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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XML的数据迁移技术研究

曹大华

（胜利油田临盘采油厂 信息中心，山东 临邑 251507）
摘要：针对临盘采油厂的数据迁移的具体需求，该文提出了一种基于XML的数据迁移模型，以实现数据的提取、转换、写入

等功能。它采用 JAVA和XML技术，具有很好的跨平台、易扩展、复用性等，能很好的解决异构数据库间数据迁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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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Data Migration Technology Based on XML
CAO Da-hua

(The Information Center of Linpan Oil Production Plant of ShengLi Oilfield, Linyi 251507，China )

Abstract：Facing with the statue of data migration of LinPan Oil Production Plant, this paper presents a model of data migration
based on XML technology. It includes data extraction, transformation, and data writing functions, and so on. It uses JAVA and
XML technology, with a good cross-platform, easy to expand, reusability, etc., It can be a good solution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data migration between heterogeneous datab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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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盘采油厂综合信息平台始建于2001年，积累了很多重要的油田数据。随着“数字油田”的发展趋势，临盘采油厂的数据需要

迁移到一个统一的源头数据库，这样不仅临盘采油厂可以访问数据库中的信息，其他系统也可以共享其数据，以达到信息统一管

理、信息共享的目的。这样能很好的解决了“信息孤岛”的现象。针对上述问题，结合现有的数据迁移转换技术，设计一个数据迁移

转换接口是十分必要的。它将实现将来源离散且格式多样的临盘采油厂数据进行处理后，再将这些标准化数据迁移到源头数据库

中，为临盘采油厂和其他管理部门提供标准统一的数据信息，实现数据的共享。

1数据迁移相关技术及解决思路

1.1常用的数据迁移技术

数据迁移是指将源数据库中指定表的数据进行清洗、转换并装载到目的数据库指定表中的过程[1]。数据迁移可以分为抽取、转

换、装载三个步骤。数据抽取是根据实际应用，对旧系统的底层数据进行筛选，选择出需要的待迁移数据。转换是根据新旧数据库

的映射关系进行的，首先比较新旧系统中字段数据类型的差异和联系，找出适当的对应关系，然后进行相应的转换。数据装载是通

过数据迁移工具或事先编写的SQL程序将抽取、转换后的数据写入到目标数据库对应的表中。数据迁移的基本流程如图1所示。

图1 数据迁移基本流程图

常用的几种数据迁移的实现方法有以下几种[2]：

1.1.1数据库厂商的专业工具

当前很多数据库厂家都提供专门的数据迁移工具，常见的有 Informix的 Infomover、Microsoft SQL Server的DTS和Oracle的Ora⁃
cle Warehouse Builder等。国内的主流数据库厂商如DM、King Base、GBase等也都有着自己的数据库迁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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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利用前台开发工具

PowerBuilder 是广泛用于数据库前台开发的软件，它对不同数据库采用不同接口（ODBC 或专用接口），可以支持多种关系数据

库。

1.1.3利用数据库组件转换

利用. net 数据库应用程序开发技术实现源数据库向目标数据库的直接转换。这个过程中使用了ADO. NET提供的两个核心组

件:DataSet 和DataProvider。DataSet 组件的设计实现了独立于任何数据源的数据访问, DataProvider 组件的设计实现了对数据库的

连接、操作、读取的访问。

1.1.4基于中间件的解决方法

顾名思义，这种方法就是在源数据库和目标数据库间建立一个中间层。将用户对不同数据库的操作变为对单一中间件的操

作，然后经过中间件的处理实现数据迁移处理。基于中间件的解决方案有以下优点：

（1）易于移植和集成。中间件将各种与平台相关的细节进行了封装，即使变更操作系统或通信协议等底层配置，也不用改变应

用程序代码。

（2）易于扩充。中间件若有局部变动和整体升级，只要对外的接口保持不变，就不会影响系统其它部分的正常运行，从功能上

对应用程序实现了透明。

（3）访问透明、使用简单。中间件封装了底层的具体实现细节，对各种数据源使用统一的方法访问，这对用户来说是透明的。

1.2 XML及JAVA技术

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可扩展标记语言)以一种自我描述的方式进行数据结构定义，在描述数据内容的同时也突出

了对结构的描述，从而体现出数据之间的关系。XML的优点很多，如高可扩展性、平台无关性、自描述性等等。XML技术的发展非

常迅速，在许多领域都得到广泛的应用。

JAVA是面向对象型语言，它继承了C++语言面向对象技术的核心，它集成了其它一些语言的特点和优势，又避开了它们的不足

之处。Java中常用连接数据库的技术是 JDBC，很多数据库都带有 JDBC驱动程序[3]。SUN公司还开发了 JDBC-ODBC桥，用此技术

可以实现对带有ODBC驱动程序的数据库的访问。

Java和XML有许多相似的特性，比如平台无关性、可扩展性、可重用性等，因此它与XML结合起来，是实现中间件的一个很好的

方式。

1.3数据迁移接口思路

现今临盘采油厂数据库中的数据需要迁移到统一的源头数据库中，但新旧数据库系统存在一定的差异，如数据库系统的差异、

数据表结构的差异、数据类型的差异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该文的难点和重点。

Java和xml的完美结合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途径，因此本文的解决方案就是利用 java和xml实现数据的跨平台的迁

移。

数据迁移的基本思路如下：

首先，建立各种关系数据库的 XML 数据模型，根据具体的需求选择相应的列，将数据库中单个或者多个表映射成相应的 XML
的属性或文档结构，然后提取表中的数据，加以整理和组合生成相应 XML文档，也就是将关系数据库中的数据导出为 XML 格式的

数据文件。

然后，就可以定义XML Schema的数据约束规则来控制程序，它在数据迁移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根据 XML Schema 及

自定义约束规则进行数据的完整性校验。

最后，利用 java语言实现对生成的XML的读取，把XML文本中的内容读取出来，同时找到和目标数据库表中的对应关系，最终

把数据导入目标数据库表中。

2异构数据库数据迁移方案设计

2.1数据库迁移面临的问题及总体流程设计

临盘采油厂数据迁移面临的问题：

1）数据库系统的异构

临盘采油厂开发平台采用的是Access、SQLServer数据库，而源头数据库采用的是Oracle数据库。

2）数据表结构的不同

临盘采油厂开发平台中数据库Access、SQLServer中的表结构和源头数据库（目标数据库）中的表结构存在差异，如：列名称不

同、列的数目不同、存在列的组合情况等。

3）数据表的数据类型不同

临盘采油厂开发平台中数据库Access、SQLServer与源头数据库Oracle中的数据类型存在差异。

4）数据表之间行列转换问题

源数据库和目标数据库之间存在行列转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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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很好解决上述问题，该文采用了基于xml的中间件，数据迁移的总体流程图如图2。

图2 数据迁移总体流程图

用户是在了解源头数据库基本结构的情况下，进行数据库中数据表的选择，可以把整个表结构通过 Java映射为XML文件，也可

以选择其中部分字段进行映射，或者是一些字段组合成一个新的字段。

通过相应的XML格式检测，如果XML文件格式合法，则根据XML文件中的结构进行其与目标数据库中表的结构进行对应。

XML中的标签名可以不同于目标数据库中表的列名，这样就解决了源数据库和目标数据库表列名不同的问题。

最后，用 Java采用DOM、JDOM或者SAX的解析方式，把XML文件中的数据读取到目标数据库。

2.2源数据库到XML文件的数据转化

在程序开发过程中，需要连接源数据库和目标数据库，连接数据库采用 JAVA语言的 JDBC驱动程序。该驱动程序具有效率高

的特点，不会增加额外的开销，由纯 JAVA语言开发而成，拥有最佳的兼容性。

在源数据库和XML文档之间进行转换和高效的传递数据，必须在XML文件和数据库表结构之间建立映射[4]，建立它们之间的

映射有两种常用的映射方法：基于模板驱动的映射和基于模型驱动的映射[5]。

本文采用了基于模板驱动的映射来实现数据库到XML文档的数据转换。在模板中加入了SQL命令，经过中间件的处理生成相

应的XML文件。

流程如下图3。

图3 源数据库到XML文档转换

基于模板驱动的映射操作比较灵活，但是它只支持关系型数据库转换到XML文档。

2.3 XML文档数据转移到目标数据库

XML文档中的数据转换到目标数据库中，我们准备采用基于模型驱动的映射模式，利用生成的XML文档中的数据结构显性或

隐性的与目标数据库表结构进行映射[6]。在此过程中采用DOM、JDOM或者SAX接口进行XML文件的解析。

其流程图如图4。

图4 XML文档数据到目标数据库

实现XML文档数据到目标数据库中的转换步骤如下：

1）首先通过XML语法分析处理器检测XML文档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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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分析处理的结果送到XML的解析器（DOM、JDOM或者SAX）中进行解析，将其中的内容转换到 JAVA对象中。

3）连接目标数据库，把 JAVA对象中的数据插入到目标数据库中。

基于模型的驱动映射结构简单，使用易用，但是和基于模板的驱动相比，它不够灵活，因为它映射的是具体的数据模型，不过可

以通过XSL实现其灵活性。

3结束语

本文介绍了采用 JAVA技术和XML技术实现临盘采油厂的数据转换接口的实现方法。此方法可以很好的实现数据的迁移，采

用XML作为中间数据存储结构很好的屏蔽了数据库系统之间的差异性，如数据结构、数据类型等，而且XML和 JAVA都具有很好的

跨平台性，可以实现了系统的跨平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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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技术删除Oracle数据库系统中的重复数据，实验表明，重复删除技术删除了备份服务器中的重复数据块，备份次数越多，效果越

好。提高了备份服务器中存储空间利用率，也降低了备份系统对网络带宽的要求。通过给数据块增加Reference count有效的保护

了备份数据安全。本系统在保证备份数据安全的同时，减少了存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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