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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库应用现状
随着信息化系统的集中化管理，后台支撑的信息

系统越来越复杂，承载的数据量也越来越庞大。系统

的稳定、高效运行是支撑业务发展的关键。而新业务

的不断发展、营销新模式的不断推出使信息系统处在

不断的积木式迭代开发环境中。不断增长的业务数

据，不断变化的数据字典，频繁的版本发布，这些都随

时可能对数据库的性能造成冲击。

无论是 ORACLE数据库的稳定维持，还是数据

库的优化，都不是能一蹴而就或者一劳永逸的，需要

定期的维护，定期的观察。因此有必要制定一套合理

可行的数据治理、数据库架构管理及优化流程，最大

限度的来保证信息系统的数据变化、版本发布不会对

业务系统的正常运行造成不利影响。

2 ORACLE数据库数据治理及架构优化
ORACLE数据库的数据治理及架构优化，是一项

大规模的数据库精简工程。目的是提升数据的质量，

保证业务系统良好的运行性能。从固化、提升、加强到

可持续发展四个方面来稳定架构优化成果。

2.1 梳理物理模型

信息系统的模型规划，数据字典的设计一定要有

前瞻性，要为系统的扩展留有余地。特别是部分系统

是分期建设，部分开发厂商出于成本与工期考虑，往

往对系统的架构、数据字典的设计没有考虑系统的可

扩展。系统上线后，因为业务的需要而频繁地对表增

加字段、增加索引，最终导致数据字典的混乱，从而影

响系统的正常运行。对于已经上线的系统可从以下几

个方面来进行优化。

1）确定数据字典。信息系统提供商应该提供完整

的数据字典结构，对数据库现有的用户、对象（表、索

引、序列、存储过程等）提供详细的说明。存在的对象

都要有据可查，同时每次版本发布更新数据字典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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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应及时更新原有数据字典文档，确保数据库中不存

在业务系统不需要的对象[1]。

2）确定无用对象

确定无用索引。对于每一个表中创建的索引一定

要严格管理，部分系统对于索引的创建比较随意，如

曾有系统索引一个月未用到一次的比例占索引总数

的 60%以上。因此有必要对上线系统使用的索引的

使用情况进行监控。监控的语句为 alter index <IN-

DEX_NAME> monitoring usage；监控的结果记录在 V

$object_usage里[2]。

确定无用表。对于表的使用，可通过编写触发器

来进行。实际中可通过查看 dba_tab_modifications及

结合 v$access视图来实现。（dba_tab_modifications表

记录所有表的 update、delete、insert 记录条数，但在

dbms_stats后自动清除记录）。

3）整合系统数据。通过整合系统规格数据、流程

数据、历史数据，使系统架构清晰明了。应用系统厂家

应该合理规划系统架构，使系统规格数据、流程数据

有效整合，同时做好历史数据的分离工作，从而使存

放有效期内数据的业务表不至过于庞大，不会随着时

间的推移而使系统的性能下降。

4）清理无用对象。通过技术、管理等各种手段确

定的数据库对象（如表、索引、存储过程等），维护和应

用系统人员进行统一确认，对确实不需要的对象进行

清理[3]。数据库本身不应该存放大量的附件数据以及

图像数据，存放在操作系统磁盘上更加合理，以减少

数据库容量和备份时间。尽量避免 DBlink的使用，采

用 Web服务的方式替代。同时从管理的角度来保证

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行，主要从这几个方面来保证：版

本发布定时审阅、稽核是否需要增删改；确定的数据

字典发布版本定期更新；存档系统数据字典，保持系

统优化效果和架构持续合理。

2.2 优化物理模型

随着时间的推移，数据库中存储的数据量越来越

庞大，大量的历史数据没有及时从运行系统中清理出

去，运行系统数据库的不断增、删、改等操作导致数据

的碎片化较为严重，同时也会伴随较多垃圾数据的产

生，这些都是威胁业务系统正常运行的因素。因此需

要定期进行历史数据分离、数据清理和碎片整理等三

方面的工作[4]。

2.2.1 历史数据分离

为保证系统的良好运行，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机

制保证超过时限的业务数据能及时地从运行库中迁

移到历史库中。为保证历史数据的迁移不影响业务系

统的正常运行，信息系统厂家在进行架构规划、数据

字典设计中一定要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如存放通话详

单的表一定要按时间分区（或按月单独存放在一个表

中），以便于进行历史数据的分离和运行库中过期数

据的删除工作。

2.2.2 定期清理数据

根据数据库中存放数据表的不同特性进行定期

的清理工作。信息系统厂家根据表的业务特性提供详

细清单，确定其可进行 drop、truncate 还是 delete 操

作，并提出定期操作的时限要求。

Drop操作：对于业务系统运行不再需要的表进

行此操作，操作语句：drop table owner. tbale_name

purge; Truncate操作：对于系统运行中不再需要其数

据，但要保留其数据结构的表进行此操作，操作语句：

truncate table ower.table_name;Delete操作：对于业务

系统表，部分数据不再需要的进行此操作，操作语为

delete from owner.table_name where <condition>。

2.2.3 定期整理碎片

随着数据的不断增、删、改等操作，表和索引会存

在较严重的碎片化，导致这些对象占用大量的存储空

间，系统访问这些数据增加 IO访问量，从而影响系统

的性能。

1）索引。对于索引，通过语句 analyze index in-

dex_name validate structure；（结果存放在 index_stats

中）来确认索引的碎片化程度。

情况一：SQL> analyze index abcd validate struc-

ture；SQL> select (del_lf_rows_len/lf_rows_len)*100 as

index_usage From index_stats Where index_name =

‘ABCD’；如果删除的行数占总行数的 30%，即 del_lf_

rows / lf_rows > 0.3。情况二：如果“height”大于 3。情况

三：如果索引的行数（LF_rows）远远小于 LF_BLKS。

以上三种情况需要进行索引重建或者 rebuild操

作。索引重建：先删除原有碎片化严重的索引，再重新

创建该索引。rebuild索引：不删除原索引，使用语句

alter index index_name rebuild parallel <degree> online，

以达到消除碎片的目的。

2）表。对于那些进行频繁 DML（insert、update、

delete）操作的表，一般会存在严重的碎片化。通过

dbms_stats分析后查看 dba_tables可以确定表碎片化

程度。在 ASSM下，block的空间使用分为 free space：

0-25%、25-50%、50-75%、70-100%和 Full 这 5 种情

况，使用 dbms_space.space_usage对需要统计的 table

汇总这 5 种类型的 block 数量。当 table HWM 下的

blocks的状态大多为 free space较高值时，可以考虑

合并 HWM下的 blocks，将空闲的 block释放，降低

table的 HWM。

对于表的整理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实现，方法一，

对表进行 move操作，同时局部索引也需重建，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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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量最高的为：J社区、火车站、R医院。公众场所的

投诉量居高不下，处理一个类似的热点区域往往能够

同时处理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同类用户的投诉，此类投

诉对 NPS影响较大。因此加强公众场所、住宅小区的

建设应该是今后建站重点考虑的方面。

5 结束语
进行基于大数据挖掘的客户投诉热点分析，通过

挖掘投诉大数据价值，可以对运营商在网络、服务等

多个环节进行预警，从客观角度给运营商提供了一个

新的视角，审视运营商的服务是否达到客户的需求。

运营商可以结合网管告警、话务统计、客户投诉等多

维数据来源，实现网络的维护闭环处理，一方面完成

投诉、NPS等多种考核指标的提升，另外一方面可以

提高网络投资效益，做到精准投资、有效投资，具备较

大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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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alter table table_name move tablespace tablespace_

name。方法二，通过 expdp/impdp操作来进行碎片整

理。方法三，整理行迁移（dba_tables.chain_cnt）数目较

大的表。

识别行迁移：SQL>analyze table TABLE compute

statistics （会覆盖 统 计信 息）；SQL>@?/rdbms/ad-

min/utlchain.sql；SQL>analyze table table_name list

chained rows into chained_rows。

消除行迁移可通过 move、expdp/impdp、将迁移行

插入临时表再删除后回填的方法（不适用于有外键引

用的表）。

2.3 增强架构变更管理

由于企业营销手段的多样化、业务变更频繁，信

息支撑系统会经常进行版本发布，而版本发布就会有

数据库结构的变更。因此在版本发布前一定要加强架

构变更管理，保证数据结构的变更不会破坏系统整体

架构。同时加强对新增或变更 SQL语句的审核，要在

测试平台进行测试，同时加强这些 SQL语句执行总

效率的评估和上线后的性能跟踪。

2.4 实施日常性能监控

通过 AWR、ADDM对数据库进行性能监控，及时

发现消耗资源的 SQL语句，通过业务及技术手段来

优化这些 SQL语句，以保证系统持续健康的运行。

1）定期检查消耗资源过高的 SQL。通过操作系统

监控及时发现 CPU的异常增长情况，对比近期 CPU

消耗情况，消耗资源过高的 SQL可以通过 ORACLE

的 AWR报告分析出来，及时优化[5]。

2）定期分析特殊的业务表。虽然 oracle 10g以上

版本是数据库后台自动进行表分析的，但是只有在数

据表的数据量改变在 10%以上才会自动分析，对于大

表，自动分析有时需要较长时间才会执行。带有时间

索引的 SQL，如果不及时分析，将产生错误的执行计

划，影响系统稳定。因此，根据业务需求，增加分析特

殊业务表的定时任务是必要的。

3 总结
通过数据库架构优化和数据治理，基本可以达到

ORACLE数据库系统所需容量有效控制、系统物理模

型有效精简、系统碎片有效整理的效果，使得整个数

据库系统性能提升、系统响应速度提高。同时系统运

行效率较高，维护费用就会相对降低，一定程度上可

节省系统维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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