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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实时数据库系统是作者三十多年来从事数据库理论与实现技术研究，尤其是现代（非传统）DBMS开
发成果的总结，其特点是内容全面、视野开阔、系统完整、理论结合实践。
全书共14章，主要内容有：①实时应用特征、实时数据库的概念与发展；②实时数据库的特征、实时
数据模型、系统结构及RTDBMS；③实时事务的概念、模型、特性，事务优先级分派与调度策略、并
发控制理论与技术及其正确性；④实时数据库的存储结构与存取方法，实时内存数据库及内外存数据
交换技术，实时数据库故障恢复；⑤主动实时数据库系统的原理、组织结构与实现技术；⑥主动实时
内存数据库系统实例ARTs-DB的设计与实现。

实时数据库系统适合作为大专院校计算机、软件、自动控制、电子信息、电气工程及相关专业的学生
尤其是研究生的教材，亦可供从事工程实现、过程控制、实时处理等领域的科研与工程实践工作的技
术人员，以及国防领域的相关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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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13.5.2 事件探测的一般模型13.5.3 基本事件探测13.5.4 时间事件探测处理13.5.5 复合事件探测处理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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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4）实现其处理逻辑不仅需要各种领域数据，还需要支持合作、协同计算的控制
信息，即要同时维护大量共享的应用数据和控制数据。
 我们将层次、网状、关系模型为代表的数据库称为传统数据库，这种数据库系统，尤其是关系数据库
系统的设计目标一般是为了DSS，是服务于OLTP和OLAP的，即它们都是适合于事务型应用领域的。
具有上述特征的“现代应用”对数据库技术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这些应用的要求，传统数据库系统
已无能为力，需要“现代数据库系统”的支持。
传统应用及其数据库与现代应用及其数据库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现代应用同时要求数据库和实时处理两者的功能特性的完善结合或称“无缝集成”，既需要数
据库技术来支持大量数据的共享，维护其数据的一致性，又需要实时处理技术来支持其任务（事务）
与数据的定时限制的实现。
这就是说，现代应用要求集成数据库系统和实时系统两者，这两种技术的集成导致了“实时数据库系
统”的产生。
 传统数据库系统旨在处理永久、稳定的数据，强调维护数据的完整性、一致性，其性能目标是高的系
统吞吐量和低的代价，而根本不考虑有关数据及事务处理的定时限制、应用的协同与合作性等。
所以，传统的DBMS不能满足这种现代尤其是实时应用的需要。
传统的实时系统虽然支持任务的定时限制、协同与合作计算，但它针对的是结构与关系很简单、稳定
不变和可预报的数据，不涉及维护大量共享数据及它们的完整性和一致性，尤其是时间一致性。
因此，只有将数据库和实时处理两者的概念、技术、方法与机制“无缝集成”在一起才能同时支持两
方面的要求，那就是实时数据库。
一个实时数据库可以非正式地定义为数据和事务都有显式定时限制的数据库，系统的正确性不仅依赖
于事务的逻辑结果，而且依赖于该逻辑结果所产生的时间。
关于实时数据库的研究，国际上大约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根据相关报道，最早开始这方面研究
的是英国，但很快被美国超过。
美国1988年3月份的ACMSIGMODRecord（美国计算机协会数据管理专业组出版的一种期刊）发表了实
时数据库系统专辑，以致后来许多人认为实时数据库的研究最早开始于美国。
 由于自动生产线或流水作业工程、航天工程、海洋工程等的发展，大量的实时测量数据需要存储、集
成管理和实时应用，传统的关系数据库已不能满足要求，因此，80年代中期诞生了以工业监控为目的
的早期实时数据库系统，如PI、Uniformance、Infoplus、InSql等。
当时，还产生了另一类所谓“硬实时数据库”，不像工业监控实时数据库是秒级的，它的数据采集速
度和响应速度均是毫秒级的，主要用在科研和国防军事领域。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实时数据库系统>>

编辑推荐

《实时数据库系统》适合作为大专院校计算机、软件、自动控制、电子信息、电气工程及相关专业的
学生尤其是研究生的教材，亦可供从事工程实现、过程控制、实时处理等领域的科研与工程实践工作
的技术人员，以及国防领域的相关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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