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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XML 已成为互联网事实上的数据表示标准，在数据交换和数据仓库中广泛应用。但 XML 文件特征不

能保障数据的安全性和并发访问，而 RDBMS 严谨的关系理论和技术的成熟性可以弥补 XML 技术的不足。结合

XML 与 RDBMS 的优点，提出一个基于 RDBMS 的 XML 数据存取方案，用于简化 XML 数据的管理和数据仓库

的构建。利用 Oracle XML DB 技术实现 XML 在关系数据库中存储、更新和检索操作，使用户能透明地通过

RDBMS 来管理 XML 数据，相对于映射策略的数据转储方式，明显提高了 XML 数据存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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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XML has become the data representation standard on Internet, and widely used in data exchange and data 
warehouse. But the file characteristics of XML cannot guarantee the security of data and concurrent access and the 
precision of RDBMS theory and maturity of RDBMS can be achieved fast and concurrent access to data. The paper 
combines the advantages of XML and RDBMS and comes up with a XML storage resolution based on RDBMS to 
simplify the management of XML data and data warehouse building. It allows users to manage XML data based 
RDBMS transparently by using Oracle XML DB, relative to the middleware method mapping strategy. It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XML data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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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一些信息化应用水平较高的企业为了整

合内部的异构数据源，实现信息资源的再利用，纷纷

构建数据仓库以实现企业商业智能和数据挖掘。数据

仓库的核心技术就是将多种异构数据源转换为同一种

大型关系数据库，然后进行主题检索。异构数据源相

互转化方法主要有四种，一是利用数据转换程序，对

数据格式进行转换，从而能被其它的系统接收[1]；二

是利用前台开发工具提供的数据转换工具，将一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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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转存为另一种数据格式[2]；三是用动态 SQL 语句编

程处理[3]；四是专用中间文件的数据交换方式[4]。 
专用中间文件的数据交换方式是中间件思想的体

现，目前中间文件多以XML文档为主。XML是 Internet
公用数据格式定义语言。因为它的可扩展性和自描述

性，使得异构数据交换变得容易起来，数据交换是

XML 重要的用途之一。来自企业内部的多种异构数

据源，通过 XML 技术集成后，为数据仓库提供了一

个统一格式的数据，简化了数据仓库获取数据和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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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过程。目前，XML 数据交换技术主要采用模式

映射的方法，将 XML 文档用 DTD 或 Schema 映射为

关系数据库中的表[5,6]，而在数据交换过程中产生了大

量的 XML 文档。随着数据量的增加，这些 XML 文档

的统一管理和 XML 文档作为数据存储的缺陷—查询

性能低下的特点暴露无疑，并且由于文件系统的约束，

文件大小、安全性和并发性都不能满足用户的要求。 
关系数据库有着严格的理论基础，丰富的查询语

言和广泛的应用。同时，能够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安

全性和并发性的要求。包括 Oracle、微软、IBM 在内

的数据库厂商都在走从传统关系数据库中支持 XML
的技术路线。例如，微软公司的 SQL Server 2005 提供

一种新的 XML 数据类型，使在 SQL Server 数据库中

存储 XML 片段或文件成为可能，Oracle10G 提供了

XML Type 数据类型来构建 XML DB,对 XML 文档进

行统一存储[7,8]。本文利用关系数据库的优点，介绍如

何通过 Oracle XML DB 技术管理 XML 文档，解决

XML 的并发访问与更新问题，同时简化数据仓库的构

建过程。 
 
2 技术框架 

传统的基于 XML 数据仓库系统技术框架如图 1
所示[9]。异构数据源数据经 DB-XML 转换程序，转化

为中间 XML 文档，该文档经 XM-DB 程序，将多个异

构数据源中的数据按数据仓库主题要求抽取、转换、

合并后存入数据仓库的表中。其中 DB-XML 和

XML-DB 程 序 在 数 据 集 成 中 称 作 Wrapper 和

Dewrapper，采用的技术是模式映射技术。 
 
 
 
 
 
 
 
 
 

图 1 基于 XML 数据仓库系统技术框架图 
 

本文总体设计思想是用支持 XML 存储的

Oracle10G中XML DB 技术取代复杂的XML-DB转换

程序，由于存储 XML 数据的数据库系统与目标数据

仓库类型一致，存取数据更加快捷、便利。图 2 是本

文的基于关系数据库的 XML 数据仓库系统技术框架

图。 
   
 
 
 
 
 
 
 
 
图 2 改进的基于 XML 数据仓库系统技术框架图 

 
3 Oracle XML DB技术 

XML DB 是利用 Oracle10G 数据库管理 XML 文

档的一个特性。结合关系数据库技术和 XML 技术的

优势为数据交换和数据的高效检索提供了新的方法。 
XML DB 可用于存储、查询、更新、转换或处理 XML，
并使用 SQL 查询访问相同的 XML 数据[10]，相对

XML 查询技术 Xquery 和 Xpath 要高效很多。下面从

XML 数据存储、更新、查询三个方面说明 XML DB 实
现技术。 
3.1 XML 数据存储 

Oracle10G 中使用 XMLTYPE 数据类型保存 XML 
数据，具体存储步骤如下。 

(1) 建立包含 XMLTYPE 字段的表 
在 SCOTT 用户下建立表 tbl_xml_data，用于存放

XML 数据。 
     SQL>Create table tbl_xml_data 
  ( xml_filename varchar(20) primary key, 
         xml_content xmltype); 

(2) 在 XMLType 数据表中存放数据。 
将 XML 文档存入 XMLType 字段中，分为以下三

个步骤： 
1) 构建 XML 物理目录和 Oracle10G 虚拟目录的

映射关系 
首先，在 Oracle10G 数据库所在的服务器主机上

建 立 存 放 XML 文 档 的 目 录 , 如 ：

D:\Oracle\ora10G\xml_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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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 Oracle10G 数据库中创建一个虚拟目录指向

新创建的目录。 
SQL> CREATE OR REPLACE DIRECTORY 

XMLDIR AS ‘D:\Oracle\ora10G\xml_file’ 
后，将访问此目录的权限授权给用户 SCOTT 

SQL>GRANT READ ON DIRECTORY XMLDIR TO 
SCOTT 

2) 建立 XML 数据读取函数 getClobDocument 
getClobDocument 函数用于读取 XML 文件的内

容，在 system 用户中已经建立了这个文件读取函数，

如果不是使用 system 用户读写 XML DB,可以按照下

面代码，在 SCOTT 用户下建立这个函数。 
SQL>Create or replace function getClobDocument 
    ( filename in varchar2, 
     charset in varchar2 default NULL) 
     return CLOB deterministic 
   is 
    file bfile:= bfilename('XMLDIR',filename); 
    charContent CLOB := ' '; 
    targetFile bfile; 
    lang_ctx number := 
DBMS_LOB.default_lang_ctx; 
    charset_id number := 0; 
    src_offset number := 1; 
    dst_offset number: = 1; 
    warning number; 
   begin 
     if charset is not null then 
       charset_id := 
NLS_CHARSET_ID(charset); 
     end if; 
     targetFile := file; 
DBMS_LOB.fileopen(targetFile, 
DBMS_LOB.file_readonly); 
DBMS_LOB.LOADCLOBFROMFILE(charContent, 
targetFile,DBMS_LOB.getLength(targetFile), src_offset, 
dst_offset, 
        charset_id,lang_ctx,warning); 
     DBMS_LOB.fileclose(targetFile); 
     return charContent; 
  end; 

3) 将 XML 数据存入 XML TYPE 字段中 
  SQL>insert into tbl_xml_data 
values('book.xml',XMLTYPE( getClobDocument 
('book.xml'))) 
  注 ： book.xml 文 件 存 放 在 前 面 建 立 的

D:\Oracle\ora10G\xml_file 目录中。 
     也可以使用如下的 PL/SQL 过程来手工完成

XML 数据的存储。 
  SQL> declare 
        XML_TEXT CLOB:='<书> 
           <ISBN>7-5053-9255-7</ISBN> 
           <书名>Oracle 实用教程</书名> 
           <作者>郑阿奇</作者> 
            </书>'; 
    begin  
     insert into tbl_xml_data 
values('book.xml',XMLTYPE(XML_TEXT)); 
    end; 
3.2 更新 XML 数据 

更新XML数据即将XMLType column列中的值为

替换新的 XML 数据。可以使用如下命令来实现。 
(1) 更新数据 

 SQL>update tbl_xml_data 
        set xml_content 
=XMLTYPE(getClobDocument('book_new.xml')); 

(2) 清除列中 XML 数据。 
 SQL>update tbl_xml_data set xml_content =null; 
3.3 查询 XML 数据 

在 Oracle XML DB 中用 extract(),extractValue()和
existsNode()等函数结合 Xpath 表达式来完成一些数据

操作。 
SQL/XML 运算符分为两类：第一类运算符允许

以普通 SQL 操作查询和访问 XML 内容。第二类运

算符提供了一个业界标准的方法，从 SQL Select 语句

的结果集中生成 XML 文档。 
(1) 返回一个节点值 
SQL>select extractvalue(xml_content,'/书/书名') as

书名 from tbl_xml_data; 
(2) 判断节点是否存在 
SQL>SELECT existsNode(f02,'/书 [书名="Oracle

实用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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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tbl_xml_data ; 
   SQL>SELECT count(*) 
    FROM tbl_xml_data  
  WHERE existsNode 
  (f02,'/书[书名="Oracle 实用教程"]') = 1; 
   （3）返回 XML 文档片断 
  SQL>SELECT extract(f02,'/书')  
        FROM tbl_xml_data ;  
 
4 总结 

关系数据库仍然是目前主流的数据库存储技术，

使用关系数据库存取 XML 数据实用性强，可以实现

用户对 XML 数据的透明管理，同时提高了数据交换

的效率。本文根据 XML 标准化思路，结合关系数据

库的优势，提出了基于关系数据库管理 XML 文件的

数据存储方案，通过使用 Oracle XML DB 技术构建了

XML 数据存取系统，大大简化了建立数据仓库的数据

的获取，转化和处理过程，同时实现了 XML 数据的

并发访问，提高了数据的完整性和安全性。随着这两

种技术的相互借鉴和结合，数据的标准化工作和数据

挖掘技术也会更加日臻完善。 

(上接第 172 页) 

证了本文提出的 ParaClustalW 算法的并行处理具有很

好的性能。 
 
5 结论与展望 

本文把桌面网格平台运用到生物信息学多序

列比对领域，分析了 ClustalW 算法的任务划分策

略，描述了 ParaClustalW 并行化策略，模拟实验

表明，该方法具有较好的性能，对多序列比对算

法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何更好的根据

桌面网格平台的特点，优化 ClustalW 算法的并行

划分策略，实现自适应并行与负载均衡，充分提

高因特网上工作机的空闲处理器周期是本文的下

一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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