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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大表流式并行高速数据

比对方法，包括如下步骤：(1‑1)比对应用程序通

过数据库链接配置待比对的主数据库表信息和

备数据库表的信息，如果主数据库表信息和备数

据库表信息结构不一致，返回无法比对；(1‑2)比

较主数据库表信息和备数据库表的索引字段，获

取最小值min和最大值max，用于比对开始与结束

标记；并设置并行比对通道数N，N动态生成，用于

并行处理；(1‑3)将主备数据库表的记录按索引

字段递增排序，并将排序结果按并行比对通道数

N进行分块，且各个通道分别流式读取数据，存于

缓存中；(1‑4)在各个通道中并行处理数据比对，

记录比对结果。本发明具有提高了数据比对速度

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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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大表流式并行高速数据比对方法，其特征是，包括如下步骤：

（1-1）比对应用程序通过数据库链接配置待比对的主数据库表信息和备数据库表的信

息，如果主数据库表信息和备数据库表信息结构不一致，返回无法比对；

（1-2）比较主数据库表信息和备数据库表的索引字段，获取最小值min和最大值max，用

于比对开始与结束标记；并设置并行比对通道数N，N动态生成，用于并行处理：

设定主数据库表A的表结构为a  integer  primary  key，b  varchar，c  number(10)；备

数据库表B的表结构为a  integer  primary  key，b  varchar，c  number(10)；

通过sql脚本查询表A，B的索引字段为：a  integer，并获取两表索引字段的最小值作为

比对开始标记： ，索引字段的最大值作为比对结束标记： ；

分别将N取值为N=1，N=2，  N=3，N=4，N=5，根据开始标记startFlag递增排序每次取出表

A，B中的5000行记录，将该5000行记录根据比对通道数拆分成N数据块，并进行比对，且计算

N取不同值时每秒比对多少行记录；最后，将N取值为每秒比对行数最多的通道数；

（1-3）将主备数据库表的记录按索引字段递增排序，并将排序结果按并行比对通道数N

进行分块，且各个通道分别流式读取数据，存于缓存中：

将剩下的待比对数据按照索引递增排序拆分成N个数据块，分别通过N个比对通道数进

行比对，每个通道每次读取记录行数设置为max=5000行，分多次流式取出，存于缓存中，依

次等待比对；在比对的过程中，判断各个通道是否都完成比对，未完成的通道将剩余数据拆

分成多个通道，保持在并行处理数据比对的通道数为N，直到所有通道完成100万行数据比

对，结束；

（1-4）在各个通道中并行处理数据比对，记录比对结果：

从缓存中读取一行记录，将主备表改行的索引字段内容进行比较，如果大小相同，则继

续比较其他字段；如果大小不相同，则将不一致情况记录到异常表中，然后继续比较下一行

记录；

比较结果有如下几种情况：该行记录只在主表中存在，则将异常表中的sourceCount字

段加1；该行记录只在备表中存在，则将异常表中的targetCount字段加1；该行记录只在主

备表中都存在，但存在字段内容不相同，则将异常表中的diffCount字段加1；该行记录只在

主备表中都存在，但存在字段内容相同，则将异常表中的sameCount字段加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表流式并行高速数据比对方法，其特征是，所述主数据库表

信息和备数据库表的信息均包括参与比对的主备数据库对应的表名称，字段名称及对应字

段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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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表流式并行高速数据比对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数据库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能够充分利用硬件资源进行数据比

对，提高了数据比对速度的大表流式并行高速数据比对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中的数据库表比对方案主要有：

[0003] 将主备数据库表数据导成表格文件，再运用比较工具进行比对，该方法简单明了，

但是对于海量数据无法进行比对。

[0004] 利用算法技术进行比对，将主备端数据导入内存，并采用各种查找算法进行比对；

该方法的优点是比对速度快，缺点是依赖于算法，并没有利用现有软硬件资源，实用性不

强。

[0005] 将主备端数据导入到第三方数据库，执行SQL脚本，然后对执行结果进行差异分

析。该方法采用逻辑运算，程序简单，缺点是实时性差，操作复杂，并依赖于第三方数据库，

价格昂贵。

[0006] 基于多表的数据库并行比对；这种并行方式不能对单张大表提供性能优化支持。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发明目的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的数据库表比对方法实用性不强，实时

性差，操作复杂，价格昂贵的不足，提供了一种能够充分利用硬件资源进行数据比对，提高

了数据比对速度的大表流式并行高速数据比对方法。

[0008]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9] 一种大表流式并行高速数据比对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0] (1-1)比对应用程序通过数据库链接配置待比对的主数据库表信息和备数据库表

的信息，如果主数据库表信息和备数据库表信息结构不一致，返回无法比对；

[0011] (1-2)比较主数据库表信息和备数据库表的索引字段，获取最小值min和最大值

max，用于比对开始与结束标记；并设置并行比对通道数N，N动态生成，用于并行处理；

[0012] (1-3)将主备数据库表的记录按索引字段递增排序，并将排序结果按并行比对通

道数N进行分块，且各个通道分别流式读取数据，存于缓存中；

[0013] (1-4)在各个通道中并行处理数据比对，记录比对结果。

[0014] 本发明克服现有数据比对方法的实用性不强，实时性差，操作复杂，价格昂贵，操

作复杂的不足，能够在充分利用硬件资源进行数据比对的同时提高数据比对速度，实用性

强，实时性好，操作简单，价格便宜，操作简单。

[0015] 作为优选，所述主数据库表信息和备数据库表的信息均包括参与比对的主备数据

库对应的表名称，字段名称及对应字段类型。

[0016] 作为优选，并行比对通道数N根据实际数据比对的速度动态确定，取每秒比对表记

录行数最多时的比对通道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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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作为优选，1≤N≤5。

[0018] 作为优选，并行处理将比对数据分多个通道同时比较，每个通道是独立的个体，平

行独立线程运行，各个通道之间通过缓存进行联系；在并行处理过程中，当一个通道或多个

通道已经比对完成，将其它未完成比对的通道数据块拆分给多个通道，保持同时比对的通

道数为N，缓解通道压力，保证比对速度。

[0019] 作为优选，流式读取数据为将数据库表记录按索引字段递增进行排序并分块，并

设置每个通道待比对数据块一次读取的大小，采取多次读取的方法，流式取出，存于缓存

中。

[0020] 因此，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能够在充分利用硬件资源进行数据比对的同时

提高数据比对速度，实用性强，实时性好，操作简单，价格便宜，操作简单。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并行处理比对装置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的一种并行处理比对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描述。

[0024] 如图1所示的实施例是一种大表流式并行高速数据比对方法，主要包括：数据预处

理，多通道数据读取模块，多通道并行处理，记录比对异常结果等模块。

[0025] 包括如下步骤：

[0026] A、比对应用程序通过数据库链接配置待比对的主备数据库表信息，要求表结构一

致，否则返回无法比对；

[0027] B、比较主备数据库表索引字段，获取最小值min和最大值max，用于比对开始与结

束标记；并设置并行比对通道数N，该数值大小动态生成，用于并行处理；

[0028] C、将主备数据库表记录按索引字段递增排序，并将排序结果按并行通道数N进行

分块，且各个通道分别流式读取数据，存于缓存中；

[0029] D、在各个通道中并行处理数据比对，记录比对结果。

[0030] 下面根据上述步骤进行具体描述。

[0031] 如图2所示，首先配置主备数据表信息，将主备数据库的表名称，表字段名称，表字

段类型等信息配置完成，并判断主备表的表结构是否相同，字段类型是否能够比对，不满

足，将不能比对。

[0032] 在满足比对条件的主备表中，读取索引字段的最小值，最大值，作为比对的开始行

与结束行的标志。

[0033] 确定比对通道数N，取每秒比对表记录行数最多时的比对通道数N，比对通道数取

值范围1≤N≤5，用于并行处理数据比对，合理利用资源，提高比对速度。

[0034] 然后，分别将主备表的数据按索引字段进行递增排序，并将排序后的数据按比对

通道数N进行分块，且每个通道每次读取数据的大小为max，流式取出，存于缓存中，等待比

对通道的读取。当缓存中的数据被比对通道读取用于数据比对后，即可继续从数据库表中

读取数据，存于缓存中，等待比对，直到块数据被读取完。

说　明　书 2/3 页

4

CN 107679104 B

4



[0035] 各个通道数据比对过程中，逐行读取缓存中的数据块，进行比对。同时，判断各个

通道是否都完成比对，未完成通道可将剩余数据拆分成多个通道，保持在并行处理数据比

对的通道数为N，直到所有通道完成数据比对，结束。

[0036] 在比对过程中数据发生不一致时，将记录具体不一致情况在异常表中，数据不一

致包括：数据只在主表中存在(删除)，数据只在备表中存在(增加)，主备表中都存在(更新)

三种情况。

[0037] 下面举例说明：假设有两张100万行的大表，主表A的表结构为a  integer  primary 

key，b  varchar，c  number(10)；备表B的表结构为a  integer  primary  key，b  varchar，c 

number(10)；

[0038] 1)首先根据上述步骤中所述的判断表A，B的表结构是否一样，该例中表结构一致。

[0039] 2)通过sq1脚本查询表A，B的索引字段为：a  integer，并获取两表索引字段的最小

值作为比对开始标记：startFlag＝amin，索引字段的最大值作为比对结束标记：endFlag＝

amax(如果主备表有多个索引字段，取第一索引字段)。

[0040] 3)下面确定并行比对通道个数N(1≤N≤5)，分别将N取值为N＝1，N＝2，N＝3，N＝

4，N＝5，根据开始标记startFlag递增排序每次取出表A，B中的5000行记录，将该5000行记

录根据比对通道数拆分成N数据块，并进行比对，且计算N取不同值时每秒比对多少行记录。

最后，将N取值为每秒比对行数最多的通道数。

[0041] 4)然后将剩下的待比对数据按照索引递增排序拆分成N个数据块，分别通过N个比

对通道数进行比对，每个通道每次读取记录行数可以设置为max＝5000行，分多次流式取

出，存于缓存中，依次等待比对。在比对的过程中，判断各个通道是否都完成比对，未完成通

道可将剩余数据拆分成多个通道，保持在并行处理数据比对的通道数为N，直到所有通道完

成100万行数据比对，结束。

[0042] 具体比对过程如下：首先从缓存中读取一行记录，将主备表改行的索引字段内容

进行比较，如果大小相同，则继续比较其他字段；如果大小不相同，则将不一致情况记录到

异常表中，然后继续比较下一行记录。比较结果有如下几种情况：该行记录只在主表中存

在，则将异常表中的sourceCount字段加1；该行记录只在备表中存在，则将异常表中的

targetCount字段加1；该行记录只在主备表中都存在，但存在字段内容不相同，则将异常表

中的diffCount字段加1；该行记录只在主备表中都存在，但存在字段内容相同，则将异常表

中的sameCount字段加1。

[0043] 应理解，本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此外应理解，在

阅读了本发明讲授的内容之后，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发明作各种改动或修改，这些等

价形式同样落于本申请所附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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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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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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