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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相变存储器和闪存的数据库事务恢复模型
范玉雷　　孟小峰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摘　要　随着闪存容量不断增大、价格不断下降，闪存在实际存储系统上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但是，闪存的页
级读写、异位更新、有限寿命等阻碍了闪存数据库系统的性能提升，尤其是事务恢复．闪存的异位更新使得影子页
技术可以很好地支持闪存数据库事务恢复，同时也给闪存数据库带来新挑战，如事务管理、缓冲区管理．相变存储
器凭借其比闪存更高的读写速度、更小的读写粒度、更长的寿命成为了下一代主流存储技术，所以相变存储器可以
用于解决在闪存数据库中使用影子页技术所产生的事务管理和缓冲区管理问题．该文基于相变存储器和闪存混合
式存储提出一种全新的数据库事务恢复模型———ＳＰＦＰ．该模型充分利用相变存储器的特性完成事务管理．为支持
非强制缓冲区管理，基于ＳＰＦＰ提出了一种优化的数据库事务恢复模型———ＳＰＦＬＰ，利用相变存储器记录更多事务
信息．实验结果表明，相较于全闪存存储的数据库系统，ＳＰＦＬＰ大大提高了基于混合存储的数据库事务处理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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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随着闪存技术的飞速发展，闪存的容量在不断

增大，闪存的单位价格也在不断降低，因此闪存在存
储系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小到传感器，大到大型服
务器，都充分发挥了其小巧轻便、抗震、耐高／低温、
耗电量小、读写速度快等特性［１］．闪存具有完全不同
于磁盘的物理特性，如非对称读写、页级读写、写前
擦除、异位更新、有限寿命等，所以学术界和工业界
在基于闪存的数据库系统的研究方面进行了大胆尝
试并取得了突出的科技成果．

相变存储器（ＰｈａｓｅＣｈａｎｇｅＭｅｍｏｒｙ，ＰＣＭ）是
非易失随机访问存储器（ＮｏｎＶｏｌａｔｉｌｅＲａｎｄｏｍ
ＡｃｃｅｓｓＭｅｍｏｒｙ，ＮＶＲＡＭ）中的一种，同时还是具
有磁盘和内存优势特性的下一代主流存储技术［２］．
相比于内存和闪存，相变存储器提供了很多吸引人
的适合于数据库事务处理的新特性．相比于内存，相
变存储器具有与内存相近的读速度，同时还具有非
易失性．相比于现有的闪存，相变存储器具有高出两
个数量级以上的读写速度，同时还具有细粒度的原
位更新特性，并且相变存储器不具有闪存的写前擦
除特性．所以研究者将要面临新的问题“如何修改数
据库使其充分利用新硬件相变存储器的优势特
性”［３］．因此本文充分考虑相变存储器，重新审视闪
存数据库的事务处理模块．

在数据库管理系统中，事务恢复是数据库事务
处理的一个重要模块．写前日志技术［４］和影子页技
术［５］是两种经典的事务恢复技术．写前日志技术是
基于磁盘的原位更新设计的，原位更新使得原有旧
版本数据被覆盖，故通过记录日志来记录更新操作，
在恢复过程中通过读取日志进行相应的Ｒｅｄｏ／
Ｕｎｄｏ操作进而获取最准确的数据．写前日志技术在
记录数据更新的同时，还需要一些特殊的日志用来
记录事务状态、检查点等信息，用以完成事务恢复．
由于闪存存储器多采用异位更新模式，所以写前日
志技术不适用于基于闪存的数据库系统．影子页技
术是基于异位更新设计的，故影子页技术可以很好
地用以支持闪存数据库的事务恢复，但同时影子页
技术对闪存数据库也提出了两个新的挑战———事务
管理和缓冲区管理．首先，在事务执行和恢复过程中
需要进行有效的事务元信息管理．其次，像磁盘数据
库一样，闪存数据库系统也需要支持非强制的缓冲
区管理策略，进而提高整个系统的性能．

相变存储器具有内存和闪存的优势特性，如按
位修改、非易失等，所以本文利用相变存储器解决影
子页技术应用在闪存数据库系统中所带来的事务管
理和缓冲区管理问题．由于相变存储器允许按位修
改、具有与内存相当的读速度、具有比闪存高两个数
量级的读写速度，所以可以使用相变存储器对事务
进行管理，包括事务ＩＤ和事务状态等信息．同时为
了支持非强制的缓冲区管理策略，需要对事务进行
的操作进行更详细的记录和维护，比如事务操作类
型和事务操作内容等．

本文针对基于相变存储器和闪存的数据库系统
设计了全新的事务恢复模型．总体来说，本文的主要
贡献如下：

（１）提出了基于相变存储器和闪存的数据库事
务恢复模型ＳＰＦＰ，并阐述了在ＳＰＦＰ模型下的正常
事务处理方式；

（２）设计了适用于ＳＰＦＰ模型下的数据库故障
恢复方法和闪存空间回收方法；

（３）提出了支持非强制缓冲区管理的数据库事
务恢复模型ＳＰＦＬＰ，并阐述了在ＳＰＦＬＰ模型下的
正常事务处理方式；

（４）设计了适用于ＳＰＦＬＰ模型下的数据库故
障恢复方法．

本文第２节简单介绍闪存、相变存储器以及相
关工作；第３节提出基于相变存储器和闪存的数据
库事务恢复模型ＳＰＦＰ，并阐述事务正常处理方式、
数据库故障恢复和闪存空间回收方法；在第４节，本
文提出基于ＳＰＦＰ优化的数据库事务恢复模型
ＳＰＦＬＰ，并详细描述事务正常处理方式、数据库故
障恢复方法；第５节通过实验对比分析阐述ＳＰＦＰ
和ＳＰＦＬＰ的性能优势；在第６节作简单总结．

２　研究背景及相关工作
由于闪存和相变存储器都各自具有一些适合于

数据库的优良特性，所以需要结合两者的优势充分
提高数据库系统的性能．
２１　闪存和相变存储器

和磁盘一样，闪存和相变存储器都是非易失存
储器．如图１所示，闪存设备由一组闪存芯片组成，
每个闪存芯片内部按照块进行组织，块是闪存擦除
操作的基本单元．块是由若干页组成，页是读写操作
的最小单元．一个闪存页分为数据区和空闲区，数据
区主要存储用户数据，空闲区主要存储校验码和逻

３８５１８期 范玉雷等：基于相变存储器和闪存的数据库事务恢复模型



辑页地址等元信息．典型的数据页大小为２ＫＢ＋
６４ＫＢ，其中２Ｋ为数据区，６４Ｂ为空闲区．ＮＡＮＤ闪
存常用于存储数据，根据存储密度又可以把ＮＡＮＤ
闪存分为ＳＬＣＮＡＮＤ闪存和ＭＬＣＮＡＮＤ闪存［６］．
由于ＭＬＣＮＡＮＤ闪存的应用广泛性，本文意在研
究基于ＭＬＣＮＡＮＤ闪存的数据库系统．

图１　闪存数据库系统
不同于磁盘，闪存无机械组件，所以闪存具有较

高的读写性能［７］，并且单个请求响应延迟主要取决
于数据传输的总量．由于闪存具有写前擦除等特性，
异位更新常被实现在闪存转换层（ＦｌａｓｈＴｒａｎｓｌａ
ｔｉｏｎＬａｙｅｒ，ＦＴＬ）中，用于解决写前擦除的约束［８］．
如图１所示，闪存转换层是承接上层应用的关键组
件．闪存转换层为上层提供读写接口和事务操作接
口（提交、回滚和恢复）．

图２　ＦＴＬ映射表

如图２所示，闪存转换层在内存维护一个直接
映射表（ＤｉｒｅｃｔＭａｐｐｉｎｇＴａｂｌｅ，ＤＭＴ），用于记录逻
辑地址到物理地址的映射；每个闪存物理页的空闲
区内的逻辑地址形成了一个反向映射表（Ｉｎｖｅｒｓｅ
ＭａｐｐｉｎｇＴａｂｌｅ，ＩＭＴ），用于在系统启动时在内存重

建直接映射表．直接映射表和反向映射表对于异位
更新的实现是至关重要的．

异位更新策略产生了大量的无效数据页，故在
闪存转换层维护了一个垃圾回收模块，定期的或者
不定期的回收无效数据页．由于闪存块具有有限的
擦除次数，单个闪存块的损坏会导致整个闪存芯片
不可用，所以需要在闪存转换层中维护一个磨损均
衡模块，用以实现整个闪存的均匀使用．根据地址映
射的粒度可以把闪存转换层分为４类：页级映射、块
级映射、块页混合映射和其它［９］．

相变存储器采用了与闪存完全不同的材料，采
用材料的晶体和非晶体两种状态来区分１和０．内
存、磁盘、闪存和相变存储器的硬件性能如表１所
示［３］．除了非易失和高密度之外，相变存储器还具有
如下特征［１２，１０］：（１）细粒度的操作．与闪存相比，它
没有写前擦除和基于页的访问约束，允许按位修改
和访问，所以可以像内存一样支持小粒度的原位更
新；（２）非对称的读写速度．写延迟大概是读延迟的
２０倍；（３）有限寿命．但比闪存寿命要长，可支持
１０６～１０８次写操作．

表１　常用硬件性能对比［３］

参数 密度 读延迟（粒度） 写延迟（粒度） 持久性
内存 １Ｘ ２０～５０ｎｓ（６４Ｂ）２０～５０ｎｓ（６４Ｂ） Ｎ／Ａ
ＰＣＭ２～４Ｘ ～５０ｎｓ（６４Ｂ） ～１μｓ（６４Ｂ）１０６～１０８
闪存 ４Ｘ ～２５μｓ（４ＫＢ）～５００μｓ（４ＫＢ）１０４～１０５
磁盘 Ｎ／Ａ ～５ｍｓ（５１２Ｂ） ～５ｍｓ（５１２Ｂ） ∞

２２　相关工作
对于基于闪存存储器的数据库系统，事务恢复

方面的工作较少．安士通等提出了基于影子页技术
的事务提交策略［１１］，充分利用了ＳＬＣＮＡＮＤ闪存
独有的部分页写特性．在闪存页的空闲区维护操作
该数据页的事务元信息，当事务状态发生变化（事务
由运行状态变为提交状态或者回滚状态），只需要更
新该页的空闲区，而不需要新产生闪存页，因为
ＳＬＣＮＡＮＤ闪存页支持多次写操作．但是ＳＬＣ
ＮＡＮＤ闪存相比于ＭＬＣＮＡＮＤ闪存容量较低且
单位容量价格较高，使得ＳＬＣＮＡＮＤ闪存应用范
围较小．本文主要针对ＭＬＣＮＡＮＤ闪存进行数据
库恢复研究．需要注意的是ＭＬＣＮＡＮＤ闪存不具
有部分页写特性．在文献［１２１３］中，卢泽萍等人设
计了基于异位更新优化的日志结构，只记录更新前
后的数据页地址，大大减小了日志存储空间．在此基
础之上，作者优化了事务恢复策略，利用日志记录的
新旧版本数据页地址可以进行快速恢复，同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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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事务日志之间的链接跳读日志减少长事务的恢
复时间．但是日志结构的小粒度写并不适合于页级
读写粒度的闪存设备．

研究人员开始重新审视基于相变存储器的系统
的设计和优化．综合文献［２，１４］，有３种可用的基于
相变存储器的层次架构：（１）相变存储器为主存的
辅助存储器，外存为磁盘［２］；（２）相变存储器作为主
存，磁盘为二级存储设备［２］；（３）相变存储器和闪存
同时做二级存储设备［１４］．基于相变存储器存储性能
考虑，使用相变存储器作为辅助存储器可能更实用．
第一个原因是相变存储器具有持久性的限制，其写
入延迟还稍高于ＤＲＡＭ．其次，在未来几年内，相变
存储器性能赶不上ＤＲＡＭ性能．基于第１种架构，
Ｇａｏ等人［１５］提出一种利用相变存储器减少日志代
价的方法，并且在该文中仍然使用相变存储器进行
数据页的缓冲．但是相变存储器的写速度距离内存
的写速度仍然有两个数量级的差别，并且随着内存
技术发展，内存容量也在不断增大，所以尽量充分利
用内存缓存数据，使用相变存储器作为永久存储来
提高整体性能．Ｌｅｅ等人［１６］首先在２００７年提出了一
种基于页内日志的闪存数据库系统，即在闪存块内
分为两个区———数据区和日志区．数据区用以存储
用户数据页．日志区只记录当前块内数据页的更新．
内存有数据缓冲区和日志缓冲区分别对应数据区和
日志区．但是为了尽可能降低数据丢失，日志缓冲区
的日志页要小于数据缓冲区的数据页．由于闪存只
支持页级读写，日志页的读写浪费了闪存空间，所以
Ｌｅｅ等人［１４］提出了一种利用相变存储器加速页内
日志的方式，数据区更新产生的日志放到相变存储
器上，因为相变存储器支持小粒度的读写操作．本文
针对第３种存储结构展开研究．

３　基于影子页的数据库恢复模型犛犘犉犘
利用相变存储器维护事务元信息，在闪存数据

库中实现影子页恢复技术．
３１　犛犘犉犘模型框架

基于影子页的数据库恢复模型ＳＰＦＰ的基本思
想：利用影子页跟踪用户对闪存数据页所进行的更
新操作，并使用相变存储器记录事务最终状态．如
图３所示，闪存数据页的空闲区维护３个信息：该闪
存数据页对应的逻辑地址、指向该闪存数据页前一
个版本的指针和产生该闪存数据页的事务ＩＤ．事务
ＩＤ是产生该闪存数据页的唯一标识．空闲区信息主

要用于完成事务恢复和垃圾回收．ＭＬＣＮＡＮＤ闪
存设备没有部分页写特性（ＳＬＣＮＡＮＤ闪存设备的
独有特性），但是为了完成事务正常处理和恢复必须
要进行事务管理，即追踪并记录事务执行的状态变
化（正在执行／提交／回滚）．由于相变存储器允许进
行细粒度的访问和原位更新操作，所以本文借助相
变存储去实现高效的数据库恢复模型．在事务回滚
或者系统启动时，相变存储器的数据和闪存数据页
空闲区的元数据可以用来取消事务所进行的更新和
系统恢复．

图３　基于影子页的数据库恢复模型ＳＰＦＰ
基于磁盘的数据库管理系统，缓冲区缓存经常

访问的数据库磁盘页面．缓冲区管理策略对事务处
理能力有巨大影响．在本部分，缓冲区管理策略采用
Ｓｔｅａｌ和强制的缓冲区管理策略．换句话说，事务提
交之前允许数据页写到闪存上，并且只有事务更新
的所有数据页都刷出到闪存之后才可以提交事务．
但是对于缓冲区管理，我们需要做一些假设．首先，
采用页级并发控制协议处理更新冲突．其次，采用写
回缓冲区策略：直到事务提交或者数据缓冲页需要
从缓冲区换出的时候，才在闪存上为更新操作真正
创建影子页．

内存数据结构有直接映射表、新映射表（Ｎｅｗ
ＭａｐｐｉｎｇＴａｂｌｅ）和事务表（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Ｔａｂｌｅ），如
图３所示．直接映射表维护最新的已提交的逻辑地
址到物理地址的映射〈犔犅犃，犘犅犃〉．新映射表维护
当前正在运行的事务内的更新操作产生的逻辑地址
到物理地址的映射〈犔犅犃，犘犅犃〉．事务表存储每个
事务的当前状态（即运行、提交或回滚）．由于采用哈
希索引直接映射表，所以直接映射表中可以不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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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逻辑地址犔犅犃．由于事务提交或者回滚之后，
事务的最终状态写入到相变存储器中，所以实际上
内存中只需要记录正在运行的事务ＩＤ即可．

如图３所示，外存存储器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
数据存储在闪存中，事务最终状态存储在相变存储
器中．对于闪存，每个闪存数据页包括一个数据区和
空闲区，分别用于存储用户数据和一些元数据．空闲
区元数据包括该数据页的逻辑地址犔犅犃，产生该数
据页的事务ＩＤ，指向该数据页前一个版本的指针
犔犻狀犽（为空表示该数据页是第１个版本），通过该指
针把所有版本的数据页链接起来，可记录数据页的
更新历史．对于相变存储器，我们只记录每个事务的
事务ＩＤ和事务的最终状态（犆／犃，如果为１代表事
务最终提交；如果为０代表事务最终回滚）．
３２　正常事务处理

基于ＳＰＦＰ模型，我们详细描述正常事务处理，
包括数据页更新、事务提交和事务回滚．

数据页更新．当一个事务犜（ＩＤ为狓犻犱）更新逻
辑地址为犾狆犪、物理地址为狆狆犪的数据页狆狆，ＳＰＦＰ
执行以下３个步骤：（１）如果事务犜不存在于事务
表中，把事务犜的ＩＤ及其状态〈狓犻犱，Ｉ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插入到事务表中；（２）在闪存上创建一个影子页
狆狆′，物理地址为狆狆犪′，同时把逻辑地址犾狆犪、产生该
影子页的事务犜的唯一标识狓犻犱以及该影子页前
一个版本的物理地址狆狆犪插入到该影子页空闲区
的犔犅犃、犡犐犇和犔犻狀犽区域；（３）把〈犾狆犪，狓犻犱，狆狆犪′〉
插入到新映射表中，用以在事务结束之后保证直接
映射表的正确性．

事务提交．当一个事务犜（ＩＤ为狓犻犱）提交，
ＳＰＦＰ执行以下３个步骤：（１）把〈狓犻犱，１〉写入到相
变存储器中；（２）把新映射表中所有属于事务犜的
〈犾狆犪，狓犻犱，狆狆犪〉合并到直接映射表中，替换掉直接
映射表中具有相同逻辑地址犾狆犪的〈犾狆犪，狆狆犪〉，同
时把这些〈犾狆犪，狓犻犱，狆狆犪〉从新映射表中删除；（３）从
事务表中删除事务犜．

事务回滚．当一个事务犜（ＩＤ为狓犻犱）回滚，
ＳＰＦＰ执行以下３个步骤：（１）把〈狓犻犱，０〉写入到相
变存储器中；（２）把新映射表中所有属于事务犜的
〈犾狆犪，狓犻犱，狆狆犪〉从新映射表中删除；（３）从事务表中
删除事务犜．
３３　闪存空间回收

当闪存设备的空闲空间低于预设的阈值，系统
就会触发垃圾回收模块，回收废旧页．废旧页包括以
下３种类型：未提交事务产生的数据页、回滚事务产

生的数据页、提交事务产生的已过时的数据页．事务
状态在识别前两种数据页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事务状态可以通过读取相变存储器快速获
得，因为相变存储器的读速度接近于内存的读速度．
对于第３种数据页，必须要结合相变存储器上存储
的事务状态和闪存数据页空闲区的事务唯一标识
犡犐犇以及指向前一个版本的指针犔犻狀犽等信息才能
完成识别．垃圾回收如算法１所示．

算法１．　垃圾回收．
ＦＯＲ每个闪存数据页ＤＯ
　犾狆犪，狓犻犱，犾犻狀犽＝该页空闲区犔犅犃、犡犐犇、犔犻狀犽域值；
　狆狆犪＝该页物理地址；
　狊狋犪狋＝读取相变存储器获取事务狓犻犱的状态；
　ＩＦ狊狋犪狋＝＝０ＴＨＥＮ
　　释放狆狆犪对应闪存页；
　　把狆狆犪加入到空闲页列表中；
　ＥＬＳＥ
　　释放犾犻狀犽对应闪存页；
　　把犾犻狀犽加入到空闲页列表．
对于每个闪存数据页，首先要获取该页空闲区

的元数据犔犅犃、犡犐犇、犔犻狀犽的值，然后再读取相变
存储器获取创建该页的事务状态．如果事务状态为
０，即事务未提交或已回滚，则当前数据页无效，则可
以对该数据页进行回收，并把该页地址加入到空闲
页列表中以备后用．如果事务状态为１，即事务已经
被提交，因为可以确保该数据页的前一个版本无效，
所以可以回收犾犻狀犽指向的闪存数据页，并把犾犻狀犽加
入到空闲页列表中以备后用．
３４　数据库故障恢复

遇到系统正常关机或系统故障后重启数据库
时，恢复过程被触发．它意在恢复最新版本的数据页
以及重建直接映射表．重建直接映射表的目的意在
为用户索引到正确的数据．

在恢复过程中，数据页的有效／无效识别是关
键，根据３．３节描述可知无效的数据页可以通过事
务状态和数据页空闲区元信息识别出来．识别出无
效数据页之后剩下的就是有效数据页．然后，读取有
效数据页获取地址映射信息构建直接映射表．在恢
复过程中引入一个数据结构，即物理页状态位图，如
图４所示．在物理页状态位图中，每一位对应一个物
理页，用以标识这个物理页是有效还是无效．如果为
１，对应物理页有效；如果为０，对应物理页无效．默
认情况下，所有闪存数据页都是有效地，即物理页状
态位图为全１．物理页状态位图只在数据库系统故
障恢复时才创建使用，系统正常运行时不需要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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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恢复过程如算法２所示．

图４　物理页状态位图（犘犅犃犫犻狋犿犪狆）
算法２．　恢复．
初始化犘犅犃犫犻狋犿犪狆为全１；
ＦＯＲ每个闪存数据页ＤＯ
　犾狆犪，狓犻犱，犾犻狀犽＝该页空闲区犔犅犃、犡犐犇、犔犻狀犽域值；
　狆狆犪＝该页物理地址；
　狊狋犪狋＝读取相变存储器获取事务狓犻犱的状态；
　ＩＦ狊狋犪狋＝＝０ＴＨＥＮ
　　根据狆狆犪设置犘犅犃犫犻狋犿犪狆的相应位为０；
　ＥＬＳＥ
　　根据犾犻狀犽设置犘犅犃犫犻狋犿犪狆的相应位为０；
ＦＯＲ犘犅犃犫犻狋犿犪狆中的每个位ＤＯ
　ＩＦ这一位为１ＴＨＥＮ
　　狆狆犪＝该位对应的物理地址；
　　犾狆犪＝获取狆狆犪页空闲区犔犅犃域值；
　　把〈犾狆犪，狆狆犪〉插入到直接映射表．

　　在恢复过程之初，首先要初始化犘犅犃犫犻狋犿犪狆
为全１，即所有闪存数据页都有效．在第１个循环
中，通过读取每个闪存数据页的空闲区元数据获取
创建该页的事务狓犻犱、该页对应的逻辑地址犾狆犪和
该页的前一个版本地址犾犻狀犽，然后根据事务狓犻犱读
取相变存储器获取该事务的最终状态．如果事务状
态为０，即事务未提交或已回滚，则当前数据页无
效，则置犘犅犃犫犻狋犿犪狆的第狆狆犪位为０；如果事务状
态为１，即事务已经被提交，因为可以确保该数据页
的前一个版本无效，则置犘犅犃犫犻狋犿犪狆的第犾犻狀犽位
为０．最终获得每个闪存数据页的最终状态位图
犘犅犃犫犻狋犿犪狆．最后，根据犘犅犃犫犻狋犿犪狆的每一位信
息来重建直接映射表．如果位信息为１，则该位对应
的狆狆犪闪存数据页有效，读取该页空闲区的犔犅犃
信息犾狆犪，把〈犾狆犪，狆狆犪〉插入到直接映射表中．虽然
某些闪存数据页需要进行两次读操作，尤其是第２
次读还是随机读操作，但是闪存的随机读顺序读性
能都比较好，所以对于性能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４　扩展数据库恢复模型犛犘犉犔犘
非强制缓冲区管理策略是数据库管理系统中的

一种常用策略．非强制缓冲区管理允许数据页在事
务提交之后刷写到外存上，进而大大提高缓冲区性
能．非强制缓冲区管理策略需要在外存记录事务操
作的详细信息．日志是记录事务操作详细信息的一

种方式，但是日志多通过顺序写和顺序读的方式完
成日志记录和事务恢复．而相变存储器支持像内存
一样的随机操作，并且相变存储器具有较好的读性
能，而写性能也要比闪存要好很多，所以本部分提出
了一种基于ＳＰＦＰ的优化的能够支持非强制缓冲区
管理的数据库事务恢复模型ＳＰＦＬＰ．
４１　犛犘犉犔犘模型架构

如图５所示，ＳＰＦＬＰ模型与ＳＰＦＰ模型基本上
相同，唯一的不同点在于相变存储器上的数据结构
需要重新设计以达到记录事务更新操作的详细信息
的目的．在ＳＰＦＰ中，相变存储器只需要存储事务
ＩＤ和事务最终状态标识位．在ＳＰＦＬＰ中，相变存储
器不但要记录事务ＩＤ和事务最终状态，还需要记录
事务内每个更新操作的操作类型（插入／更新／删除）
和更新操作内容．事务内每个更新操作作为链表的
一个节点，所有更新操作构成一个链表，链接到事务
ＩＤ和事务最终状态信息后面．事务开始时，在相变
存储器上加入一个不带事务状态的链表头．对于
ＳＰＦＰ模型和ＳＰＦＬＰ模型，相变存储器上的事务状
态信息和闪存数据页空闲区的元信息的产生及操作
过程是一样的，闪存空间回收算法仍可使用算法１，
这里就不再赘述．

图５　支持非强制缓冲区管理的数据库恢复模型ＳＰＦＬＰ

４２　正常事务处理
基于ＳＰＦＬＰ模型，我们详细描述正常事务处理

中的数据页更新和事务回滚．事务提交过程与
ＳＰＦＰ模型中的事务提交完全相同．

数据页更新．当一个事务犜（ＩＤ为狓犻犱）中更
新操作（操作类型为犝）对逻辑地址为犾狆犪、物理地
址为狆狆犪的数据页狆狆进行操作时，ＳＰＦＬＰ执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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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４个步骤：（１）如果事务犜不存在于事务表中，
把事务犜的ＩＤ及其状态〈狓犻犱，Ｉ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插入到
事务表中；（２）在闪存上创建一个影子页狆狆′，物理
地址为狆狆犪′，同时把逻辑地址犾狆犪、产生该影子页的
事务犜的唯一标识狓犻犱以及该影子页前一个版本
的物理地址狆狆犪插入到该影子页空闲区的犔犅犃、
犡犐犇和犔犻狀犽区域；（３）把操作类型和操作内容形成
一个链表节点，然后插入到相变存储器的事务狓犻犱
之后的链表中；（４）把〈犾狆犪，狓犻犱，狆狆犪′〉插入到新映
射表中，用于事务结束之后保证直接映射表的正确
性．

事务回滚．当一个事务犜（ＩＤ为狓犻犱）回滚，
ＳＰＦＬＰ执行以下４个步骤：（１）把〈狓犻犱，０〉写入到相
变存储器中；（２）把相变存储器上的狓犻犱对应的链
表空间释放；（３）把新映射表中所有属于事务犜的
〈犾狆犪，狓犻犱，狆狆犪〉从新映射表中删除；（４）从事务表中
删除事务犜．
４３　数据库故障恢复

在ＳＰＦＬＰ中仍然需要借用犘犅犃犫犻狋犿犪狆这个
数据结构来完成数据库故障恢复，即重建直接映射
表．非强制缓冲区管理策略可能导致已经提交的数
据页在数据故障前未来得及刷出到闪存上，进而导
致数据丢失，所以只能通过相变存储器上的事务更
新操作记录来重建数据，进而获取正确的直接映射
表．恢复过程如算法３所示．

同算法２，要设置犘犅犃犫犻狋犿犪狆为全１，然后通
过读取相变存储器和闪存数据页空闲区元数据可以
判断数据页的有效／无效，然后根据数据页的有效无
效进行其它操作．对于未提交或已回滚事务产生的数
据页，则置犘犅犃犫犻狋犿犪狆的第狆狆犪位为０；对于已提
交数据页，同样置犘犅犃犫犻狋犿犪狆的第犾犻狀犽位为０．由
于狆狆犪闪存数据页已经存在于闪存之上，所以相变
存储器上的产生狆狆犪的操作记录已经无效，所以需
要把产生狆狆犪闪存数据页的事务操作记录从相变
存储器中的事务狓犻犱后的链表中删除并释放空间．

算法３．　恢复（ＳＰＦＬＰ）．
初始化犘犅犃犫犻狋犿犪狆为全１；
ＦＯＲ每个闪存数据页ＤＯ
犾狆犪，狓犻犱，犾犻狀犽＝该页空闲区犔犅犃、犡犐犇、犔犻狀犽域值；
狆狆犪＝该页物理地址；
狊狋犪狋＝读取相变存储器获取事务狓犻犱的状态；
ＩＦ狊狋犪狋＝＝０ＴＨＥＮ
根据狆狆犪设置犘犅犃犫犻狋犿犪狆的相应位为０；
ＥＬＳＥ
根据犾犻狀犽设置犘犅犃犫犻狋犿犪狆的相应位为０；

把产生狆狆犪闪存数据页的事务操作记录从相变存储
器中的事务狓犻犱后的链表中删除并释放空间；

ＦＯＲ相变存储器中的每个事务ＤＯ
ＩＦ事务状态为１ＴＨＥＮ
ＦＯＲ每个链表节点ＤＯ
重新执行更新操作内容产生相应的闪存数据页；
修改前闪存数据页对应的犘犅犃犫犻狋犿犪狆位置０；
新产生的闪存数据页对应的犘犅犃犫犻狋犿犪狆位置１；
把该链表节点从该链表中删除并释放空间；

ＩＦ事务状态为０Ｔｈｅｎ
ＦＯＲ每个链表节点ＤＯ
把该链表节点从该链表中删除并释放空间；

ＦＯＲ犘犅犃犫犻狋犿犪狆中的每个位ＤＯ
ＩＦ这一位为１Ｔｈｅｎ
狆狆犪＝该位对应的物理地址；
犾狆犪＝获取狆狆犪页空闲区犔犅犃域值；
把〈犾狆犪，狆狆犪〉插入到直接映射表．
如果事务状态为０，则可以完全释放该事务对

应的链表节点．如果事务状态为１，则需要根据事务
对应的链表中的每个节点的更新操作内容产生相应
的闪存数据页，把修改前的闪存数据页对应的
犘犅犃犫犻狋犿犪狆位置０，并且把新产生的闪存数据页对
应的犘犅犃犫犻狋犿犪狆位置１，最后把该链表节点从该
链表中删除并释放空间．最终获得正确完整的闪存
数据页的最终状态位图犘犅犃犫犻狋犿犪狆．最后一步和
ＳＰＦＰ模型中的相同．虽然在算法３中需要对相变
存储器进行读写操作，但是相变存储器具有接近内
存的读性能，并且写性能也介于内存和闪存之间，因
此系统整体性能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５　实验结果与分析
本部分通过ＴＰＣＣ［１７］基准测试验证本文提出

的ＳＰＦＰ和ＳＰＦＬＰ模型的性能．首先描述实验环
境，然后对比全闪存的影子页恢复方法和本文两个
模型的性能．
５１　实验环境

为了更好地展示性能，本文实现了Ｔｒａｃｅ驱动
的闪存模拟器和相变存储器模拟器，通过参数配置
可以模拟ＭＬＣＮＡＮＤ闪存芯片和相变存储器．实
验平台采用Ｌｅｎｏｖｏ昭阳Ｋ４６Ａ，其处理器为Ｉｎｔｅｌ
酷睿ｉ５４５０Ｍ，双核４线程，内存大小２ＧＢ．操作系
统使用的是Ｆｅｄｏｒａ１４，内核版本为Ｌｉｎｕｘ２．６．３５．
鉴于此，配置相变存储器大小为１ＧＢ，ＭＬＣＮＡＮＤ
闪存大小为３２ＧＢ．保留闪存１０％的空间用于空间
回收，空间回收阈值设置为全部可用空间的５％．我
们实现了全闪存的影子页恢复技术（ＳＰ）、采用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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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的全闪存的影子页恢复技术（ＧＳＰ）、ＳＰＦＰ和
ＳＰＦＬＰ４种事务恢复模型，事务并发处理采用严格
的两阶段加锁机制．缓冲区采用常用的缓冲区替换
策略ＬＲＵ．在ＰｏｓｔｇｒｅＳＱＬ８．４上运行ＴＰＣＣ事务
并记录数据访问请求，获得标准的在线事务处理负
载，即ＴＰＣＣ负载Ｔｒａｃｅ．我们利用５０个客户端和
２０个仓库产生该Ｔｒａｃｅ，用于测试ＳＰ、ＧＳＰ、ＳＰＦＰ
和ＳＰＦＬＰ的性能．同时，事务的回滚比率设置为默
认值５％．闪存和相变存储器的参数详见表１．其它
参数详见表２．

表２　实验设置参数
参数 逻辑页大小 缓冲池大小 组提交策略
参数值 ４ＫＢ ５１２ １００／组

５２　性能对比分析
从事务吞吐（单位时间内处理事务数）、事务执

行时间（Ｔｒａｃｅ的总执行时间）、空间回收代价（空间
回收执行时间）和恢复代价（恢复执行时间）４个方
面对比了ＳＰ、ＧＳＰ、ＳＰＦＰ和ＳＰＦＬＰ４种恢复模型．
实验对比数据如图６～图９所示．

图６　事务吞吐性

图７　事务执行时间

如图６和图７所示，ＳＰＦＰ的事务吞吐和事务
执行时间都要优于ＳＰ和ＧＳＰ，因为相变存储器的
读写速度要远高于闪存的读写速度．采用组提交策
略的ＧＳＰ会丢失一定量的已提交数据．ＳＰＦＬＰ的
吞吐能力和事务执行时间也要略优于ＳＰＦＰ．虽然
在ＳＰＦＬＰ中更新操作会产生大量对相变存储器的
写操作，但是ＳＰＦＬＰ所采用的非强制缓冲区管理策
略却极大地减少了对闪存的写操作，并且闪存的写

操作延迟要远大于相变存储器的写操作延迟，所以
整体上来说ＳＰＦＬＰ性能还是优于ＳＰＦＰ的事务并
行处理性能．

由于在获取事务状态过程，ＳＰ要比ＧＳＰ读取
更多的闪存页，所以ＳＰ空间回收代价和数据库恢
复代价要大于ＧＳＰ空间回收代价和数据库恢复代
价，如图８和９所示．在获取事务最终状态时，ＳＰＦＰ
和ＳＰＦＬＰ都不需要读闪存，所以ＳＰＦＰ和ＳＰＦＬＰ
的空间回收代价和数据库恢复代价要低于ＳＰ和
ＧＳＰ的空间回收代价和数据库恢复代价．由于
ＳＰＦＰ和ＳＰＦＬＰ采用同样的空间回收机制，ＳＰＦＰ
和ＳＰＦＬＰ具有相同的空间回收代价，如图８所示．
如图９所示，ＳＰＦＬＰ的恢复代价大于ＳＰＦＰ的恢复
代价，主要原因有以下３点：（１）相变存储器上的事
务信息增多，ＳＰＦＬＰ记录了事务更新操作的所有信
息；（２）ＳＰＦＬＰ在完成恢复过程中需要删除和释放
节点空间；（３）ＳＰＦＬＰ在完成恢复过程中需要改变
链表节点中指向下一个节点的指针．而由表１可知，
相变存储器的写性能和读性能要相差两个数量级，所
以会消耗更长的时间来完成系统故障恢复．

图８　空间回收代价

图９　数据库恢复代价

６　结　论
相变存储器同时具有内存、磁盘和闪存的优良

特性，在数据库系统中充分发挥相变存储器的优势
特性以提高整个数据库系统的性能成为了新的研究
热点．本文基于相变存储器和闪存的混合存储架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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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种基于影子页的数据库事务恢复模型ＳＰＦＰ，利
用相变存储器进行事务管理．随后基于ＳＰＦＰ提出
了一种支持非强制缓冲区管理策略的数据库事务恢
复模型ＳＰＦＬＰ，利用相变存储器跟踪并记录事务更
新操作．通过实验证明ＳＰＦＰ和ＳＰＦＬＰ模型能够大
大提高事务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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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ｍｏｒｙ／／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ＡＣＭＳＩＧＭＯ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Ｄａｔａ（ＳＩＧＭＯＤ２０１１）．
Ａｔｈｅｎｓ，Ｇｒｅｅｃｅ，２０１１：１１２

［１０］ＭｉｃｒｏｎＣｏｒｐ．１２８ＭｂＰ８Ｐ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ＰｈａｓｅＣｈａｎｇｅＭｅｍｏｒｙ
（ＰＣＭ）ＤａｔａＳｈｅｅｔ，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１

［１１］ＯｎＳａｉＴｕｎｇ，ＸｕＪｉａｎＬｉａｎｇ，ＣｈｏｉＢ，ＨｕＨａｉＢｏ，ＨｅＢｉｎｇ
Ｓｈｅｎｇ．Ｆｌａｇｃｏｍｍｉｔ：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ｉｎｆｌａｓｈｂａｓｅｄＤＢＭＳｓ．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
Ｄａｔａ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２，２４（９）：１６２４１６３９

［１２］ＬｕＺｅＰｉｎｇ，ＭｅｎｇＸｉａｏＦｅｎｇ，ＺｈｏｕＤａ．ＨＶ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Ａ
ｈｉｇｈ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ｆｏｒｆｌａｓｈｅｄｂａｓｅｄ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２０１０，３３（１２）：２２５８２２６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卢泽萍，孟小峰，周大．ＨＶＲｅｃｏｖｅｒｙ：一种闪存数据库的
高效恢复方法．计算机学报，２０１０，３３（１２）：２２５８２２６６）

［１３］ＬｕＺｅＰｉｎｇ，ＱｉＸｉａｏＹｉｎｇ，ＣａｏＷｅｉ，ＭｅｎｇＸｉａｏＦｅｎｇ．
ＬＢＬｏｇｇｉｎｇ：Ａｈｉｇｈｌ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ｆｏｒｆｌａｓｈ
ｂａｓｅｄ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１３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ＷｅｂＡｇ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ＷＡＩＭ
２０１２）．Ｈａｒｂｉ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２：３７５３８６

［１４］ＬｅｅＳａｎｇＷｏｎ，ＭｏｏｎＢｏｎｇｋｉ，ＰａｒｋＣｈａｎｉｋ，ｅｔａｌ．Ａｃｃｅｌｅｒａ
ｔｉｎｇｉｎｐａｇｅｌｏｇｇｉｎｇｗｉｔｈｎｏｎｖｏｌａｔｉｌｅｍｅｍｏｒｙ．ＩＥＥＥＤａｔａＥｎ
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１０，３３（４）：４１４７

［１５］ＧａｏＳｈｅｎ，ＸｕＪｉａｎＬｉａｎｇ，ＨｅＢｉｎｇＳ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ＰＣＭＬｏｇ
ｇｉｎｇ：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ｌｏｇｇｉｎｇｏｖｅｒｈｅａｄｗｉｔｈＰＣＭ／／Ｐｒｏ
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ｔｈＡＣＭ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ＩＫＭ２０１１）．Ｇｌａｓｇｏｗ，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２０１１：２４０１２４０４

［１６］ＬｅｅＳａｎｇＷｏｎ，ＭｏｏｎＢｏｎｇｋｉ．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ｆｌａｓｈｂａｓｅｄＤＢＭＳ：
Ａｎｉｎｐａｇｅｌｏｇｇｉｎｇ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ＡＣＭ
ＳＩＧＭＯ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Ｄａｔａ．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７：５５６６

［１７］ＴＰＣ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Ｃ．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ｐｃ．
ｏｒｇ／ｔｐｃｃ／ｓｐｅｃ／ｔｐｃｃｃｕｒｒｅｎｔ．ｐｄｆ

犉犃犖犢狌犔犲犻，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８４，Ｐｈ．Ｄ．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Ｈｉ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
ｓｔｏｒａｇ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ｑｕｅｒｙ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ｏｆ
Ｆｌａｓｈｂａｓｅｄ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ｙｓｔｅｍｓ．

犕犈犖犌犡犻犪狅犉犲狀犵，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６４，Ｐｈ．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Ｐｈ．Ｄ．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ｗｅｂ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ｌｏｕｄｄａｔａ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ｏｂｉｌｅｄａｔａ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ｆｌａｓｈｂａｓ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ｓ，ｐｒｉｖａｃｙ
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

犅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
　　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ｉｔｙｏｆｆｌａｓｈｍｅｍｏｒｙ，ｉｔａｓａｓｔｏｒａｇ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ｆｏｒｍｏｂｉｌｅ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ｓｈａｓｂｅｅｎｓｔｅａｄｉｌｙ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ｉｎｔｏ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ｎｄ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ｅｒｖｅｒｍａｒｋｅｔｓ
ｗｉｔｈｔｈｅ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ｆｌａｓｈｍｅｍｏｒｙ，ｉｔｈ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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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ａｃｅｕｐｄａｔｅ，ｐａｇｅｌｅｖｅｌｒｅａｄ／ｗｒｉｔｅ，ｂｌｏｃｋｌｅｖｅｌｅｒａｓｅ，ａｎｄ
ｓｏｏｎ．Ｈｏｗｅｖｅｒ，ＰｈａｓｅＣｈａｎｇｅＭｅｍｏｒｙ（ＰＣＭ）ｅｘｈｉｂｉ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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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ＣＭａｎｄｆｌａｓｈｍｅｍｏｒｙ，ｗ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ｎｅｗ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ｍｏｄｅｌ，
ＳＰＦＰ，ｗｈｉｃｈｅｘｅｒｔ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ＰＣＭｆｏｒ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ｔｒａ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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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ｓｅａｎ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ｍｏｄｅｌ，ＳＰＦＬＰ，ｗｈｉｃｈ
ｒｅｃｏｒｄｓｕｓｅｒｓ’ｕｐｄａｔ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ＣＭ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ｓｔｏ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ｕｒ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ｂｉｇｇｅｒ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ＰＦＰａｎｄＳＰＦＬＰ
ｉｎ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
ＰＣＭａｎｄｆｌａｓｈｍｅｍｏｒｙｉ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ｅｂａｓｅｄｏｎ
ｆｌａｓｈｍｅｍｏｒｙ

Ｔ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ａｓ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Ｎｏｓ．６１０７００５５，
９１０２４０３２，９１１２４００１），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ｉｇｈ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８６３Ｐｒｏｇｒａｍ）ｏｆＣｈｉｎａ
（Ｎｏｓ．２０１２ＡＡ０１０７０１，２０１３ＡＡ０１３２０４），ｔｈｅ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ｕｎｄｓｆｏｒ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ｕｎｄｓｏｆＲｅｎｍ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ｏ．１１ＸＮＬ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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