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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犔犪犫犞犐犈犠平台的小型数据库技术

陈　寅

（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上海　２０１２１０）

摘　要：振动疲劳问题在风力发电、陆地运输、海洋工程及航空航天等领域均受到技术人员的重视。作为振动疲劳寿命分析

的核心参数，材料随机ＳＮ曲线至关重要。提出采用数据库模式管理材料随机ＳＮ曲线的方案，并基于ＬａｂＶＩＥＷ 平台编程

实现。首先，对多种基于ＬａｂＶＩＥＷ平台数据库调用方法进行介绍。然后，创新的提出一种小型数据库应用技术。最后，对基

于此技术开发的一套随机ＳＮ曲线数据库程序进行了介绍。经过测试验证，基于ＬａｂＶＩＥＷ平台的小型数据库技术能够实现

数据库管理要求，同时开发的随机ＳＮ曲线数据库软件可以实现材料参数数据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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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结构振动疲劳问题是结构设计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破

坏形式。它同冲击破坏不同，一般在结构发生振动疲劳断

裂前，很难被技术人员发现。更严重的是，一旦结构发生

振动疲劳破坏，往往会导致较为严重的后果。因此，振动

疲劳在风力发电、陆地运输、海洋船舶，以及航空航天领域

均受到技术人员的重视［１３］。

在目前阶段，一方面振动疲劳破坏形式复杂，且实际

情况中存在较多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裂纹扩展机理研

究还未完善。因此，即使振动疲劳问题可以采用有限元仿

真或经验公式进行分析，但大部分实际案例中，最终还是

必须借助实验来表明结构的振动疲劳特性是否满足设计

要求［４］。

随着振动疲劳试验的开展以及借鉴其他学者的研究

成果，技术人员通常可以积累到大量材料的随机ＳＮ曲线

数据。如何对这些曲线进行整理、归纳和永久保存成为一

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采用数据库模式管理海量数据是一种较为便捷，且技

术上来说是非常成熟的方法［５］。数据库作为一种整合海

量数据资源的技术，目前已经在各行各业中得到广泛应

用。ＬａｂＶＩＥＷ作为一种可视化编程语言，完全能够对数

据库技术进行全面的支持与操作。

本文首先对几种常用的基于ＬａｂＶＩＥＷ 平台的数据

库实现方法进行介绍。然后，创新的提出一种小型数据库

应用技术。最后，基于此技术开发了一套随机ＳＮ曲线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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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软件，以供技术人员工程使用。

２　犔犪犫犞犐犈犠中常用数据库实现方法

在ＬａｂＶＩＥＷ 平台中，常用的数据库实现方法有４

种：ＮＩ官方数据库工具包ＳＱＬＴｏｏｌｋｉｔ、动态链接库ＤＬＬ、

ＡｃｔｉｖｅＸ调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ＡＤＯ、第三方工具包ＬａｂＳＱＬ
［６８］。

ＮＩ公司官方的工具包ＬａｂＶＩＥＷＳＱＬＴｏｏｌｋｉｔ可以

对数据库进行访问，函数面板如图１所示。但是，由于此

工具包针对企业用户，采购费用较高，对于普通用户一般

无法承担。

图１　官方数据库工具包ＳＱＬＴｏｏｌｋｉｔ

利用动态链接库ＤＬＬ实现方法基本思想是，首先使

用其他语言如编写访问数据库的ＤＬＬ，然后在ＬａｂＶＩＥＷ

平台中调用此ＤＬＬ操作数据库。由于涉及到其他编程语

言，对用户要求较高，且需要从底层开始编写程序，工作

量大。

利用ＬａｂＶＩＥＷ中调用ＡｃｔｉｖｅＸ的功能，以此来使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ＡＤＯ 控件，并以ＳＱＬ语言来实现数据库访

问［９］。此方式要求用户具有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ＡＤＯ控件使用基

础，且熟悉ＳＱＬ语言。这种方法同ＤＬＬ实现方法一样，

缺点是对用户要求较高，工作量大。

第三方工具包ＬａｂＳＱＬ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

以上其他３种数据库实现方法的缺点，函数面板如图２所

示。它不仅是开源免费，而且只需用户具有ＳＱＬ语言基

础就可以跨平台的对任何常用数据库，例如 ＭＹＳＱＬ、ＡＣ

ＣＥＳＳ、ＭＳＳＱＬ、Ｏｒａｃｌｅ、ＤＢ２等进行操作。

图２　第三方工具包ＬａｂＳＱＬ

从费用大小、应用简易程度、实现难度等方面比较以

上４种方案，第三方工具包ＬａｂＳＱＬ是４种方案中的最优

方案，但仍然需要用户对数据库ＳＱＬ语言有一定基础。

３　小型数据库实现技术

对大部分工程用户而言，由于商业数据库费用昂贵，

且要求有一定使用基础，应用并不是十分广泛。相反，大

部分情况下，用户仅需要对几万条信息进行资源整合，此

时即使采用最优方案第三方工具包ＬａｂＳＱＬ，依然需要用

户对ＳＱＬ语言有一定基础。因此，在工程上如何对小型

数据库进行妥善处理具有比较大的实际应用意义。

本文巧妙的提出了一种基于ＬａｂＶＩＥＷ 平台的小型

数据库实现方法，即利用ＬａｂＶＩＥＷ 配置文件函数实现数

据库功能，并用配置文件保存数据库所有数据。

为了更好的说明，在对小型数据库实现技术介绍之

前，先对配置文件函数的常规用法进行简单介绍。之后，

再详细介绍采用配置文件函数实现数据库功能的方法。

３．１　配置文件函数常规用法

在 Ｗｉｎ９５系统出现之前，Ｗｉｎｄｏｗｓ系统还没有引入

注册表的概念。当时的系统采用的是配置文件来存储系

统或应用程序的默认参数，后缀名一般为ＩＮＩ。这种保存

参数的功能一直保留到目前最新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系统。

在基于ＬａｂＶＩＥＷ平台中的配置文件中，段（ｓｅｃｔｉｏｎ）

和键（ｋｅｙ）是基本组成单元。一个配置文件内可以包含多

个段，每一个段又可以包含多个键。其中键是最小的组成

单元，一个键可以代表布尔值、数字、字符、路径等参数

类型。

为了更好的理解ＬａｂＶＩＥＷ 中的段和键的定义，下面

以常用办公软件ＯｆｆｉｃｅＷｏｒｄ２００７为例进行介绍。为了

保证用户每次打开ＯｆｆｉｃｅＷｏｒｄ２００７时保持原来的设置

习惯和要求，每次软件打开时，都需要加载大量配置参数，

如图３所示。图中左侧的“常用”、“显示”、“校对”等标签

是对所有的配置参数进行了分类，相当于ＬａｂＶＩＥＷ 中段

的概念。在“常用”标签下，存在有“选择时显示浮动工具

栏”、“启用实时预览”、“在功能区显示开发工具选项”等几

个具体的配置参数，相当于在段“常用”下，分别对应为键

１、键２、键３等。

图３　Ｗｏｒｄ２００７配置文件示例

３．２　配置文件函数进阶用法

官方提供的配置文件函数提供了最基本的配置文件

功能，已经能够对配置文件完成所有功能，包括数据写入、

删除、修改等。但官方提供的配置文件函数在应用时，存

在一个较大的缺点，即每次写入一条信息时，只能对数据

类型逐个写入。一旦信息种类增加时，对于编程者来说改

动的工作量较大。假设现在需要编写一个“员工个人信

息”数据库，以员工工号作为段值，姓名、年龄、性别作为键

值，记录以上所有信息。如果采用官方配置文件函数，则

程序需要分别将每一个信息类型单独输入，如图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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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文件数据库里的记录内容如图５所示。

图４　官方配置文件函数用法

图５　配置文件数据库内容

很明显，上面做法虽然可行，但是一旦需要数据库需

要记录的信息种类较多时，程序编写时需要较多的工

作量。

为了进一步简化对数据库读取、写入、修改等编程繁

琐程度，推荐采用ＬａｂＶＩＥＷ第三方开源工具包ＯｐｅｎＧ中

的配置文件函数进行程序编写。此工具包的配置文件函

数的最大优点是，对需要保存在配置文件中的参数类型没

有限制，尤其当用户使用ＬａｂＶＩＥＷ 中的簇数组形式保存

数据时，数据库数据的读写只需要一个ＯｐｅｎＧ函数即可。

当采用簇数组保存数据，并采用ＯｐｅｎＧ配置文件函

数进行读写时，程序编写上会非常容易，数据写入与数据

读取程序分别如图６和图７所示。

图６　采用ＯｐｅｎＧ配置文件函数写入数据

图７　采用ＯｐｅｎＧ配置文件函数读取数据

４　程序核心代码

４．１　程序框架介绍

程序框架采用生产者／消费者事件结构，保证用户每

一次的操作都能够被程序捕捉到，并且不会由于程序计算

量大而导致界面卡顿，最大程度的保证了用户操作流畅

性。其中，最左侧线框为初始化结构，完成程序参数的初

始化工作。右上角线框为生产者结构，用事件结构来捕捉

用户所有的操作。右下角线框为消费者结构，对用户的所

有操作按照顺序来执行［１０］。

图８　程序框架

４．２　数据写入

根据路径打开配置文件，之后将已有的随机ＳＮ曲线

的信息按照数组形式，依次写入配置文件，每一个数组内

数据索引序号作为其段名，方便后续查找，如图９所示。

图９　数据写入

４．３　数据读取

当需要读取数据时，可以根据配置文件路径打开配置

文件，然后先读取配置文件内所有段名，最后根据段名依

次读取数据，如图１０所示。

图１０　数据读取

４．４　数据删除

当需要删除某一种已经无用数据时，可以直接根据其

材料段名，通过官方配置文件函数材料对应的段名进行删

除，如图１１所示。

图１１　数据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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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程序使用示例

本软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存储材料随机ＳＮ曲线数

据，方便技术人员随时更新、保存和查看。每一种材料赋

以一个段名，其他的相关信息，包括材料名称、随机ＳＮ曲

线数据点、坐标映射模式、对数坐标斜率、曲线描述，均以

键名形式保存。

下面以保存一组随机ＳＮ曲线和查看保存的结果为

例，来验证程序功能是否实现。

５．１　随机犛犖曲线保存

在文献ＥＳＤＵ７２０１５中查到材料２０２４Ｔ４的随机ＳＮ

曲线数据，具体形式如图１２所示。

图１２　２０２４Ｔ４随机ＳＮ曲线

在经过对上图所示的图片进行描点处理后，获得其随

机ＳＮ曲线两点（一条直线只需要两点即可确定）坐标分

别为（１Ｅ５，７８．５）和（１Ｅ９，１８．５６）。

利用本文４．２节数据写入程序，将材料名称、随机Ｓ

Ｎ曲线两点坐标、数据来源等信息保存到配置文件中，保

存成功后，配置文件保存内容如图１３所示。至此可知，材

料信息保存成功。

图１３　配置文件记录形式

５．２　随机犛犖曲线查看

启动软件时，程序会自动读取配置文件中所有数据，

并在界面左侧显示材料名称。之后用户只需鼠标左键选

中需要查看的材料，其随机ＳＮ曲线便会在主界面右侧显

示，如图１４所示。

图１４　显示一种材料随机ＳＮ曲线

将图１４与图１２对比可知，原先保存随机ＳＮ曲线被

正确的读取并显示，程序运行正确。

５．３　程序实例

本文作者在对经过对国内外文献搜集和对实际工作

中试验的积累，共获得７８种材料或结构的随机ＳＮ曲线。

利用本软件，将所有数据均保存在配置文件中。同时，程

序中不仅可以显示一条曲线，当用户选择多种材料时，其

多条随机ＳＮ曲线可以同时显示在界面上，方便用户进行

对比，如图１５所示。

图１５　显示多种材料随机ＳＮ曲线

６　结　论

通过使用ＬａｂＶＩＥＷ 的配置文件函数来存储数据信

息，不仅效率高，操作简单，无需用户掌握ＳＱＬ查询语言

即可对数据进行读写。同时，由于使用的均是ＬａｂＶＩＥＷ

程序自带的函数和第三方免费工具包，无需支付任何费

用。对于任何数据量不是特别大的项目，使用配置文件函

数实现小型数据库具有非常高的工作效率与经济效益。

在后续程序开发与优化时，只需要对数据库与界面

稍加修改，软件即可实现不仅保存材料的随机ＳＮ曲线

数据，还可以保存材料其他参数，例如弹性模量、泊松比、

密度等。对于力学工程师而言，材料性能参数是进行强

度分析的基础。采用本文提出的小型数据库模式存储材

料信息，不仅能够确保数据安全，避免丢失，而且还方便工

程师累积宝贵的材料参数，随时查看，极大的提高了工作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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