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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提高 (")系统的响应性能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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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是一种主流的)*’开发技术"但它也存在着二层架构的种种缺点# 本文提出了使用 +’,-./0高速缓冲

器优化&’(应用系统的方案"解决&’(系统在高并发网络访问下系统响应慢$稳定性差等问题"最后通过实验证明

方案是可行的#
关键词!&’( +’,-./0 &’12标记

3!引言

相对于传统的 4’("(5(技术#&’(具有运行速度

快"系统开销小"跨平台等优点#使得它成为中小型电

子商务系统的最佳选择$ 从本质上说#&’(仍属于 )*’
二层架构#所以在出现高并发访问时#系统往往会出现

系统响应慢"系统资源消耗严重"濒临崩溃等现象$ 因

此#为了提高&’(系统性能#不同的 &’(服务器采用了

不同的优化方法#如 60789:;.<通过自带的 511(缓冲

技术提高 &’(的性能$ 本文的目标是探讨一种通用

的"与&’(服务器无关的"可移植的解决方案$
首先来探讨 &’(的一般工作原理$ &’(是动态网

页#它的一般执行过程是%客户端发出访问请求&&’(服

务器查找相应的 &’(网页#如果不存则返回访问出错

信息#如果 存 在 则 判 断 此 &’(网 页 是 否 已 经 编 译 成

=0>?80@#如果没有编译则把&’(页面译成 &4A4源代码#
再编译成=0>?80@字节代码#最后将=0>8?0@调入内存中#
交由&AB执行#网页内容被其中的 &4A4代码打印返

回到客户端$ 由此可见#通过 &AB执 行 =0>?80@产 生

&’(输出这正是&’(性能上的一个瓶颈#所以当并发网

络访问量大时#因 &AB运行负荷过重而使得 &’(系统

的响应速度变慢#最终引发系统不稳定$
在实际应用中#在某一段时间内#&’(网页上有相

当一部分内容是不变的’如%静态网页部分等(#可以

把这些不容易变动的信息暂存在缓冲区中#客户端需

要这些信息时#直接从缓冲区中读出返回#而不需要通

过&AB运行 =0>?08@产生#这样既能提高系统响应速

度#又减轻&AB的负担$ 在本文中#我们提出使用 +’C

,-./0高速缓存框架对 &’(网页中不容易变动的信息

进行缓冲的方案$
+’,-./0由+D0E’FGD/9EF公司设计的一个高速

缓存框架#它提供了一组&’12标记#可用于对 &’(页面

内容有选择地进行快速存缓冲$ +’,-./0能够在任何

&’(3H3兼容的服务器上运行#它不仅能够为所有用户

缓冲现有 &’(代码块#而且能够以单用户为单位进行

缓冲$ +’,-./0还包含一些提高可伸缩性的高级特

性#比如%缓冲到磁盘"可编程的缓冲刷新"异常控制等

等$

I!+’,-./0的安装与配置

+’,-./0是一个开放源代码的软件#可免费使用#
下载后将其中的 9=.-./0HJ->"89::;E:HJ->文件复制到

&’(网页的 KL)MNOP*8;7文件夹下&把系统配置文件

9=.-./0HD>9D0>@;0="标记库文件 @-:8;7H@8Q复制到 &’(
网页的KL)MNOP*.8-==0=文件夹下$ 如果使用的 &4C
A4环境是&RS3H##则需要将.9GG9E=M.9880.@;9E=HJ->
复制到&’(网页的 KL)MNOP*8;7文件夹下#通过它来

提高.9880.@;9E的处理速度&&RS3H%不用复制此文件#
因为&RS3H%的.9880.@;9E已经作了优化$

配置标记库$ 用记事本打开 KL)MNOP*607HTG8
文件#将 +’,-./0的标记登记到系统中#在 607HTG8
中增加以下代码%

U@-:8;7V
!U@-:8;7MW>;V9=.-./0U*@-:8;7MW>;V
!U@-:8;7M89.-@;9EV*KL)MNOP*.8-==0=*@-:8;7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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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QU*@-:8;7M89.-@;9EV
U*@-:8;7V
配置 +’,-./0的工作参数$ +=.-./0HD>9D0>@;0=

中定义+’,-./0工作参数有%
’3( .-./0HG0G9>FX@>W0YZ-8=0$ 这个参数定义

是否允许用内存作缓冲$ 如果不允许#则用硬盘作缓

冲器$ 默认值是使用内存缓冲$
’I( .-./0H.-D-.;@FXE$ 其中 E是一个整数#这

个参数用于定义缓冲器中最多能容纳多少个对象$ 默

认值是不限$
’#( .-./0H-8:9>;@/GX[[[$ 这个参数是选择缓

冲算法[[[#可用的算法有%
.9GH9D0E=FGD/9EFH9=.-./0H7-=0H-8:9>;@/GH

2\],-./0! )最近常用*算法#如果设置了 .-./0H.-C
D-.;@F属性后#这个算法就成为默认值$

.9GH9D0E=FGD/9EFH9=.-./0H7-=0H-8:9>;@/GHPNC
P+,-./0M)先进先出*算法$

.9GH9D0E=FGD/9EFH9=.-./0H7-=0H-8:9>;@/GH
]E8;G;@0Q,-./0M)不限缓存* 算法$ 添加到缓存中

的内容永远不会被丢弃$ 如果 .-./0H.-D-.;@F属性没

有设置#则这个算法是默认值$
’%( .-./0HWE8;G;@0QHQ;=̂X@>W0YZ-8=0$ 这个属性

定义%硬盘缓存是否能被当作无限大来使用#默认值是

Z-8=0$
’"( .-./0HD-@/X.% _.-./0$ 这 个 参 数 定 义

.-./0文件在硬盘上的存储位置#例如 .%_.-./0文件

夹$ 注意文件夹的分隔符是)_*#而不是)_*$

#!+’,-./0的主要标记

&’(网页主要包括静态网页和动态部分’数据库

访问部分(#其中不常变动的信息可以用 +’,-./0缓

存在内存中#下次被访问时可立即从缓冲区中返回到

客户端#而不必再由 &AB执行 =0>?80@代码返回$ +’C
,-./0提供了一套&’(标记库供对&’(网页进行缓存#
这套标记符合&’123H$规范$ 主要的标记描述如下%
#H3 U.-./0VU*.-./0V标记

这是+’,-./0的主要标记$ 标记体中的内容在

第一次被访问时写入缓冲池中#下一次访问时可立即

返回客户端$ 每次这个标记被执行时#它会判断缓冲

池中的内容是否已经陈旧#如果已经陈旧则会再执行

一次标记体代码#将最新的内容刷新到池中$ 因此#

+’,-./0即可以缓存静态内容#也可以缓存动态产生

的内容’如%不经常变动的数据库记录"动态产生的图

片"(RP文件等($ 这个标记带有属性主要有%
’3( 0̂F%为缓存的内容起一个唯一的 NR标识符$

.-./0标记能自动为被缓冲的对象起一个 NR标记符#
默认是用)]\N‘查询串*构作#但如果想在其他页面内

引用这些.-./0对象时#则要人为的定义一个明确的

NR名#以方便引用$ NR名是字串型的$
’I( =.9D0%定义.-./0的作用范围#可取=0==;9E"

-DD8;.-@;9E$
’#( @;G0%定义缓冲的内容的过期时间#单位为

秒#默认值是#a$$秒#如果取负数表示永远不过期$
’%( QW>-@;9E%定义缓冲内容的持续时间#时间格

式采用N’+M<a$3格式$ 1;G0和 QW>-@;9E属性只能选

择其中的一个使用$
’"( .>9E%它是使用 .>9E表达式决定缓冲内容什

么时候过期$ 它允许定义缓冲内容在指定的某个时

间"日期过期#而不是缓冲一段时间后过期$
’a( >0Z>0=/%取值为@>W0时#表示强行刷新缓存中

的内容#在程序运行期可用此参数强行刷新缓存中的

内容$ 默认值为Z-8=0$
’b( G9Q0%取值为=;80E@时#被缓冲的内容不会发

送到客户端#如果想把一段内容写入缓存中但又不想

让它返回到客户端显示时使用此参数$ 默认值为空#
即缓存的内容被返回客户端$

’<( :>9WD=%它的值是用逗号分隔的若干个缓存

对象的 NR名#表示这些对象是有关系的一组#当组中

的一个对象过期时#整个组中的所有对象均被当过期

处理$
’c( 8-E:W-:0%语言代号#采用 N’+Ma#c语言编

码$
’3$( >0Z>0=/D98;.F.8-==%给出一个完整的类名#这

个类是用户自定义的#用来决定缓冲的内容是否过期#
这个类必须继承 .9GH9D0E=FGD/9EFH9=.-./0H607H
K07LE@>F\0Z>0=/(98;.F$

’33( >0Z>0=/D98;.FD->-G%这 是 配 合 >0Z>0=/D98;.FC
.8-==属性用的#用于给 >0Z>0=/D98;.F.8-==提供一些必

要的参数$
#HI UZ8W=/*V标记

这个标记是个空标记#只有属性没有标记体$ 它

可在程序运行期强行刷新缓冲中的内容$ 关键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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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3( =.9D0%定义被刷新的对象的范围$ 可取的值

有-DD8;.-@;9E"=0==;9E"EW88$ OW88表示刷新现有的所有

缓存对象$
’I( 0̂F%缓存的NR名#它是配合=.9D0一起使用#

用于把指定的某个缓存刷新$ 本属性单独使用是无效

的$
’#( :>9WD%组名#配合=.9D0一起使用#表示将指

定组名中的所有缓存同时刷新$
’%( D-@@0>E%缓存名的通配符#配合 =.9D0一起使

用#即把符合通配符的缓存刷新$
’"( 8-E:W-:0%语言编号$

%!性能测试实验

实验环境是KNOI$$$=0>?0>#数据库系统 B’M’d2
’L\AL\I$$$#&’(服务器是 1+B,41M%H3HI%#&4A4环

境为&RS3H##,;=.9交换机局域网#3$$B)网卡#RL22M
e[Ia$机器"台’"3IB)内存#(%MIe5f,(]($

实验的主要目的是测试使用 +’,-./0后#&’(系

统的性能是否有所提高$ 设计两个相同的 &’(网页#
网页中包含图片"P24’5动画等静态网页元素#网页复

杂度与中小型门户网站相当$ 在两张 &’(网页的 U
79QFVU*79QFV中适当位置加入访问数据库的代码#
读出B’M’d2’L\AL\I$$$样例数据库 DW7=*@;@80=表

的数据并显示在网页上#用来测试 +’,-./0对动态数

据的缓冲能力%
Ug
@>F+ **连接数据库

!,8-==HZ9>O-G0’h.9GHG;.>9=9Z@HJQ7.H=i8=0>?C
0>H’d2’0>?0>R>;?0>h(&

!,9EE0.@;9E.9EXR>;?0>B-E-:0>H:0@,9EE0.@;9E
’hJQ7.%G;.>9=9Z@%=i8=0>?0>%**3IbH$H$H3%3%##&Q-@-C
7-=0E-G0XDW7=h#h=-h#hh(&

!’@-@0G0E@=@X.9EH.>0-@0’@-@0G0E@’(&
!\0=W8@’0@>=&
!>=X=@H0T0.W@0dW0>F’h=080.@@;@80#@FD0#D>;.0

Z>9G@;@80=h(&
!**将查询结果输出到网页

!6/;80’>=HE0T@’((
!+9W@HD>;E@’>=H:0@’@>;E:’3((&
!!9W@HD>;E@’>=H:0@’@>;E:’I((&

!!9W@HD>;E@’>=H:0@’@>;E:’#((&
!!9W@HD>;E@’hU7>Vh(&
!, ,
.-@./’LT.0D@;9E0(
+ 9W@HD>;E@’0H:0@B0==-:0’((& ,
gV
在第二张&’(网页中加入+’,-./0标记进行缓冲

操作$ 首先在网页的 U/0-QVU*/0-QV中声明 +’C
,-./0标记库#在本文中是%

Ugj @-:8;7W>;Xh.-./0@-:=hD>0Z;TXh9=C
.-./0hgV

然后使用将网页上的内容放入 .-./0中#在本文

中是%
U9=.-./0%.-./0V U79QFV--被缓冲的内容

-- U*79QFV U*9=.-./0%.-./0V
在1+B,41中设置&’(页面请求超时时间是"分

钟$
开始测试%首先在 NL中分别访问上述的两张 &’(

网页#网页静态部分"数据库部分的内容都能正常访

问"显示#此时也使第I张&’(网页完成了首次数据的

缓存&然后打开 B’M’d2’L\AL\I$$$查询分析器#输

入一个事务的不完整的’d2语句%
70:;E@>-E
!WDQ-@0@;@80==0@D>;.0X3
执行以上语句#目的是将 @;@80=表的 D>;.0字段值全部

修改为3#并使得 @;@80=表因等待事务提交而进入表上

锁状态#此时会使其他访问此表的 ’d2语句产生无休

止的等待#用以模拟 &’(服务器及数据库服务器现处

于高负荷)忙*运行状态$ 打开 NL#分别访问以上的两

张&’(网页#第3张 &’(网页只看到空白#静态网页部

分也看不到#NL状态栏显示)等待回应*的信息#"分钟

后出现)访问超时*的错误&而第I张 &’(网页的静态

部分很快就显示出来#但数据库访问部分内容仍是空

白#"分钟后数据库部分的信息显示出来#但结果集中

D>;.0字段的取值是第 3次访问 的 结 果#而 不 是 事 务

’d2语句中修改的)3*#说明此时显示的是第 3次的

)缓冲数据*$ 实验证实%使用 +’,-./0后#&’(系统的

响应速度"稳定性"容错性有所提高#既使出现超时等

错误#+’,-./0系统有很好的容错能力#会自动使用最

近的缓冲数据给客户端提供部分返回信息$
%下转第a$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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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案例 !""#$%&’$() *&+,
-

户使用公司信息系统更加方便!同时为集团广域网项 目打下很好的基础’

图 %!大亚湾工地’()*+(*)出口优化示意图

图 -!未来集团’()*+(*)统一出口示意图

""""""""""""""""""""""""""""""""""""""""""""""
$上接第6X 页%

"!总结

针对 Ĵ2系统在高并发网络访问下表现出的不稳

定等缺点!本文提出使用 IJ73GF*高速缓冲器对 Ĵ2
系统进行性能优化的方案!利用它可缓冲静态&动态信

息的优点来提高 Ĵ2系统的响应速度&稳定性&容错

性!实验证实方案是可行性的’ 在项目中可根据实际

需要作灵活使用!以提高 Ĵ2系统的整体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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