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 "##$ 年 % 月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 "##$
第 "% 卷 第 * 期 +,-(.’/ ,0 12,.345.3 6,(7’/ 8.59:(;5<=（6’<-(’/ >?5:.?: @A5<5,.） B,/) "% 6,) *

基于 C’;2<’D/: 的数据库操作方法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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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中 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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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据库查询操作是 G:D 数据库应用程序开发中常见的一种操作，传统的处理方式是在 G:D 应用程序（ 如

+>H）中采用 I’9’) ;4/ 包中提供的操作数据库的类来操作数据库对象，但这种操作在资源未释放的情况下有可能导致

一些严重的例外产生。通过设计 C’;2<’D/: 来作为 G:D 应用程序和数据库结果集的一个中间层，然后在 G:D 应用程

序中解析 C’;2<’D/:，从而回避了数据库对象在 G@J 应用程序中的操作及其可能产生的其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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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G:D 应用程序中传统数据库操

作方法［* R %］

*) *! 传统的 G:D 应用程序中数据库操作步骤

在 G:D 应用程序中通常采用 I’9’) ;4/ 包中几个

操作数据库的类（ 比如，连接类 1,..:?<5,.，语句类

><’<:7:.<，结果集类 S:;-/<;:<）来操作数据库对象，

这个过程大致分为以下 T 个步骤：（*）加载数据驱

动程序，获取连接对象 1,..:?<5,.；（"）通过连接对

象创建执行 >UV 的语句对象 ><’<:7:.<；（%）通过语

句对象执行 >UV 语句，返回结果集 S:;-/<;:<；（E）对

结果集进行解析，显示查询结果；（T）关闭结果集对

象，语句对象，连接对象。其流程图如图 * 所示。

*) "! 优点及不足之处

传统的 G:D 应用程序执行数据库操作，优点在

于无论数据量的多少，皆可适用。但该法必须执行

上述 T 个步骤，在数据量不太大的情况下有如下不

足：（*）每次操作都必须按照上述步骤重复进行，增

加了重复代码的编码量，使得代码繁杂，不简洁，延

长了系统的开发周期，同时为代码的日常维护工作

带来了麻烦；（"）如果每次在打开连接并处理完数

据之后，没有关闭相应的数据库对象（ 由于没有进

行这一步操作在短期内不会产生故障，所以往往忽

视这一步），当连接数超过数据库的最大允许连接

数的时候，将会产生 I’9’) /’.3) 6-//H,5.<:( @W?:O<5,.
例外，这不仅导致系统不能正常运行，而且必须重新

启动 G:D 服务器甚至重新启动数据库才能使系统

恢复正常。

图 *! 在 G:D 应用程序中访问数据库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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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 #$%&’$()* 的数据库操作方法

!+ ," 引入中间层的优点

针对上述传统处理方法的不足，这里引入 #$%&-
’$()* 作为中间层来访问数据库，即 #$%&’$()* 作为

.*( 应用程序和数据库对象之间的桥梁，则既可以

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还具有如下优点。

（,）结果集对象 /*%0)’%*’ 在 .*( 应用程序中的

解析，定位比较复杂，而如果使用 #$%&’$()*，则可以

用其中内置的一些非常方便、高效的方法来实现这

些复杂的操作，如分页以及定位显示；

（!）使用 #$%&’$()*，结构简单，逻辑性强，代码

易读；

（1）在 .*( 应用程序中直接操作 #$%&’$()*，在

源代码上和数据库对象没有任何联系，减少了一大

堆对数据库对象的繁琐操作；

（2）在中间层 #$%&’$()* 的 34546748 中封装

了从连接数据库到返回 #$%&’$()* 直至关闭所有数

据库对象的相关操作，在 .*( 应用程序中只需要传

入一个 9:; 语句即可得到相应的保存有该 9:; 语

句查询结果的 #$%&’$()*，同时释放所有数据库资

源，大大简化了操作；

（<）由于在 .*( 应用程序中不需要操作数据库

对象，所以就不存在关闭数据对象释放数据库资源

的问题；

（=）由于按照一定的规则将结果集解析之后放

入 #$%&’$()*，所以对查询结果分页以及数据的定位

有很大的便利。

!+ !" 使用中间层后的程序流程图

引入中间层（#$%&’$()*）后，.*( 应用程序的处

理流程进行了某些变化，见图 ! 所示。

图 !" 引入中间层后的程序流图

!+ 1" 结果集在 #$%&’$()* 中的存储结构

假设结 果 集 中 各 字 段 及 记 录 数 据 见 表 ,，在

#$%&’$()* 中其对应的存储结构见表 !。

表 ," 结果集存储结构

序号 >?*)@ , >?*)@ ! ⋯ >?*)@ A

, >?*)@ , , B$)0* >?*)@ ! , B$)0* ⋯ >?*)@ A , B$)0*

! >?*)@ , ! B$)0* >?*)@ ! ! B$)0* ⋯ >?*)@ A ! B$)0*

1 >?*)@ , 1 B$)0* >?*)@ ! 1 B$)0* ⋯ >?*)@ A 1 B$)0*

⋯ ⋯ ⋯ ⋯ ⋯

! >?*)@ , C B$)0* >?*)@ ! C B$)0* ⋯ >?*)@ A C B$)0*

" " " " " " " " " " " " " " " " 表 !" 结果集在 #$%&’$()* 中的存储结构

序号 >?*)@ , >?*)@ ! ⋯ >?*)@ A

, （>?*)@ , ,，>?*)@ , , B$)0*） （>?*)@ ! ,，>?*)@ ! , B$)0*） ⋯ （>?*)@ A ,，>?*)@ A , B$)0*）

! （>?*)@ , !，>?*)@ , ! B$)0*） （>?*)@ ! !，>?*)@ ! ! B$)0*） ⋯ （>?*)@ A !，>?*)@ A ! B$)0*）

1 （>?*)@ , 1，>?*)@ , 1 B$)0*） （>?*)@ ! 1，>?*)@ ! 1 B$)0*） ⋯ （>?*)@ A 1，>?*)@ A 1 B$)0*）

⋯ ⋯ ⋯ ⋯ ⋯

! （>?*)@ , C，>?*)@ , C B$)0*） （>?*)@ ! C，>?*)@ C , B$)0*） ⋯ （>?*)@ A C，>?*)@ A C B$)0*）

1" 在 .*( 应用程序中解析 #$%&’$()*
的实现过程［2 D =］

1+ ," 返回 #$%&’$()* 的 34546748
以下程序段先加载数据库驱动程序，并获取连

接对象，然后通过连接对象创建语句对象，通过定义

E*’5$)0*（ ）函数返回特定的保存了结果集的 #$%&-
’$()*；再通过定义 E*’>?*)@FGH$()*（ ）函数，来返回

9:; 语句中包含的字段名。

I0()?J J)$%% KLAB*M%?LA｛

" 9’$’*C*A’ %’C’ N A0))；
" 9’M?AE %O):0*MP N ””；Q Q 要执行的 9:; 语句

" I0()?J KLAB*M%?LA（9’M?AE %O):0*MP）｛

" " ’&?%+ %O):0*MP N %O):0*MP；

" " " ’MP｛
" " " " K)$%%+ GLM8$C*（“%0A+ R@(J+ L@(J+ 3@(JF@(JSM?B*M”）；

" " " ｝J$’J&（K)$%%8L’>L0A@7TJ*I’?LA *）｛9P%’*C+ L0’+ IM?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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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0!.%’+’#!." #!$1*++!)$/*+（“ 234)：*34)：5.!6
$!&$”，“”，“”）；

( ( ( &$7$ , )*++" ).!’$!8$’$!7!+$（）；

( ｝

9 9 返回特定的 :’&;$’4<!
( 5=4</) 2’0’" =$/<" :’&;$’4<! #!$>’<=!（）｛

( ( /+$ .!&?!+ , @；8$./+# A/!<3B’7! , ””，A/!<3>’<=! , ””；

( ( :’&;$’4<! ;’&;$’4<! , +!C :’&;$’4<!（）；

( ( >!)$*. 0!)$*. , +!C >!)$*.（）；0!)$*." )<!’.（）；

( ( D!&=<$8!$ .!& , +=<<；;’&;$’4<!" )<!’.（）；

( ( $.E｛

( ( ( .!& , &$7$" !F!)=$!G=!.E（&H<G=!.E）；

( ( ( 0!)$*. , #!$I/!<3JAK’4<!（）；/+$ + , @；

( ( ( C;/<!（ .!&" +!F$（））｛

( ( ( ( A*.（ /+$ / , @；/ L 0!)$*." &/M!（）；/ N N ）｛

( ( ( ( ( A/!<3B’7! , 0!)$*." !<!7!+$O$（ /）" $*8$./+#（）N +；

( ( ( ( ( A/!<3>’<=! , .!&" #!$8$./+#（0!)$*." !<!7!+$O$（ /）" $*6
8$./+#（））；

( ( ( ( ( /A（ A/!<3>’<=! , , +=<<）A/!<3>’<=! ,“+=<<”；

( ( ( ( ( ;’&;$’4<!" 5=$（ A/!<3B’7!，A/!<3>’<=!）；

( ( ( ( ｝+ N N ；｝

( ( ( .!&?!+ , +；;’&;$’4<!" 5=$（“ .!&?!+”，+!C P+$!#!.（+））；

( ( ( .!&" )<*&!（）；

( ( ｝

( ( )’$);（8G?QF)!5$/*+ !F）｛

( ( ( D!&" )<*&!（）；8$7$" )<*&!（ ）；1*++" )<*&!；9 9 出现例外关

闭数据库对象

( ( ｝

( ( D!&" )<*&!（ ）；8$7$" )<*&!（ ）；1*++" )<*&!；9 9 正常关闭数

据库对象

( ( .!$=.+ ;’&;$’4<!；

( ｝

9 9 根据 8G? 语句返回该 8G? 语句中包含的字段名

( 5=4</) 2’0’" =$/<" >!)$*. #!$I/!<3JAK’4<!（）｛

( ( >!)$*. 0!)$*.I/!<3 , +!C >!)$*.（）；

( ( D!&=<$8!$ .& , +=<<；
( ( 0!)$*.I/!<3" )<!’.（）；

( ( $.E｛

( ( ( .& , &$7$" !F!)=$!G=!.E（&H<G=!.E）；

( ( ( D!&=<$8!$%!$’-’$’ .&73 , .&" #!$%!$’-’$’（）；

( ( ( /+$ )*<=7+& , .&73" #!$1*<=7+1*=+$（）；

( ( ( /A（0!)$*.I/!<3" /&Q75$E（）, , A’<&!）0!)$*.I/!<3" )<!’.
（）；

( ( ( A*.（ /+$ / , R；/ L , )*<=7+&；/ N N ）｛

( ( ( ( 0!)$*.I/!<3" ’33（ .&73" #!$1*<=7+B’7!（ /））；

( ( ( ｝｝

( ( )’$);（8G?QF)!5$/*+ !F）｛D&" )<*&!（）；｝

( ( .!$=.+ 0!)$*.I/!<3；

( ｝｝

S" T( 在 U!4 应用程序中显示查询结果

利用 8G? 的查询语句及调用前面的 #!$>’<=!（）

函数返回包含了结果集的 :’&;$’4<!，然后在 U!4 页

中解析 :’&;$’4<!，以输出查询内容。

L V
1*+0!.&/*+ )*+0!.&/*+ , +!C 1*+0!.&/*+（“ &!<!)$ ! A.*7 $’6
4<!+’7!”）；

W’0’" =$/<" :’&;$’4<! ;’&;$’4<! , +!C W’0’" =$/<" :’&;$’4<!（）；

:’&;$’4<! , )*+0!.&/*+" #!$>’<=!（）；

A*.（ /+$ / , @；/ L ;’&;$’4<!" &/M!；/ N N ）｛

( ( *=$" 5./+$<+（;’&;$’4<!" #!$（“I/!<3 R”N /））；

( ( *=$" 5./+$<+（;’&;$’4<!" #!$（“I/!<3 T”N /））；

( ( ⋯"
( ( *=$" 5./+$<+（;’&;$’4<!" #!$（“I/!<3 +”N /））；

( ｝

V X

Y( 结束语

使用 :’&;$’4<! 作为中间层，将数据库表中的数

据保存到 :’&;$’4<! 中，这在数据量不太大的时候是

非常实用的。但是当数据表中的记录变得非常庞大

的时候，使用这种方法比较消耗系统资源。所以需

要根据数据量的实际情况采用相应的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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