用系统设计的第一阶段。明确地把它作为

数据库应用系统设计的第一步是十分重要的。这一阶段收集

到的基础数据和一组数据流图（Data Flow DiaˉgramDFD）是

下一步设计概念结构的基础。概念结构对整个数据库设计具

有深刻影响。而要设计好概念结构，就必须在需求分析阶段

用系统的观点来考虑问题、收集和分析数据及其处理。如何

分析和表达用户需求呢?在众多的分析方法中，结构化分析

（Structured Analysis，简称SA方法）是一个简单实用的方法

。SA方法用自顶向下、逐层分解的方式分析系统。用数据流

图，数据字典描述系统。然后把一个处理功能的具体内容分

解为若干子功能，每个子功能继续分解，直到把系统的工作

过程表达清楚为止。在处理功能逐步分解的同时，它们所用

的数据也逐级分解。形成若干层次的数据流图。数据流图表

达了数据和处理过程的关系。处理过程的处理逻辑常常用判

定表或判定树来描述。数据字典（Data Dictionary，简称DD

）则是对系统中数据的详尽描述，是各类数据属性的清单。

对数据库应用系统设计来讲，数据字典是进行详细的数据收

集和数据分析所获得的主要结果。数据字典是各类数据描述

的集合，它通常包括以下5个部分: （1）数据项，是数据最小

单位。 （2）数据结构，是若干数据项有意义的集合。来源

：www.examda.com （3）数据流，可以是数据项，也可以是



数据结构。表示某一处理过程的输入输出。 （4）数据存储

，处理过程中存取的数据。常常是手工凭证、手工文档或计

算机文件。 （5）处理过程。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