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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19/2021_2022__E5_88_A9_

E7_94_A8Whil_c103_619635.htm 前几天有个朋友向笔者求助

，他说他在Unix系统管理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他在Unix

系统中部署了一个数据库系统。现在他希望能够对这个数据

库实现异地备份。他的解决思路是，先利用数据库自身的功

能进行本地备份(数据库没有自动进行异地备份的功能)，然

后再将这个备份文件复制到异地去。如果备份是确定的，即

按照计划来进行备份，如每天晚上12点备份，这是好解决的

。只需要利用Unix系统自带的CRON任务计划功能即可以解

决。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有时候这个备份具有不确定性。如

数据库管理员有时候也需要进行临时的备份，为此他希望对

于这些临时备份也能够自动实现异地备份。所以，此时利

用cron任务计划功能就无能为力了。 一、解决思路。 针对这

些临时性的备份任务，如果少的话，那么可以对其进行手工

异地备份。然后利用cron任务计划执行有计划的异地备份工

作。如果临时性备份比较频繁，而用户又确实对异地备份的

功能比较急切的话，那么就只能够采用其他折中的处理方式

。笔者下面的这个解决思路，希望能够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思路比较简单，即让操作系统隔一段固定的时间(如10分

钟)就去检查一下是否有生成了备份文件。如果生成了的话，

则系统就将这个备份文件移动(不是复制)到异地进行备份。 

不过笔者这里要介绍的是另外一种解决方式，即利用while循

环来解决这个文件等待的问题。其实，这个文件等待也不是

这个系统工程师遇到的问题，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一



个应用程序需要从一个文件中读取数据，而这个文件又是另

一个应用程序或者同一个应用程序的不同进程所产生的。为

此，必须在另外一个程序或者进程创建完这个文件之后，原

先的应用程序才能够得到顺利的运行。所以，如果从程序设

计的角度，就是需要使用某个脚本，去侦测这个特定的文件

是否已经成功创建。如果创建的话，执行某个命令，让其自

动调用某个程序。如在实现无人值守安装时，需要一个参数

文件。此时系统工程师可以编写一个脚本，先判断这个参数

文件是否存在。如果存在的话，则马上进行安装。如果不存

在的话，则进行等待。直到这个配置文件正常建立，然后启

动安装进程(此时系统工程师不需要重新启动脚本程序)。 二

、具体实现。 以上介绍的这个思路，主要是利用while循环来

实现的。利用while循环，操作系统会重复的执行一组命令，

直到控制命令返回一个假false的状态值。如果要实现上面这

个无人值守的安装进程，可以通过如下的脚本来实现。 While

[! r profile.txt] #循环条件语句 do #循环操作语句 sleep 30 done

./setup.sh 在编写这个脚本的时候，各个部分的含义是什么，

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具体来说，系统工程师需要掌握下面的

内容。这些是写好一个while循环结构最基本的东西。 首先，

需要直到常见循环条件语句的书写。一般来说，任何Unix命

令或者test内容都可以作为循环条件。也就是说，只要掌握

了Unix常用的命令，既可以写好循环语句。话虽然这么说，

但是有时候写这个循环语句的时候，系统工程师往往需要有

一定的创意，或者说需要有经验的积累。确实，最终的循环

语句都是基本的操作系统命令所组成的。但是有时候往往需

要对他们进行灵活的组合。如笔者上面用的这个循环条件语



句，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但是并不一定每个系统工程师都可

以像得到。笔者这个! r profile.txt循环条件语句的含义，就是

不能够读某个文件。一般情况下建立的文件当前用户都是可

读的。如果系统判断不可读的话，那么百分之百可以确定是

这个文件不存在(只要权限没有调整过)。换句话说，有时候

系统工程师往往需要换一种角度去考虑问题。如按照这个案

例，需要将“文件不存在”转换为“ 文件不可读”。此时这

个循环条件语句就容易写了。可惜的是，不少系统工程师缺

少的就是这种转换的能力。这部进行需要踏实的基础，而且

还需要一定的创新能力以及相当的工作经验的积累。为此笔

者建议，要用好Unix操作系统或者Linux操作系统，那么在平

时的工作中就要有意识的锻炼自己这种能力。 其次需要了解

操作语句的编写技巧。有时候为了实现某些特定的需求，往

往在while循环结构内部的操作语句部分，不会写一些实际的

操作语句。而是将操作语句写在循环的外部。如上面这个案

例中，笔者在内部的操作语句部分，使用了语句sleep 30。这

是什么意思呢?如果结合整个While循环结构，他的意思就是

，如果条件满足的话(profile配置文件不可读，即不存在)，则

每个30秒执行以下这个循环。如果条件不满足的话(profile配

置文件可读，即存在)，则跳出这个循环，然后执行后续的语

句。也就是说，此时笔者将真正要执行的操作 (启动某个安装

进程)，放在了循环的外部。而在循环内部使用sleep 30，用来

控制循环执行的时间。当然，在这个循环内部也可以写一些

实际性的操作。如在屏幕上或者安装日志中显示一些“找不

到配制文件”等类似的错误信息。往往这些类似友好的提示

信息，可以提高程序的友好性。类似的处理机制还有很多。



系统工程师需要在日常的工作中注意总结。另外，如果多看

看其他工程师编写的脚本程序，往往能够从中获取不少有价

值性的内容。模仿往往是在最短时间内增强自己业务能力的

捷径。 最后就是需要注意书写格式与规范方面的内容。在编

写循环结构时，无论是while循环还是for循环，如果能够有意

识的采用TAB键或者空格键，可以明显的提高代码的可读性

。如循环内部结构的执行语句最好能够跟do或者done等关键

字分行写，并且采用缩进的格式。虽然即时不遵守这些规则

，脚本程序也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但是，对后续维护阅读的

时候，会增加不少的困难。特别是当循环内部语句比较多的

时候。所以对于这些代码编写规范，系统工程师最好还是需

要遵守。毕竟对于一些复杂的功能，需要团队合作才能够实

现。如果大家都能够遵守同一的书写规范，那么无疑可以提

高团队的协作型。还有就是需要注意语法方面的内容，不do

后面没有分号结尾符等等。这些语法性的错误系统在执行时

会告知，所以问题不大。只是会增加返工的几率与工作量而

已。 三、利用while实现无限循环。 如上面那个数据库异地备

份的案例，其实若能够通过无限循环来实现可能会更加的合

适。如让操作系统每隔30分钟来执行一次循环。循环内不能

的操作就是先利用if语句来判断备份文件是否在30分钟内更新

过。如果有更新的话，就将其复制或者移动到远程的服务器

上。不管有没有更新，这个循环的话，每30分钟就需要执行

一次。此时就需要用到无限循环。利用while循环条件的含义

，这个无限循环很容易实现，只需要循环条件语句设置为true

即可。即while true . do 操作语句 .done amp.符号即可，就可以

告诉操作系统将这个无限循环放入到后台运行。 不过在编写



无限循环的时候，需要注意死循环的发生。如循环内部的某

个操作比较耗时。在这个操作还没有完成之前，新的循环又

开始了。这久而久之，必将耗尽系统资源。为此，在程序内

部最好还是需要设置一些条件，如CPU等资源的使用程度，

来强制结束无限循环。笔者认为这是比较安全的处理方式，

可以有效的避免无限循环影响操作系统性能。 更多优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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