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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数据库的发展历史

• 1.2 数据库研究领域的杰出人物

• 1.3 中国的数据库学科奠基人

• 1.4 数据库领域的研究方向

• 1.5 数据库领域的学术会议

1 数据库研究领域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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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数据库的发展历史

层次数据库层次数据库

网状数据库网状数据库
关系数据库关系数据库

云数据库云数据库

1960年代后期 1970年代 1980年代 21世纪

1968年，IBM公司推出

第一个大型商用数据库
管理系统IMS。

•20世纪70年代，数据

库系统语言研究会下属
的数据库任务组提出网
状数据库系统DBTG
•其他网状数据库包括：
IDMS、DMS1100、
IDS/2和IMAGE等

•1970年美国IBM公司
研究员E.F. Codd首次

提出数据库管理系统的
关系模型
•20世纪80年代以来，

计算机厂商推出的数据
库关系系统大都采用关
系模型

•到了21世纪，随着云计算

技术的逐渐成熟，开始逐步
迈入云数据库时代
•典型产品：Amazon 
Simple DB, Google 
Bigtable,  Oracle Cloud, 
Microsoft SQL Azure, 
Yahoo! PNUTS

• 数据库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采用不同的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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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据库研究领域的杰出人物

埃德加·科德
Edgar Frank Codd
关系数据库之父
1981年图灵奖获得者

詹姆斯·格雷
James Gray 
1998年图灵奖获得者

数据库事务处理专家

查尔斯·巴赫曼
Charles W.Bachman
网状数据库之父
1973年图灵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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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国的数据库学科奠基人

萨师煊(1922.12-2010.7) 

中国数据库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萨师煊，1922年12月27日出生于福州。福建闽侯萨氏家族，源
于山西雁门萨氏先祖，已有六七百年的历史。1941年9月考入厦
门大学数理系。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萨师煊随着华北大学

的全体教员一起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教师。萨师煊是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信息管理系的创建人，是我国数据库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数
据库学术活动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萨师煊以他的人格魅力和
渊博学识，团结了全国数据库工作者，成为我国数据库界有口皆
碑的组织者和带头人，为我国数据库学科的人才培养和技术发展
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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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数据库领域的研究方向

数据库实现新技术 云计算环境中的数据管理

Web数据管理 查询处理与查询优化

数据流管理 XML和半结构化数据

数据仓库和OLAP 近似和非确定性数据库

内容与知识管理 数据挖掘和知识发现

元数据管理 数据集成和迁移

嵌入式数据库与移动数据库 并行和分布式数据库系统

特定领域的数据库系统 数据库自管理

智能用户接口技术 空间和时态数据库系统

多媒体数据库技术 数据隐私与安全

信息检索与数据库 协同工作技术

物联网数据管理 闪存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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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数据库领域的学术会议

• VLDB\SIGMOD\ICDE\SIGKDD
• EDBT\CIKM\ER\ICDM
• DASFAA\PAKDD\WAIM\APWEB\WISE
• NDBC
参见PPT“数据库学术会议”

数据库研究领域的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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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新应用领域的需求

2.2 传统数据库系统的局限性

2.3 新一代数据库技术的特点

2 新一代数据库技术的研究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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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80年代以来，数据库技术在商业领域的巨大成功刺激了其他领

域对数据库技术的需求的迅速增长：

– 计算机辅助设计/管理(CAD/CAM)、计算机集成制造(CIM)、办公
信息系统(OIS)、地理信息系统(GIS)、知识库系统和实时系统

• 许多应用需求都要求数据库系统有比传统数据库系统更加强大的数据
管理能力

– 存储和处理复杂对象

– 支持复杂的数据类型

– 需要常驻内存的对象管理以及支持大量对象的存取和计算

– 实现程序设计语言和数据库语言无缝地集成

– 支持长事务和嵌套事务的处理

2.1 新应用领域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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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机器的语法数据模型

– 强调数据的高度结构化，只能存储离散的数据和有限的数据与数据之间的关系，语义表
达能力差，无法表示客观世界中的复杂对象，比如图形、图像、CAD图件和音频等。

• 数据类型简单、固定

– 只能理解、存储和处理简单的数据类型，如整数、浮点数、字符串、日期、货币等。

– 复杂数据类型只能由用户编写程序来实现，增加了用户负担，也不能保证数据一致性。

• 结构与行为分离

– 从应用程序员的角度来看，在某一个应用领域内标识的对象，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结构表示和行为规格说明。前者可以映射到数据库模式，后者在传统数据库系统中则
完全丢失了。

• 阻抗失配

– 在关系数据库系统中，数据操纵语言如SQL与通用程序设计语言之间的失配，称为阻抗

失配。

– 阻抗失配表现在两个方面：（1）编程模式不同，描述性的SQL语言与指令式的编程语言
如C语言不同；（2）类型系统不匹配，编程语言无法直接表示关系这样的数据库结构。

2.2 传统数据库系统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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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动响应

– 只能被动响应和重做用户要求数据库做的事情

– 实际应用要求一个系统能够管理它本身的状态，在发现异常情况
时，及时通知用户；能够主动响应某些操作或外部事件，自动采
取规定的行动；应该在一些预定的时间间隔中自动执行某些操作

• 存储、管理的对象有限

– 只存储和管理数据，缺乏知识管理和对象管理的能力，无法满足
MIS、DSS、OA和AI等领域中进行高层管理和决策的要求

• 事务处理能力较差

– 只能支持非嵌套事务，对长事务的响应较慢，在长事务发生故障
时恢复也比较困难

2.2 传统数据库系统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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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对象的方法和技术对数据库发展的影响深远

– 数据库研究人员借鉴和吸收了面向对象的方法和技术，提出了面向对象数据模
型

– 对象模型克服了传统数据模型的局限，为新一代数据库系统的探索带来了希望

• 数据库技术与多学科技术的有机融合

– 数据库技术与其他计算机新兴技术互相结合、互相渗透，建立和实现了一系列
新型数据库系统

– 分布式数据库系统、并行数据库系统、演绎数据库系统、知识库系统、多媒体
数据库系统等等，共同构成了数据库系统大家族。

• 面向应用领域的数据库技术的研究

– 为了适应数据库应用多元化的要求，在传统数据库基础上，结合各个应用领域
的特点，研究适合该应用领域的数据库技术，如数据仓库、工程数据库、统计
数据库、科学数据库、空间数据库、地理数据库等，这是当前数据库技术发展
的又一重要特征。

– 研究和开发面向特定应用领域的数据库系统的基本方法是：以传统数据库技术
为基础，针对某一领域的数据对象的特点，建立特定的数据模型。

2.3 新一代数据库技术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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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新一代数据库技术的特点

新一代数据库系统及其相互关系示意图



《分布式数据库》 厦门大学计算机系 林子雨 ziyulin@xmu.edu.cn 2012年9月修订版

3 数据库技术与其他相关技术相结合

数据库技术

分布处理技术

并行处理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

多媒体技术

模糊技术

分布式数据库系统

并行数据库系统

知识库系统
主动数据库系统

多媒体数据库系统

模糊数据库系统

图 数据库技术与其他计算机技术的相互渗透

计算机技术 数据库新技术



《分布式数据库》 厦门大学计算机系 林子雨 ziyulin@xmu.edu.cn 2012年9月修订版

4.1  特定应用领域中的数据库技术

4.2  数据仓库

4.3  实时主动数据仓库

4 面向应用领域的数据库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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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特定应用领域中的数据库技术

数据库技术

EIS&DSS

CAD/CAM/CIM

计划、统计

地理信息系统

数据仓库

工程数据库

统计数据库

空间数据库

图 特定应用领域中的数据库技术

特定应用领域 数据库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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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数据仓库

抽取、清理
装载、刷新

抽取、清理
装载、刷新

外部数据

数据仓库
管理系统

数据集市

前端工具和
应用系统

服务服务

OLAP服务器

OLAP服务器

数据查询工具

自由报表工具

数据分析工具

各类应用系统

元数据管理

数据仓库监测、运行与维护工具

数据挖掘工具

……

数据源 数据存储及管理 OLAP引擎 前端工具和应用

现有业务系统

文档资料

数据仓库是一个面向主题的、集成的、相对稳定的、反映历史变化的数据集合，用于支持管理决策。

图 数据仓库体系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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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实时主动数据仓库

图 实时主动数据仓库体系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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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主讲教师和助教

单位：厦门大学计算机科学系
E-mail:ziyulin@xmu.edu.cn
个人网页：http://www.cs.xmu.edu.cn/linziyu

主讲教师：林子雨主讲教师：林子雨

单位：厦门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数据库实验室2011级硕士研究生
E-mail: mingxinglai@gmail.com

助教：赖明星助教：赖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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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主动数据仓库相关问题研究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Xiamen University, Sep,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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