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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优化流程
Ø 学生表 Student(Sno ,Sname, Sgender, Sage, Sdept) 

Ø 学生选课表 SC(Sno, Cno, Grade) 

Ø 查询：获取选修了1号课程的学生学号、姓名及成绩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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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逻辑优化（查询重写）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逻辑优化

物理优化

查询执行

查询解析

查询树

逻辑执行计划

物理执行计划

查询结果

逻辑计划

“最优”逻辑计划

初始逻辑计划

重写规则

SQL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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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逻辑优化（查询重写）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latexit sha1_base64="/6dtmvQRyQShpTu6MKGTDlHPaME=">AAADqHicjVJfb9MwEL80wEa3QQePvFirkDY0VQmCwcukiT7AY9HoOrRMnZO4nbXEjmxnaKryQZH4APAtOF8zaTCN4Sjt+ffnzudcWhXSuij6HnTCBw8fraw+7q6tbzx52tt8dmR1bTIxznShzXHKrSikEmMnXSGOKyN4mRZikl4MPT+5FMZKrb64q0qclnyu5Exm3CE07V0mIzldJKZcHCq9yw4VL8Uu+2h4LppmO7FyXvIlP1R6/+ws3mqSbyKfC0ae4QBtDdtf7lydC+UIQi/xTeJkKexNvtnZ6U57/WgQ0WK3g7gN+tCukd4MNiCBHDRkUEMJAhQ4jAvgYPE5gRgiqBA7hQViBiNJvIAGuuitUSVQwRG9wN857k5aVOHe57TkzrBKga9BJ4OX6NGoMxj7aoz4mjJ79K7cC8rpz3aF/2mbq0TUwTmi9/mulf/r8704mMF76kFiTxUhvruszVLTrfiTsxtdOcxQIebjHHmDcUbO63tm5LHUu79bTvxPUnrU77NWW8Ovf3aXYta7v4jn71NUeMYZnt5X8zo/TfHfs3M7OHo9iPcGbz+/6R98aOdqFV7AFmzj7LyDA/gEIxhjpR9BJ1gL1sNX4SichF+X0k7Qep7DHytMfwP9jc2o</latexit>

⇧Sno,Sname,Grade(�Cno=“1”^SC.Sno=Student.Sno(SC⇥ Student))
<latexit sha1_base64="oOcKhIWPw1e/vr0zVXMFaI10zJg=">AAADhXicjVJdTxNBFL1lVbCKFn30ZUJjUhJsdg2iL0RiH/CxphZIWFJmt9MyYXdmMzsrIc3+MH+KT77Kv+DMsCQqQZzNtveee879mL1JkcnShuGP1lLw4OGj5ZXH7SdPV58976y92C91ZVIxTnWmzWHCS5FJJcZW2kwcFkbwPMnEQXI2cPGDb8KUUquv9qIQxzmfKzmTKbeAJp1RPJSTRWzyxUjpTTZSPBebbM/wqajrHuvFpZzn/JoxUHrn5CRar2vPH9QbcaLPrRTM+7aaCmXrjfak0w37oT/sthE1RpeaM9RrrVWKaUqaUqooJ0GKLOyMOJV4jiiikApgx7QAZmBJHxdUUxvaCiwBBgd6ht85vKMGVfBdztKrU1TJ8BooGb2GRoNnYLtqzMcrn9mhd+Ve+Jyutwv8J02uHKilU6D36W6Y/6tzs1ia0Qc/g8RMhUfcdGmTpfK34jpnv01lkaEA5uwp4gZ26pU398y8pvSzu7vlPv7LMx3q/LThVnT5z+kSZL37i7j4fYwCPc7QvavmeG6bor9357ax/7Yfbffffdnq7n5q9mqFXtE69bA772mXPtOQxqj0nX5itstgOXgTbAXb19SlVqN5SX+c4OMVVNLCKw==</latexit>

⇧Sno,Sname,Grade((�Cno=“1”SC) ./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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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物理优化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逻辑优化

物理优化

查询执行

查询解析

查询树

逻辑执行计划

物理执行计划

查询结果

p 枚举候选物理计划

p 计算每个计划的代价

p 选择代价最小的计划

SQL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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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物理优化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物理优化：
• 找出代价最小的算法来执行计划

• 基于物理参数（如缓存大小等）估计数据库的数据规模（如

数据块大小等），从而估计计划执行的代价，并从众多候选

计划中选择代价最小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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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物理优化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SQL查询

逻辑算子

查询重写

物理算子

连接顺序选择

物理算子选择

查询执行

统计信息

Ø 逻辑优化：
• 找出比原始计划更高效的等价计划

• 通过调整关系代数运算顺序来最小化每步运算要处理的行数

代价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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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物理优化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最优逻辑计划 物理计划

SC
Student�Cno=“1”

<latexit sha1_base64="BCZO+MUr1Z6OIYktt5WuVvjn7JI=">AAADSHicjVLLTttAFD1xeIZHA5W6YWMRIbGKbEQFGyRUNiyD1AASQcE2kzDCL43HSCjkZ7ptv4Q/4A/aXXeou54ZjARFFMZycufcc86dO75hHstCe95dzalPTE5Nz8w25uYXFj80l5YPi6xUkehGWZyp4zAoRCxT0dVSx+I4VyJIwlgchZd7Jn90JVQhs/Srvs7FaRIMUzmQUaAJ9ZufeoUcJkF/1FPJaC/Nds7O/NXxuN9seW3PLvdl4FdBC9XqZEu1BfRwjgwRSiQQSKEZxwhQ8DmBDw85sVOMiClG0uYFxmhQW5IlyAiIXvJ3yN1JhabcG8/CqiNWifkqKl2sUZORpxibaq7Nl9bZoK95j6ynOds1/8PKKyGqcUH0Ld0j870604vGANu2B8mecouY7qLKpbS3Yk7uPulK0yEnZuJz5hXjyCof79m1msL2bu42sPmflmlQs48qbolf/+0upOvrX8Tk32LkPOOApzfVDK/BafL/nZ2XweFG299sfz7YbO1+qeZqBitYxTpnZwu72EcHXVa6wTd8xw/n1vnt3Dt/HqhOrdJ8xLNVd/4CtEWt0A==</latexit>

⇧Sno,Sname,Grade

<latexit sha1_base64="HrAC0WjkH77VX/IM29bRpZ1ae3M=">AAADTnicjVLLTttAFD0xtA0ptAGW7cJqVIkFipwKBEsEC1imogEkgqKxM6Ej/NJ4XAlF2fA1bOFL2PYP2h/oDsGZqZFKEY+xnNw595xz545vmMeqMEHws+ZNTb96/aY+03g7O/fufXN+Ya/ISh3JXpTFmT4IRSFjlcqeUSaWB7mWIgljuR+ebNn8/g+pC5Wl38xpLo8ScZyqkYqEITRofux31WDc18l4N82W/d1UJHLZ39ZiKCeTQbMVtAO3/IdBpwpaqFY3m6/NoY8hMkQokUAihWEcQ6Dgc4gOAuTEjjAmphkpl5eYoEFtSZYkQxA94e8xd4cVmnJvPQunjlgl5qup9PGZmow8zdhW812+dM4Wfcx77Dzt2U75H1ZeCVGD70Sf090xX6qzvRiMsO56UOwpd4jtLqpcSncr9uT+P10ZOuTEbDxkXjOOnPLunn2nKVzv9m6Fy/9yTIvafVRxS/x+sruQro9/EZt/jpHzjCOe3lazvAanqfP/7DwM9r60Oyvt1a8rrY3Naq7q+IBPWOLsrGEDO+iix0pnOMcFLr0r74937d38pXq1SrOIe2uqfgvx2a/j</latexit>

./
Sno=Student.Sno

<latexit sha1_base64="hi6sawR1DAHKVQo6lOau4tw+VKQ=">AAADYHicjVLBTttAFJzEbUnTUhJ6ay9Wo0o9WU5FVS6VEFw4gmgACaPIdjawwvZa63UrZOUv+jVc4Se49tT+BbNbI7VFlK7lZHbezHv71i8pM1mZMLzudL1Hj58s9Z72nz1ffrEyGK7uV6rWqZikKlP6MIkrkclCTIw0mTgstYjzJBMHydmWjR98EbqSqvhszktxnMcnhZzLNDakpoMgymNzqsomStRXI8UiymQuTTVtIp03e4X6tGfqmShMQLxYTAejMAjd8u+CcQtGaNeOGnaWEWEGhRQ1cggUMMQZYlR8jjBGiJLcMRpymki6uMACfXprqgQVMdkz/p5wd9SyBfc2Z+XcKatkfDWdPt7So6jTxLaa7+K1y2zZ+3I3Lqc92zn/kzZXTtbglOxDvlvl//psLwZzrLseJHsqHWO7S9sstbsVe3L/t64MM5TkLJ4xrolT57y9Z995Kte7vdvYxX84pWXtPm21NX7+s7uEWe//Ijb+kKLkGec8va1mdX1O0/jv2bkL9t8H47Xgw+7aaGOznaseXuMN3nF2PmID29jBhJW+4QKXuOp+93reijf8Je12Ws9L/LG8Vze2NbZJ</latex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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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
Student�Cno=“1”

<latexit sha1_base64="BCZO+MUr1Z6OIYktt5WuVvjn7JI=">AAADSHicjVLLTttAFD1xeIZHA5W6YWMRIbGKbEQFGyRUNiyD1AASQcE2kzDCL43HSCjkZ7ptv4Q/4A/aXXeou54ZjARFFMZycufcc86dO75hHstCe95dzalPTE5Nz8w25uYXFj80l5YPi6xUkehGWZyp4zAoRCxT0dVSx+I4VyJIwlgchZd7Jn90JVQhs/Srvs7FaRIMUzmQUaAJ9ZufeoUcJkF/1FPJaC/Nds7O/NXxuN9seW3PLvdl4FdBC9XqZEu1BfRwjgwRSiQQSKEZxwhQ8DmBDw85sVOMiClG0uYFxmhQW5IlyAiIXvJ3yN1JhabcG8/CqiNWifkqKl2sUZORpxibaq7Nl9bZoK95j6ynOds1/8PKKyGqcUH0Ld0j870604vGANu2B8mecouY7qLKpbS3Yk7uPulK0yEnZuJz5hXjyCof79m1msL2bu42sPmflmlQs48qbolf/+0upOvrX8Tk32LkPOOApzfVDK/BafL/nZ2XweFG299sfz7YbO1+qeZqBitYxTpnZwu72EcHXVa6wTd8xw/n1vnt3Dt/HqhOrdJ8xLNVd/4CtEWt0A==</latexit>

⇧Sno,Sname,Grade

<latexit sha1_base64="HrAC0WjkH77VX/IM29bRpZ1ae3M=">AAADTnicjVLLTttAFD0xtA0ptAGW7cJqVIkFipwKBEsEC1imogEkgqKxM6Ej/NJ4XAlF2fA1bOFL2PYP2h/oDsGZqZFKEY+xnNw595xz545vmMeqMEHws+ZNTb96/aY+03g7O/fufXN+Ya/ISh3JXpTFmT4IRSFjlcqeUSaWB7mWIgljuR+ebNn8/g+pC5Wl38xpLo8ScZyqkYqEITRofux31WDc18l4N82W/d1UJHLZ39ZiKCeTQbMVtAO3/IdBpwpaqFY3m6/NoY8hMkQokUAihWEcQ6Dgc4gOAuTEjjAmphkpl5eYoEFtSZYkQxA94e8xd4cVmnJvPQunjlgl5qup9PGZmow8zdhW812+dM4Wfcx77Dzt2U75H1ZeCVGD70Sf090xX6qzvRiMsO56UOwpd4jtLqpcSncr9uT+P10ZOuTEbDxkXjOOnPLunn2nKVzv9m6Fy/9yTIvafVRxS/x+sruQro9/EZt/jpHzjCOe3lazvAanqfP/7DwM9r60Oyvt1a8rrY3Naq7q+IBPWOLsrGEDO+iix0pnOMcFLr0r74937d38pXq1SrOIe2uqfgvx2a/j</latexit>

./
Sno=Student.Sno

<latexit sha1_base64="hi6sawR1DAHKVQo6lOau4tw+VKQ=">AAADYHicjVLBTttAFJzEbUnTUhJ6ay9Wo0o9WU5FVS6VEFw4gmgACaPIdjawwvZa63UrZOUv+jVc4Se49tT+BbNbI7VFlK7lZHbezHv71i8pM1mZMLzudL1Hj58s9Z72nz1ffrEyGK7uV6rWqZikKlP6MIkrkclCTIw0mTgstYjzJBMHydmWjR98EbqSqvhszktxnMcnhZzLNDakpoMgymNzqsomStRXI8UiymQuTTVtIp03e4X6tGfqmShMQLxYTAejMAjd8u+CcQtGaNeOGnaWEWEGhRQ1cggUMMQZYlR8jjBGiJLcMRpymki6uMACfXprqgQVMdkz/p5wd9SyBfc2Z+XcKatkfDWdPt7So6jTxLaa7+K1y2zZ+3I3Lqc92zn/kzZXTtbglOxDvlvl//psLwZzrLseJHsqHWO7S9sstbsVe3L/t64MM5TkLJ4xrolT57y9Z995Kte7vdvYxX84pWXtPm21NX7+s7uEWe//Ijb+kKLkGec8va1mdX1O0/jv2bkL9t8H47Xgw+7aaGOznaseXuMN3nF2PmID29jBhJW+4QKXuOp+93reijf8Je12Ws9L/LG8Vze2NbZJ</latex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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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物理优化
p不同连接顺序和物理算子代价不同，选择代价最小的连接顺序和物理算子

① 基数估计
② 代价估计
③ 连接顺序选择（NP问题）
④ 物理算子选择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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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物化视图
p将频繁的子查询物化为视图
p利用视图来提升查询速度

– 物化视图生成
– 利用物化视图查询优化
– 物化视图更新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1. 逻辑优化(查询重写)

2. 物理优化

l 代价估计

l 连接顺序选择

l 物理算子选择

3. 优化器系统

4. 物化视图

目录

数据库系统-存储系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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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重写
Ø 查询重写(query rewrite)：按照一系列关系代数表达式的等价规则，对查询的关系代数

表达式进行等价转换，从而提高查询执行效率

Ø 关系表达式的等价（equivalent）：对于两个关系代数表达式，如果使用相同的关系对

表达式中的关系进行替换，总能得到完全相同的结果，则称这两个关系表达式等价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𝑅! ⋈ 𝑅" = 𝑅" ⋈ 𝑅!
· (𝑅!⋈ 𝑅") ⋈ 𝑅# = 𝑅! ⋈ (𝑅" ⋈ 𝑅#)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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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重写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等价规则(equivalence rule)：指出哪些不同形式的关系表达式是等价的 

Ø 核心思想：通过调整关系代数运算的顺序，来最小化每步运算要处理的行数，从而提高

运算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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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重写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1.基于规则

2.基于代价：按照代价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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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写规则概览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下推谓词: 𝜎! 𝑅"×𝑅# = 𝜎! 𝑅" ×𝑅#
Ø 尽早做投影:Π 𝑅"×𝑅# = Π 𝑅" ×Π(𝑅#)

Ø 尽可能避免笛卡尔积: 𝜎! 𝑅"×𝑅# = 𝑅" ⋈! 𝑅#
Ø 常数折叠/常数传播: A=B and A > 5 à B > 5

Ø 去除非必要谓词: max(distinct A) à max(A)

Ø 使用左深连接树

Ø 将子查询转换为连接

Ø ……

查询重写对于提高查询执行效率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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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查询重写实例（1）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SC Student

⇧Sno,Sname,Grade

<latexit sha1_base64="HrAC0WjkH77VX/IM29bRpZ1ae3M=">AAADTnicjVLLTttAFD0xtA0ptAGW7cJqVIkFipwKBEsEC1imogEkgqKxM6Ej/NJ4XAlF2fA1bOFL2PYP2h/oDsGZqZFKEY+xnNw595xz545vmMeqMEHws+ZNTb96/aY+03g7O/fufXN+Ya/ISh3JXpTFmT4IRSFjlcqeUSaWB7mWIgljuR+ebNn8/g+pC5Wl38xpLo8ScZyqkYqEITRofux31WDc18l4N82W/d1UJHLZ39ZiKCeTQbMVtAO3/IdBpwpaqFY3m6/NoY8hMkQokUAihWEcQ6Dgc4gOAuTEjjAmphkpl5eYoEFtSZYkQxA94e8xd4cVmnJvPQunjlgl5qup9PGZmow8zdhW812+dM4Wfcx77Dzt2U75H1ZeCVGD70Sf090xX6qzvRiMsO56UOwpd4jtLqpcSncr9uT+P10ZOuTEbDxkXjOOnPLunn2nKVzv9m6Fy/9yTIvafVRxS/x+sruQro9/EZt/jpHzjCOe3lazvAanqfP/7DwM9r60Oyvt1a8rrY3Naq7q+IBPWOLsrGEDO+iix0pnOMcFLr0r74937d38pXq1SrOIe2uqfgvx2a/j</latexit>

�Cno=“1”^SC.Sno=Student.Sno

<latexit sha1_base64="wXeTE7NiManklK9aQNWZ3KrLn80=">AAADbXicjVJdT9RAFD27RYEVdMH4pDENG6NPm5ZgNDEkxH3hEYMLJCxZ2u7sOqHtNNOphmz2x/BrfNVH/4E88Rc8M5QEJQjTdPfec8+5H9MbF6ksTRD8ajS9uQcP5xcWW4+Wlh8/aa+s7pWq0onoJypV+iCOSpHKXPSNNKk4KLSIsjgV+/FJz8b3vwpdSpV/NqeFOMqiSS7HMokMoWH7w6CUkywaTgc6m/ZytXl8HK7NBt/EaCJ8i+32uru5mvmbl56pRiI3DpoN252gG7jj3zTC2uigPjtqpbGMAUZQSFAhg0AOQztFhJLPIUIEKIgdYUpM05IuLjBDi9qKLEFGRPSEvxN6hzWa07c5S6dOWCXlq6n08YoaRZ6mbav5Ll65zBa9LffU5bS9nfI/rnNlRA2+EL1Ld8W8r87OYjDGezeD5EyFQ+x0SZ2lcrdiO/evTWWYoSBm7RHjmnbilFf37DtN6Wa3dxu5+G/HtKj1k5pb4fy/08XMevsXsfG7GAV7HLN7W83yWtym8N/duWnsrXfDje7bTxudrY/1Xi3gOdbwhrvzDlvYxg76rHSG7/iBn80L75n3wnt5SW02as1T/HW8138AOnW56Q==</latexit>

X

最初的逻辑计划

�		���������������������

���������������

��	�	�������������������
�����������

关系代数：
<latexit sha1_base64="ijkVT0koCgJQh7g/1SO8G4KGsPk=">AAADqnicjVJbT9swFD4hbINAWdkeebGokECqqgTt9oKE1oftscDKRQ0qTuJ2Fokd2c42VOWH7mXP27/g2A0SDHFxlPb4u5zj45ykzLk2YfjbW/AXX7x8tbQcrKy21l63198ca1mplA1TmUt1mlDNci7Y0HCTs9NSMVokOTtJLvuWP/nBlOZSfDNXJTsv6FTwCU+pQWjc/hUP+HgWq2J2JGSXHAlasC75omjG6no71nxa0DnfF3Lv4iLarOOfLJsy4jz9HtpqsjffmSpjwjgIvY6vY8MLpm/z9c5OEATjdifshW6R+0HUBB1o1kCuey2IIQMJKVRQAAMBBuMcKGh8RhBBCCVi5zBDTGHEHc+ghgC9FaoYKiiil/g7xd2oQQXubU7t3ClWyfFV6CSwhR6JOoWxrUYcX7nMFn0o98zltGe7wv+kyVUgauA7ok/5bpTP9dleDEzgk+uBY0+lQ2x3aZOlcrdiT05udWUwQ4mYjTPkFcapc97cM3Ee7Xq3d0sd/9cpLWr3aaOt4N+j3SWY9eEvYvmnFCWecYKnt9Wszk5T9P/s3A+Od3vRh977g3ed/c/NXC3BBmzCNs7OR9iHrzCAIVb64y16LW/N7/qH/pk/mksXvMbzFu4sP7sG2wTN0A==</latexit>

⇧Sno,Sname,Grade(�Cno=“1”^SC.Sno=Student.Sno(SC⇥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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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查询重写实例（2）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SC Student

⇧Sno,Sname,Grade

<latexit sha1_base64="HrAC0WjkH77VX/IM29bRpZ1ae3M=">AAADTnicjVLLTttAFD0xtA0ptAGW7cJqVIkFipwKBEsEC1imogEkgqKxM6Ej/NJ4XAlF2fA1bOFL2PYP2h/oDsGZqZFKEY+xnNw595xz545vmMeqMEHws+ZNTb96/aY+03g7O/fufXN+Ya/ISh3JXpTFmT4IRSFjlcqeUSaWB7mWIgljuR+ebNn8/g+pC5Wl38xpLo8ScZyqkYqEITRofux31WDc18l4N82W/d1UJHLZ39ZiKCeTQbMVtAO3/IdBpwpaqFY3m6/NoY8hMkQokUAihWEcQ6Dgc4gOAuTEjjAmphkpl5eYoEFtSZYkQxA94e8xd4cVmnJvPQunjlgl5qup9PGZmow8zdhW812+dM4Wfcx77Dzt2U75H1ZeCVGD70Sf090xX6qzvRiMsO56UOwpd4jtLqpcSncr9uT+P10ZOuTEbDxkXjOOnPLunn2nKVzv9m6Fy/9yTIvafVRxS/x+sruQro9/EZt/jpHzjCOe3lazvAanqfP/7DwM9r60Oyvt1a8rrY3Naq7q+IBPWOLsrGEDO+iix0pnOMcFLr0r74937d38pXq1SrOIe2uqfgvx2a/j</latexit>

�Cno=“1”^SC.Sno=Student.Sno

<latexit sha1_base64="wXeTE7NiManklK9aQNWZ3KrLn80=">AAADbXicjVJdT9RAFD27RYEVdMH4pDENG6NPm5ZgNDEkxH3hEYMLJCxZ2u7sOqHtNNOphmz2x/BrfNVH/4E88Rc8M5QEJQjTdPfec8+5H9MbF6ksTRD8ajS9uQcP5xcWW4+Wlh8/aa+s7pWq0onoJypV+iCOSpHKXPSNNKk4KLSIsjgV+/FJz8b3vwpdSpV/NqeFOMqiSS7HMokMoWH7w6CUkywaTgc6m/ZytXl8HK7NBt/EaCJ8i+32uru5mvmbl56pRiI3DpoN252gG7jj3zTC2uigPjtqpbGMAUZQSFAhg0AOQztFhJLPIUIEKIgdYUpM05IuLjBDi9qKLEFGRPSEvxN6hzWa07c5S6dOWCXlq6n08YoaRZ6mbav5Ll65zBa9LffU5bS9nfI/rnNlRA2+EL1Ld8W8r87OYjDGezeD5EyFQ+x0SZ2lcrdiO/evTWWYoSBm7RHjmnbilFf37DtN6Wa3dxu5+G/HtKj1k5pb4fy/08XMevsXsfG7GAV7HLN7W83yWtym8N/duWnsrXfDje7bTxudrY/1Xi3gOdbwhrvzDlvYxg76rHSG7/iBn80L75n3wnt5SW02as1T/HW8138AOnW56Q==</latexit>

X

使用重写规则：𝜎!! ⋀ !"(𝑅) = 𝜎!! 𝜎!" 𝑅

关系代数：
<latexit sha1_base64="3cD/JwUFiUcE50wruLit9UQL9qI=">AAADrHicjVJLT9tAEB7jQiEtEOixlxVRJSIhy0b0cUFCzYEegyCAFEdh7WzCCnvX2l1Xgsg/tLce23/B7LJIPETpWk5mvvm+eawnqwquTRz/ChbCN4tLb5dXWu/er66ttzc2T7WsVc4GuSykOs+oZgUXbGC4Kdh5pRgts4KdZVc9Gz/7yZTmUpyY64qNSjoTfMpzahAat2/SPh/PU1XOj4XcIceClmyHHCo6YU2znWo+K6mP9yKkNGSfOM/UEyaMgx7zekLuX1wkWxZ2siY1vGT6oazpdrutcbsTR7E75LmReKMD/vTlRrAKKUxAQg41lMBAgEG7AAoanyEkEEOF2AjmiCm0uIszaKCF2hpZDBkU0Sv8naE39KhA3+bUTp1jlQJfhUoCn1AjkafQttWIi9cus0Vfyj13OW1v1/if+VwlogYuEX1Nd8/8X52dxcAUvrkZOM5UOcROl/sstbsV2zl5MJXBDBVi1p5gXKGdO+X9PROn0W52e7fUxf84pkWtn3tuDX//OV2GWV/+Ijb+GqPCHqfYva1meXabkqe789w43Y2SL9Hno73OwXe/V8vwEbZgG3fnKxzAD+jDACv9DpaC9aAdRuFJOAxHd9SFwGs+wKMTTm8Bt0/PXQ==</latexit>

⇧Sno,Sname,Grade(�SC.Sno=Student.Sno(�Cno=“1”(SC⇥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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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查询重写实例（3）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使用重写规则：若𝑅"包含𝑝涉及的所有属性，𝜎! 𝑅"×𝑅# = 𝜎! 𝑅" ×𝑅#

关系代数：
<latexit sha1_base64="Stflkj5dQgzWzwY6Me44YjXoVkw=">AAADrHicjVJLT9tAEB7jQiEtEOixlxVRJSIhy0b0cUFCzYEegyCAFEdh7WzCCnvX2l1Xgsg/tLce23/B7LJIPETpWk5mvvm+eawnqwquTRz/ChbCN4tLb5dXWu/er66ttzc2T7WsVc4GuSykOs+oZgUXbGC4Kdh5pRgts4KdZVc9Gz/7yZTmUpyY64qNSjoTfMpzahAat2/SPh/PU1XOj4XcIceClmyHHCo6YU2znWo+K6mP9yKkNGSfOM/UEyaMgx7zekLuX1wkWxZ2sqabGl4y/VDXdLutcbsTR7E75LmReKMD/vTlRrAKKUxAQg41lMBAgEG7AAoanyEkEEOF2AjmiCm0uIszaKCF2hpZDBkU0Sv8naE39KhA3+bUTp1jlQJfhUoCn1AjkafQttWIi9cus0Vfyj13OW1v1/if+VwlogYuEX1Nd8/8X52dxcAUvrkZOM5UOcROl/sstbsV2zl5MJXBDBVi1p5gXKGdO+X9PROn0W52e7fUxf84pkWtn3tuDX//OV2GWV/+Ijb+GqPCHqfYva1meXabkqe789w43Y2SL9Hno73OwXe/V8vwEbZgG3fnKxzAD+jDACv9DpaC9aAdRuFJOAxHd9SFwGs+wKMTTm8BsqLPXQ==</latexit>

⇧Sno,Sname,Grade(�SC.Sno=Student.Sno(�Cno=“1”(SC)⇥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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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查询重写实例（4）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使用重写规则：𝜎! 𝑅"×𝑅# = 𝑅" ⋈! 𝑅#

关系代数：
<latexit sha1_base64="2+Rfu0yW+9W5NkWfCKUe9UBvD8s=">AAADg3icjVJNT9tAEH3BpaWhtKE99mIRIYGKIhvR0gsSIof2GEQDSBiFtbMJK2yvtV5Toci/q7+FQ6/9+BedWYzUFlG6lpOZN+/Nx3riIlWlDYLr1pz3aP7xk4Wn7cVnS89fdJZfHpa6MokcJjrV5jgWpUxVLodW2VQeF0aKLE7lUXzR5/jRpTSl0vkne1XI00xMczVRibAEjTr70UCNZpHJZge53vAPcpHJDf+DEWNZ12tRqaaZuIn3c71zdhauMMz0fr0exfqzVdK5thrL3Nbr7VGnG/QCd/y7RtgYXTRnoJdbS4gwhkaCChkkcliyUwiU9JwgRICCsFPMCDNkKReXqNEmbUUsSQxB6AX9Tsk7adCcfM5ZOnVCVVJ6DSl9rJJGE8+QzdV8F69cZkbvyz1zObm3K/qPm1wZoRbnhD6ku2X+r45nsZjgvZtB0UyFQ3i6pMlSuVvhzv3fprKUoSCM7THFDdmJU97es+80pZud71a4+A/HZJT9pOFW+PnP6WLKev8X4fhDjIJ6nFD3XI15vE3h37tz1zjc7IXvem/3t7q7e81eLeA1VrBGu7ONXXzEAEOq9AVf8Q3fvXnvjbfpbd1Q51qN5hX+ON7OLy0Nwdc=</latexit>

⇧Sno,Sname,Grade(�Cno=“1”(SC) ./ Student)



20

查询重写规则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序号 等价转换规则
1 𝑅"×𝑅# = 𝑅#×𝑅"

2 (𝑅"×𝑅#)×𝑅% = 𝑅"×(𝑅#×𝑅%)

3 𝑅" ⋈ 𝑅# = 𝑅# ⋈ 𝑅"

4 (𝑅"⋈ 𝑅#) ⋈ 𝑅% = 𝑅" ⋈ (𝑅# ⋈ 𝑅%)

5 𝑅" ∪ 𝑅# = 𝑅# ∪ 𝑅"

6 (𝑅"∪ 𝑅#) ∪ 𝑅% = 𝑅" ∪ (𝑅# ∪ 𝑅%)

7 𝑅" ∩ 𝑅# = 𝑅# ∩ 𝑅"

8 (𝑅"∩ 𝑅#) ∩ 𝑅% = 𝑅" ∩ (𝑅# ∩ 𝑅%)

9 𝜎!! ⋀ !"(𝑅) = 𝜎!! 𝜎!" 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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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重写规则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序号 等价转换规则
10 𝜎!! ⋀ !"(𝑅) = 𝜎!" 𝜎!! 𝑅

11 当𝑅为集合时，𝜎!! ⋁ !" 𝑅 = 𝜎!! 𝑅 ∪ 𝜎!"(𝑅)

12 𝜎! 𝑅$ ∪ 𝑅% = 𝜎! 𝑅$ ∪ 𝜎! 𝑅%
13 𝜎! 𝑅$ − 𝑅% = 𝜎! 𝑅$ − 𝑅%
14 𝜎! 𝑅$ − 𝑅% = 𝜎! 𝑅$ − 𝜎! 𝑅%
15 若关系𝑅$包含选择条件𝑝涉及的所有属性，𝜎! 𝑅$×𝑅% = 𝜎! 𝑅$ ×𝑅%
16 若关系𝑅$包含选择条件𝑝涉及的所有属性，𝜎! 𝑅$ ⋈ 𝑅% = 𝜎! 𝑅$ ⋈ 𝑅%
17 若关系𝑅$包含选择条件𝑝涉及的所有属性，𝜎! 𝑅$ ∩ 𝑅% = 𝜎! 𝑅$ ∩ 𝑅%
18 若𝑆$ ⊆ 𝑆%且都是关系R的属性，Π&! Π&" 𝑅 = Π&! 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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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重写规则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序号 等价转换规则

19 若选择条件𝑝只涉及投影𝑆中的属性，𝜎! Π& 𝑅 = Π&(𝜎!(𝑅))

20 Π&!∪&" 𝑅$×𝑅% = Π&!(𝑅$)×Π&"(𝑅%), 其中投影属性集合𝑆$和𝑆%分别是𝑅$和𝑅%中的属性

21 Π& 𝑅$ ∪ 𝑅% = Π&(𝑅$) ∪ Π&(𝑅%)

22 𝜎! 𝑅$×𝑅% =	𝑅$ ⋈! 𝑅%

23 等值连接𝑅$ ⋈ 𝑅% = Π((𝜎! 𝑅$×𝑅% )，其中𝑆为𝑅$, 𝑅%属性的并集

24 对于没有重复元素的关系𝑅，𝛿 𝑅 = 𝑅

25 𝛿 𝑅$×𝑅% = 𝛿 𝑅$ ×𝛿(𝑅%)

26 𝛿 𝑅$ ⋈ 𝑅% = 𝛿 𝑅$ ⋈ 𝛿(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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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重写规则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序号 等价转换规则

27 𝛿(𝑅$ ⋈! 𝑅%) = 𝛿 𝑅$ ⋈! 𝛿(𝑅%)

28 𝛿(𝜎! 𝑅 ) = 𝜎! 𝛿(𝑅 )

29 𝛿 𝑅$ ∩ 𝑅% = 𝛿 𝑅$ ∩ 𝛿(𝑅%) = 𝑅$ ∩ 𝛿(𝑅%) = 𝛿 𝑅$ ∩ 𝑅%

30 当聚集函数C是取最小值或取最大值时，𝛿(𝒢) 𝑅 ) = 𝒢)(𝑅)

31 𝒢)(𝑅) = 𝒢) 𝛱& 𝑅 ，其中𝐶 ⊆ 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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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律与结合律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交换律：𝑅" ⋈ 𝑅# = 𝑅# ⋈ 𝑅"
Ø 结合律：(𝑅"⋈ 𝑅#) ⋈ 𝑅% = 𝑅" ⋈ (𝑅# ⋈ 𝑅%)

Ø 也适用于笛卡尔积、并运算、交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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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律与结合律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对于笛卡尔积运算：

Ø 𝑅"×𝑅# = 𝑅#×𝑅"
Ø (𝑅"×𝑅#)×𝑅% = 𝑅"×(𝑅#×𝑅%)

对于连接运算：

Ø 𝑅" ⋈ 𝑅# = 𝑅# ⋈ 𝑅"
Ø (𝑅"⋈ 𝑅#) ⋈ 𝑅% = 𝑅" ⋈ (𝑅# ⋈ 𝑅%)

对于并运算：

Ø 𝑅" ∪ 𝑅# = 𝑅# ∪ 𝑅"
Ø (𝑅"∪ 𝑅#) ∪ 𝑅% = 𝑅" ∪ (𝑅# ∪ 𝑅%)

Ø 对于交运算：

Ø 𝑅" ∩ 𝑅# = 𝑅# ∩ 𝑅"
Ø (𝑅"∩ 𝑅#) ∩ 𝑅% = 𝑅" ∩ (𝑅# ∩ 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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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下推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将选择运算尽可能下推，一般可以对中间关系的大小进行缩减，从而减少后续磁盘读取以及运

算次数，由此达到加速查询执行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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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下推示例（1）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 学生表 Student(Sno ,Sname, Sgender, Sage, Sdept) 

• 学生选课表 SC(Sno, Cno, Grade) 

SQL 逻辑计划树

Π89:,	89;<=,	>?;@= 𝜎	A9:B"!"	 SC ⋈ Student

关系代数表达式

查询：获取选修了1号课程的学生学号、姓名及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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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下推示例（2）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𝜎D 𝑅! ⋈ 𝑅" = 𝜎D 𝑅! ⋈ 𝑅"

利用等价规则：

Π(*+,	(*./0,	12.30 𝜎	4*+5"$"	 Π4*+,(*+,12.30SC ⋈ StudentΠ!"#,	!"&'(,	)*&+( 𝜎	,"#-"/"	 SC ⋈ Student

查询：获取选修了1号课程的学生学号、姓名及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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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下推示例（3）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利用等价规则：

𝜎! Π& 𝑅 = Π&(𝜎!(𝑅)),

选择条件𝑝只涉及投影𝑆中的属性

Π(*+,	(*./0,	12.30 𝜎	4*+5"$"	 Π4*+,(*+,12.30SC ⋈ Student Π(*+,	(*./0,	12.30 Π4*+,(*+,12.30(𝜎	4*+5"$"	 SC) ⋈ Student

查询：获取选修了1号课程的学生学号、姓名及成绩



Ø 𝜎!! ⋀ !"(𝑅) = 𝜎!! 𝜎!" 𝑅

Ø 𝜎!! ⋀ !"(𝑅) = 𝜎!" 𝜎!! 𝑅

Ø 𝜎! Π& 𝑅 = Π&(𝜎!(𝑅)), 其中选择条件𝑝只涉

及投影𝑆中的属性

当𝑅无重复元组时：

Ø 𝜎!! ⋁ !" 𝑅 = 𝜎!! 𝑅 ∪ 𝜎!"(𝑅)

30

选择运算的等价规则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𝜎! 𝑅$ ∪ 𝑅% = 𝜎! 𝑅$ ∪ 𝜎! 𝑅%

Ø 𝜎! 𝑅$ − 𝑅% = 𝜎! 𝑅$ − 𝑅%

Ø 𝜎! 𝑅$ − 𝑅% = 𝜎! 𝑅$ − 𝜎! 𝑅%

若关系𝑅$包含选择条件𝑝涉及的所有属性： 

Ø 𝜎! 𝑅$×𝑅% = 𝜎! 𝑅$ ×𝑅%

Ø 𝜎! 𝑅$ ⋈ 𝑅% = 𝜎! 𝑅$ ⋈ 𝑅%

Ø 𝜎! 𝑅$ ∩ 𝑅% = 𝜎! 𝑅$ ∩ 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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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下推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与选择运算类似，投影运算也可以进行下推，从而减少中间结果列的数量，降

低中间结果的数据规模。

Ø 比起优化选择运算，优化投影运算所能提升的效率会小些。

Ø 这是因为选择运算的过滤作用通常会使得中间结果的行数大幅度下降，而投影

运算减少的是元组的列数（即属性数量），对中间关系的规模影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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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下推示例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利用等价规则：
Π&! Π&" 𝑅 = Π&! 𝑅 , 𝑆$ ⊆ 𝑆%且都

是关系R的属性

Π(*+,	(*./0,	12.30 Π4*+,(*+,12.30(𝜎	4*+5"$"	 SC) ⋈ Student Π(*+,	(*./0,	12.30 Π(*+,12.30(𝜎	4*+5"$"	 SC) ⋈ Student

查询：获取选修了1号课程的学生学号、姓名及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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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运算的等价规则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Π8! Π8" R = Π8! R , S! ⊆ S"且都是关系R 的属性

Ø σL Π8 R = Π8(σL(R)), 其中选择条件p只涉及投影S中的属性

Ø Π8!∪8" R!×R" = Π8!(R!)×Π8"(R"), 其中投影属性集合S!和S"分别是R!和R"的属性

Ø Π8 R! ∪ R" = Π8(R!) ∪ Π8(R"), 其中投影属性集合S是关系R!和R"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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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积转连接示例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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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与笛卡尔积运算的等价规则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条件连接：条件连接是先对关系R"、R#做笛卡尔积，再按条件p做选择运算，因此可以得到：

𝛔𝐩 𝐑𝟏×𝐑𝟐 =	𝐑𝟏 ⋈𝐩 𝐑𝟐
Ø 等值连接：等值连接是特殊的条件连接。等值连接中的条件p要求关系R", R#中的连接属性按

照等值比较作为选择条件。

Ø 自然连接：是一种特殊的等值连接。要求等值连接属性必须是同名属性，并在连接结果中去

掉重复的属性。因此可以得到：

𝐑𝟏 ⋈ 𝐑𝟐 = 𝚷𝐒(𝛔𝐩 𝐑𝟏×𝐑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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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聚集与去重的重写示例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当聚集函数是取最大值时
𝒢'(𝑅) = 𝒢'(𝛿(𝑅))

𝒢'(𝑅) = 𝒢' 𝛱& 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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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重运算的等价规则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按照定义，对于没有重复元组的关系𝑅：

𝛿 𝑅 = 𝑅 

Ø 其他下推去重算子𝛿的等价规则有：

𝛿 𝑅!×𝑅" = 𝛿 𝑅! ×𝛿(𝑅")

𝛿 𝑅! ⋈ 𝑅" = 𝛿 𝑅! ⋈ 𝛿(𝑅")

𝛿(𝑅! ⋈D 𝑅") = 𝛿 𝑅! ⋈D 𝛿(𝑅")

𝛿(𝜎D 𝑅 ) = 𝜎D 𝛿(𝑅 )

𝛿 𝑅! ∩ 𝑅" = 𝛿 𝑅! ∩ 𝛿(𝑅") = 𝑅! ∩ 𝛿(𝑅") = 𝛿 𝑅! ∩ 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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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聚集运算的等价规则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根据定义𝒢最终会产生一个无重复元组的关系，利用去重运算的规则 ：

𝛿(𝒢Q 𝑅 ) = 𝒢Q(𝑅)

Ø 当聚集函数是取最小值或取最大值时，𝒢的运算结果与输入关系是否去过重无关：

𝒢Q(𝑅) = 𝒢Q(𝛿 𝑅 )

Ø 可以作满足投影属性集合S包含𝒢所需要的所有属性，也就是满足C ⊆ S的投影：

𝒢Q(𝑅) = 𝒢Q 𝛱R 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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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写顺序

Ø 重写规则数量很多，重写时逐个枚举会产生巨大的搜索空间

Ø 一般按照特定的规则枚举顺序进行枚举，并在枚举一定数量后就停止搜索

Ø 按照重写规则的重要性

Ø 通过优先利用那些大概率能提升执行效率的等价规则，可以降低搜索空间

Ø 重写规则顺序会影响重写质量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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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写顺序
Ø 对规则的枚举顺序一般为：

① 分解复合的选择谓词，如𝜎D! ⋀ D"(𝑅) = 𝜎D! 𝜎D" 𝑅  

② 添加推理的谓词，例如 A=B，A>5 à B > 5

③ 下推选择运算，如𝜎D 𝑅! ∪ 𝑅" = 𝜎D 𝑅! ∪ 𝜎D 𝑅"  

④ 将笛卡尔积转换为连接运算，如𝜎D 𝑅!×𝑅" = 𝑅! ⋈D 𝑅" 

⑤ 引入并下推投影运算，如ΠR! ΠR" 𝑅 = ΠR! 𝑅 , 𝑆! ⊆ 𝑆"且都是关系R的属性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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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 分解复合的选择谓词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SC Student

⇧Sno,Sname,Grade

<latexit sha1_base64="HrAC0WjkH77VX/IM29bRpZ1ae3M=">AAADTnicjVLLTttAFD0xtA0ptAGW7cJqVIkFipwKBEsEC1imogEkgqKxM6Ej/NJ4XAlF2fA1bOFL2PYP2h/oDsGZqZFKEY+xnNw595xz545vmMeqMEHws+ZNTb96/aY+03g7O/fufXN+Ya/ISh3JXpTFmT4IRSFjlcqeUSaWB7mWIgljuR+ebNn8/g+pC5Wl38xpLo8ScZyqkYqEITRofux31WDc18l4N82W/d1UJHLZ39ZiKCeTQbMVtAO3/IdBpwpaqFY3m6/NoY8hMkQokUAihWEcQ6Dgc4gOAuTEjjAmphkpl5eYoEFtSZYkQxA94e8xd4cVmnJvPQunjlgl5qup9PGZmow8zdhW812+dM4Wfcx77Dzt2U75H1ZeCVGD70Sf090xX6qzvRiMsO56UOwpd4jtLqpcSncr9uT+P10ZOuTEbDxkXjOOnPLunn2nKVzv9m6Fy/9yTIvafVRxS/x+sruQro9/EZt/jpHzjCOe3lazvAanqfP/7DwM9r60Oyvt1a8rrY3Naq7q+IBPWOLsrGEDO+iix0pnOMcFLr0r74937d38pXq1SrOIe2uqfgvx2a/j</latexit>

�Cno=“1”^SC.Sno=Student.Sno

<latexit sha1_base64="wXeTE7NiManklK9aQNWZ3KrLn80=">AAADbXicjVJdT9RAFD27RYEVdMH4pDENG6NPm5ZgNDEkxH3hEYMLJCxZ2u7sOqHtNNOphmz2x/BrfNVH/4E88Rc8M5QEJQjTdPfec8+5H9MbF6ksTRD8ajS9uQcP5xcWW4+Wlh8/aa+s7pWq0onoJypV+iCOSpHKXPSNNKk4KLSIsjgV+/FJz8b3vwpdSpV/NqeFOMqiSS7HMokMoWH7w6CUkywaTgc6m/ZytXl8HK7NBt/EaCJ8i+32uru5mvmbl56pRiI3DpoN252gG7jj3zTC2uigPjtqpbGMAUZQSFAhg0AOQztFhJLPIUIEKIgdYUpM05IuLjBDi9qKLEFGRPSEvxN6hzWa07c5S6dOWCXlq6n08YoaRZ6mbav5Ll65zBa9LffU5bS9nfI/rnNlRA2+EL1Ld8W8r87OYjDGezeD5EyFQ+x0SZ2lcrdiO/evTWWYoSBm7RHjmnbilFf37DtN6Wa3dxu5+G/HtKj1k5pb4fy/08XMevsXsfG7GAV7HLN7W83yWtym8N/duWnsrXfDje7bTxudrY/1Xi3gOdbwhrvzDlvYxg76rHSG7/iBn80L75n3wnt5SW02as1T/HW8138AOnW56Q==</latexit>

X

最初的逻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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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下推选择运算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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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将笛卡尔积转换为连接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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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引入以及下推投影运算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SC

Student
�Cno=“1”

<latexit sha1_base64="BCZO+MUr1Z6OIYktt5WuVvjn7JI=">AAADSHicjVLLTttAFD1xeIZHA5W6YWMRIbGKbEQFGyRUNiyD1AASQcE2kzDCL43HSCjkZ7ptv4Q/4A/aXXeou54ZjARFFMZycufcc86dO75hHstCe95dzalPTE5Nz8w25uYXFj80l5YPi6xUkehGWZyp4zAoRCxT0dVSx+I4VyJIwlgchZd7Jn90JVQhs/Srvs7FaRIMUzmQUaAJ9ZufeoUcJkF/1FPJaC/Nds7O/NXxuN9seW3PLvdl4FdBC9XqZEu1BfRwjgwRSiQQSKEZxwhQ8DmBDw85sVOMiClG0uYFxmhQW5IlyAiIXvJ3yN1JhabcG8/CqiNWifkqKl2sUZORpxibaq7Nl9bZoK95j6ynOds1/8PKKyGqcUH0Ld0j870604vGANu2B8mecouY7qLKpbS3Yk7uPulK0yEnZuJz5hXjyCof79m1msL2bu42sPmflmlQs48qbolf/+0upOvrX8Tk32LkPOOApzfVDK/BafL/nZ2XweFG299sfz7YbO1+qeZqBitYxTpnZwu72EcHXVa6wTd8xw/n1vnt3Dt/HqhOrdJ8xLNVd/4CtEWt0A==</latexit>

⇧Sno,Sname,Grade

<latexit sha1_base64="HrAC0WjkH77VX/IM29bRpZ1ae3M=">AAADTnicjVLLTttAFD0xtA0ptAGW7cJqVIkFipwKBEsEC1imogEkgqKxM6Ej/NJ4XAlF2fA1bOFL2PYP2h/oDsGZqZFKEY+xnNw595xz545vmMeqMEHws+ZNTb96/aY+03g7O/fufXN+Ya/ISh3JXpTFmT4IRSFjlcqeUSaWB7mWIgljuR+ebNn8/g+pC5Wl38xpLo8ScZyqkYqEITRofux31WDc18l4N82W/d1UJHLZ39ZiKCeTQbMVtAO3/IdBpwpaqFY3m6/NoY8hMkQokUAihWEcQ6Dgc4gOAuTEjjAmphkpl5eYoEFtSZYkQxA94e8xd4cVmnJvPQunjlgl5qup9PGZmow8zdhW812+dM4Wfcx77Dzt2U75H1ZeCVGD70Sf090xX6qzvRiMsO56UOwpd4jtLqpcSncr9uT+P10ZOuTEbDxkXjOOnPLunn2nKVzv9m6Fy/9yTIvafVRxS/x+sruQro9/EZt/jpHzjCOe3lazvAanqfP/7DwM9r60Oyvt1a8rrY3Naq7q+IBPWOLsrGEDO+iix0pnOMcFLr0r74937d38pXq1SrOIe2uqfgvx2a/j</latexit>

⇧Sno,Grade

<latexit sha1_base64="ieZstlXTtvRYpvykiRQcqAqmffU=">AAADR3icjVJNb9NAFJw4QNuUQArqqReLCIlDFTlVUXuM4FCOQTRppaSKbGeTruovrdeVKis/hiv8En4C/6CcuCGOzC6u1BKFdi0nb+fNzNu3fkEWyVx73veaU3/0+Mna+kZj82nz2fPW1othnhYqFIMwjVJ1Gvi5iGQiBlrqSJxmSvhxEImT4OK9yZ9cCpXLNDnWV5k4i/15Imcy9DWhSWt73JeTcqzi8lOS7rpHyp+KxWLSansdzy53OehWQRvV6qdbtSbGmCJFiAIxBBJoxhF85HxG6MJDRuwMJTHFSNq8wAINaguyBBk+0Qv+zrkbVWjCvfHMrTpklYivotLFa2pS8hRjU821+cI6G3SVd2k9zdmu+B9UXjFRjXOi9+lumA/VmV40Zji0PUj2lFnEdBdWLoW9FXNy91ZXmg4ZMRNPmVeMQ6u8uWfXanLbu7lb3+avLdOgZh9W3AI//ttdQNfVX8Tk72NkPOOMpzfVDK/Baer+OzvLwXCv093vvP243+69q+ZqHTt4hTecnQP08AF9DFipxGd8wVfnm/PT+eX8/kt1apXmJe6seu0PW1qtXQ==</latexit>

<latexit sha1_base64="f6SsP7cue27e6DQQdYHXlYgxm5Q=">AAADY3icjVLdTtRAGD27VcEFZEHvjEnjhsSrTUv48caEyI2XmHWBhJJN252FCW2nmU4hpNnn8Gm81WfwAUz0LTwzlkQliNN098z5zvm++aZfUmayMkHwtdP1Hjx8tLD4uLe0vPJktb+2flipWqdinKpM6eMkrkQmCzE20mTiuNQizpNMHCUX+zZ+dCl0JVXxwVyX4jSPzwo5k2lsSE36YZTH5lyVTZSoKyPFPMpkLk01aSKdN6P94ahQb0amnorCWDyfT/qDYBi45d8GYQsGaNeBWuusIMIUCilq5BAoYIgzxKj4nCBEgJLcKRpymki6uMAcPXprqgQVMdkL/p5xd9KyBfc2Z+XcKatkfDWdPjboUdRpYlvNd/HaZbbsXbkbl9Oe7Zr/SZsrJ2twTvY+343yf322F4MZXrseJHsqHWO7S9sstbsVe3L/t64MM5TkLJ4yrolT57y5Z995Kte7vdvYxb87pWXtPm21NX78s7uEWe/+IjZ+n6LkGWc8va1mdT1OU/j37NwGh5vDcGe4/X5rsPe2natFPMdLvOLs7GIP73CAMSt9xCd8xpfuN2/JW/ee/ZJ2O63nKf5Y3oufgqa3LQ==</latexit> ./
SC.Sno=Student.S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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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重写策略：子查询转为连接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SELECT Sno, Sname, Sdept
FROM Student
WHERE Sno IN

(SELECT Sno
FROM SC
WHERE Cno="1");

SELECT Student.Sno,Sname,Sdept
FROM Student, SC
WHERE Student.Sno=SC.Sno
      AND Cno="1";

查询选修了1号课程的学生学号、姓名及所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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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重写策略：常数传播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SELECT SC.Sno, Student.Sname, SC.Grade
FROM Student, SC
WHERE Student.Sno=SC.Sno AND Student.
Sno<100;

SELECT SC.Sno, Student.Sname, SC.Grade
FROM Student, SC
WHERE Student.Sno=SC.Sno AND Student.
Sno<100
AND SC.Sno<100;

查询学号小于100的学生学号、姓名及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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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重写策略：去除非必要谓词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SELECT MAX(DISTINCT Grade)
FROM SC
WHERE Cno="1";

查询1号课程的最高分

SELECT MAX(Grade)
FROM SC
WHERE C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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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重写总结
Ø 关系代数是查询重写中的重要抽象

Ø 查询重写的规则质量很重要

Ø 查询重写规则使用顺序也很重要

Ø 许多等价规则被用于搜索“好”的计划

Ø 重写规则也不是越多越好，可能影响重写时间

Ø 重写规则的匹配方法也很重要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1. 逻辑优化(查询重写)

2. 物理优化

l 代价估计

l 连接顺序选择

l 物理算子选择

3. 优化器系统

4. 物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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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价估计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查询重写过后，还需确定：
• 符合交换律和结合律的运算的执行顺序

• 逻辑计划中每个算子在物理执行时采用的算法

• 逻辑计划中未体现出的物理运算，例如排序和扫描 

• 在运算符之间数据传递的方式

Ø 利用代价模型（cost model）比较不同执行计划的优劣

Ø 代价估计模型需考虑：

Ø 统计信息：数据分布、行数、Distinct值个数

Ø 统计信息收集时机、方法：不能影响在线业务；采样收集

Ø 基数估计à代价估计：基数估计来估算中间结果个数，从而用于代价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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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数估计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代价估计的核心是基数估计（cardinality estimation），对于谓词𝑝组成的查询：

Ø 基数（cardinality）：查询结果的元组数。表示为	card(𝑝)。 

Ø 选择度（selectivity）：符合𝑝元组占所有元组的比例,表示为sel(𝑝) 。

Ø 查询“计算机系所有学生的信息”， 𝜎!+(01-“,!” (Student) 。
Ø 5条记录中共有3条符合查询谓词限制。因此基数为3，选择度4

5
 。 

Sno

（学号）

Sname

（姓名）

Sgender

（性别）

Sage

（年龄）

Sdept

（所在系）

2021310721 李博 男 17 CS

2021310722 赵宇 男 19 CS

2021310723 张敏 女 18 CS

2021310724 王勇 男 18 MA

2021310725 刘佳 女 17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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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统计信息 说明
𝑇(𝑅) 关系𝑅的元组数目

𝐵(𝑅) 关系𝑅的所有元组需要的页面数

𝐿(𝑅) 关系𝑅一个元组平均所需的字节数

𝑓(𝑅) 一个页面能存储的关系𝑅的元组数

min(𝑅, 𝐴) 关系𝑅在属性𝐴上取值的最小值

max(𝑅, 𝐴) 关系𝑅在属性𝐴上取值的最大值

𝑉(𝑅, 𝐴)
关系𝑅在属性𝐴上不同值个数。当𝐴扩展为属性集合𝒜时，𝑉(𝑅,𝒜)表示关系𝑅在属性集𝒜上

投影后不同的元组数，即Π𝒜 𝑅 元组数

MCV(𝑅, 𝐴) 关系𝑅在属性𝐴上取值最频繁的topk（most comm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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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方图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直方图（histogram）：一组区间（桶）以及这些区间中取值出现的频率

示例，对月份属性建立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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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方图分类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等深直方图（equal-depth histogram）：按属性不同值出现频率调整区间宽度

Ø 等宽直方图（equal-width histogram）：将属性按照相同间距划分区间

Ø 数据: 1、4、6、7、7、7、8、8、8、9、10、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6

3

1 2 3 4 5 6   7        8      9 10 12

3 3 3 3

等宽 等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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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假设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利用统计数据进行估计依赖着以下假设：

Ø 均匀分布假设（uniform distribution assumption）：

• 认为属性内部取值是均匀分布的

Ø 属性独立假设（attribute independence assumption）：

• 认为不同属性的取值之间相互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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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运算的基数估计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等值谓词，𝝈𝑨-𝒙(𝑹) ：𝑻(𝑹)/𝑽(𝑹, 𝑨) 

Ø 范围谓词，𝜎89:(𝑅) ：

• 若𝑥 < min(𝑅, 𝐴) ，以0作为估计

• 若𝑥 ≥ max(𝑅, 𝐴)，以𝑇(𝑅)作为估计

• 若𝑥落在[min 𝑅, 𝐴 ,max 𝑅, 𝐴 ]，以𝑇 𝑅 ⋅ ()*+,(.,0)
*23 .,0 )*+,(.,0)

作为估计

• 对于<,>,≥等其他的运算符以此类推 



freq(𝐴 ≤ 25) = (𝑇(1 ≤ 𝐴 ≤ 10) + 𝑇(10 < 𝐴 ≤ 20) +k 0.5 k 𝑇(20 < 𝐴 ≤ 30))/𝑇(𝑅)

Ø 使用直方图进行估计

• 𝑇 𝑅 ⋅ freq(𝐴 ≤ 𝑥) 

Ø 举例： 利用直方图估计范围谓词𝐀 ≤ 𝟐𝟓 的结果基数

57

选择运算的基数估计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取反

• 取反的一般形式为：𝜎¬! 𝑅

• 以card 𝜎¬! = 𝑇 𝑅 − card 𝜎! 作为取反的基数估计

Ø 合取

• 合取的一般形式为：𝜎!! ⋀⋯⋀!#(𝑅)，表示同时符合谓词𝜎!$， 1 ≤ 𝑖 ≤ 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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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运算的基数估计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card 𝜎!!⋀⋯⋀!# = 𝑇 𝑅 L sel 𝜎!!⋀⋯⋀!#

= 𝑇(𝑅) L
card 𝜎!! ×⋯×card 𝜎!#

𝑇(𝑅)6



Ø 析取

• 析取的一般形式为：𝜎!! ⋁⋯⋁!#(𝑅)，表示至少符合谓词𝜎!$ , 1 ≤ 𝑖 ≤ 𝑘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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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运算的基数估计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card 𝜎!! ⋁	⋯ 9!# = 𝑇 𝑅 k sel 𝜎!! ⋁	⋯ 9!
#

= 𝑇 𝑅 k 1 −
𝑇 𝑅 − card 𝜎!! ×⋯× 𝑇 𝑅 − card 𝜎!#

𝑇 𝑅 :

sel 𝜎!!⋁ ⋯⋁!# = 1 −s
;

1 − sel;

= 1 − 1 − sel$ ×⋯× 1 − sel:

= 1 −
𝑇 𝑅 − card 𝜎!! ×⋯× 𝑇 𝑅 − card 𝜎!#

𝑇(𝑅):



Ø 对中间结果在属性𝐀上的不同取值个数𝑽(𝝈𝒑(𝑹), 𝑨) 的估计

• 如果属性𝐴在选择条件𝑝中出现，利用均匀分布假设，可以估计 

• 如果属性𝐴没有在选择条件𝑝中出现，利用属性独立假设，属性𝐴的取值与选择条

件无关，可以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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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运算的基数估计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𝑉 𝜎! 𝑅 , 𝐴 = min 𝑉 𝑅, 𝐴 , 𝑇 𝜎! 𝑅  

𝑉 𝜎!(𝑅), 𝐴 = sel(𝜎!) L 𝑉 𝑅, 𝐴



Ø 考虑有三个属性的关系𝐑(𝐀, 𝐁, 𝐂)

• 其中𝑇 𝑅 = 10000，𝑉 𝑅, 𝐴 = 5，𝑉 𝑅, 𝐵 =10，𝑉 𝑅, 𝐶 = 20

• 假设关系𝑅在属性𝐴, 𝐵, 𝐶上的取值分别为{1,2,⋯5}，{1,2,⋯10}，{1,2,⋯20}，

且完全符合属性独立假设和均匀分布假设

Ø 对于关系代数表达式𝝈𝐀-𝟓⋀𝐁9𝟓(𝐑)可以进行如下估计 

Ø 首先，对两个选择谓词的基数估计为，

• card 𝜎089 = : .
;(.,0)

= 2000

• card 𝜎<=9 = 𝑇 𝑅 × "
#
=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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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运算的基数估计示例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利用上文介绍的合取估计方法

• card 𝜎089⋀<=9 = 𝑇 𝑅 L >?@A B%&' C>?@A B()'
D . "

•        = 10000× #EEE×9EEE
"EEEE×"EEEE

= 1000 

Ø 用𝑹@表示结果关系𝝈𝐀-𝟓⋀𝐁9𝟓 𝑹 ，可以得到

• 𝑉 𝑅G, 𝐴 = sel 𝜎089 L 𝑉 𝑅, 𝐴 = "
9
×5 = 1

• 𝑉 𝑅G, 𝐵 = sel 𝜎<=9 L 𝑉 𝑅, 𝐵 = "
#
×10 = 5

• 𝑉 𝑅G, 𝐶 = min 𝑉 𝑅, 𝐶 , 𝑇 𝜎089⋀<=9 = min 20,1000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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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运算的基数估计示例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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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运算的基数估计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情况1: 两个关系在单属性上连接

• 考虑两个关系𝑅" 𝐴, 𝐵 和𝑅# 𝐴, 𝐶 。

• 属性𝐴为这两个关系进行自然连接的属性，𝐵和𝐶分别是关系𝑅"和𝑅#的非连接属性。

• 要进行结果基数估计的自然连接是𝑅" 𝐴, 𝐵 ⋈ 𝑅#(𝐴, 𝐶)

• 使用𝐴", 𝐴#来分别表示关系𝑅"和𝑅#中属性𝐴的取值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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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运算的基数估计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 当𝐴" ∩ 𝐴# = ∅时，𝑇 𝑅" ⋈ 𝑅# = 0

• 当𝑅"和𝑅#在𝐴上都只取同一个值时，𝑇 𝑅" ⋈ 𝑅# = 𝑇 𝑅" ×𝑇 𝑅#
• 当属性𝐴是𝑅"的主键，是𝑅#的外键，也就是主键-外键连接时，𝑇 𝑅" ⋈ 𝑅# = 𝑇 𝑅#

Ø 难点：

• 连接的基数深受|𝐴" ∩ 𝐴#|的影响

• 优化器并不清楚𝐴"和𝐴#的关联情况
Ø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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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运算的基数估计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 假设1：对于关系𝑅", 𝑅#的连接属性𝐴，若𝑉 𝑅#, 𝐴 ≤ 𝑉 𝑅", 𝐴 ，则假设𝐴# ⊆ 𝐴"
• 假设2：对于不是关系𝑅", 𝑅#中共有且不参与连接的属性𝑊，不妨设𝑊是关系𝑅#中的属

性，则有𝑉 𝑅" ⋈ 𝑅#,𝑊 = 𝑉 𝑅#,𝑊 。

• 认为不参与连接的属性的取值个数不会因为连接而减少。

Ø 𝑨𝟏和𝑨𝟐的关联情况在查询执行时才能确定

Ø 为了在查询执行前估计，优化器作出以下简化假设：

在属性𝐴是𝑅"的主键，并且是𝑅#的外键的主键-外键连接的情况下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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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运算的基数估计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基于以上假设，可以对𝑹𝟏 ⋈ 𝑹𝟐的基数估计作下述推导：
• 根据对称性，不妨设𝑉 𝑅#, 𝐴 ≤ 𝑉 𝑅", 𝐴

• 根据假设1，𝐴# ⊆ 𝐴"，因此𝐴#的任何一个取值都能在𝐴"中找到匹配

• 根据均匀分布假设，关系𝑅"中属性𝐴的每一个取值出现的频率均为1/𝑉 𝑅", 𝐴

• 因此对于关系𝑅#中的𝑇(𝑅#)个元组，每一个都能在𝑅"中找到𝑇(𝑅")/𝑉 𝑅", 𝐴 个匹配

• 所以连接结果的大小估计值为:(.!)×:(.")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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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运算的基数估计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根据对称性，当𝑽 𝑹𝟐, 𝑨 > 𝑽 𝑹𝟏, 𝑨 时同样可以进行上述分析

Ø 综上所述，对连接运算的基数估计为：

Ø 𝑻 𝑹𝟏 𝑨,𝑩 ⋈ 𝑹𝟐 𝑨, 𝑪 = 𝑻(𝑹𝟏)×𝑻(𝑹𝟐)
𝐦𝐚𝐱(𝑽 𝑹𝟏,𝑨 ,𝑽 𝑹𝟐,𝑨 )

Ø 并且根据假设1还可以得到：

Ø 𝑽 𝑹𝟏 ⋈ 𝑹𝟐, 𝑨 = 𝐦𝐢𝐧 𝑽 𝑹𝟏, 𝑨 , 𝑽 𝑹𝟐, 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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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运算的基数估计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对于关系𝑹𝟏, 𝑹𝟐中公有的属性𝑨

• 𝑉 𝑅" ⋈ 𝑅#, A = min 𝑉 𝑅", 𝐴 , 𝑉 𝑅#, 𝐴

Ø 对于其它并非关系𝑹𝟏, 𝑹𝟐中公有，因而不参与连接的属性𝐖，不妨设𝐖是

关系𝑹𝟐中的属性
• 𝑉 𝑅" ⋈ 𝑅#,𝑊 = 𝑉 𝑅#,𝑊

Ø 对连接结果的基数估计

• 𝑇 𝑅" 𝐴, 𝐵 ⋈ 𝑅# 𝐴, 𝐶 = :(.!)×:(.")
*23(; .!,0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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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运算的基数估计示例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三个关系𝑹𝟏, 𝑹𝟐, 𝑹𝟑在属性𝐀上进行自然连接，估计连接结果的基数

Ø 对(𝑹𝟏⋈ 𝑹𝟐) ⋈ 𝑹𝟑和𝑹𝟏 ⋈ (𝑹𝟐 ⋈ 𝑹𝟑)两种连接顺序分别进行估计

关系 𝑇(𝑅t) 𝑉 𝑅t, 𝐴

𝑅! 100 10
𝑅" 500 20
𝑅# 10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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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运算的基数估计示例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对(𝑹𝟏⋈ 𝑹𝟐) ⋈ 𝑹𝟑 的连接顺序进行估计

• 𝑇 𝑅" ⋈ 𝑅# = :(.!)×:(.")
H?((; .!,0 ,; .",0 )

= "EE×9EE
#E

= 2500

• 用𝑅G表示𝑅" ⋈ 𝑅#，𝑉 𝑅G, 𝐴 = 𝑚𝑖𝑛 𝑉 𝑅", 𝐴 , 𝑉 𝑅#, 𝐴 = 10

• 𝑇 𝑅G ⋈ 𝑅% = :(.*)×:(.+)
H?((; .*,0 ,; .+,0 )

= #9EE×"EEE
9E

= 50000

Ø 因此对结果基数的估计为50000



71

连接运算的基数估计示例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对𝑹𝟏 ⋈ (𝑹𝟐 ⋈ 𝑹𝟑)的连接顺序进行估计

• 𝑇 𝑅# ⋈ 𝑅% = :(.")×:(.+)
*23(; .",0 ,; .+,0 )

= 9EE×"EEE
9E

= 10000

• 用𝑅GG表示𝑅# ⋈ 𝑅% ，𝑉 𝑅GG, 𝐴 = 𝑚𝑖𝑛 𝑉 𝑅#, 𝐴 , 𝑉 𝑅%, 𝐴 = 20

• 𝑇 𝑅" ⋈ 𝑅GG = :(.!)×:(.**)
*23(; .!,0 ,; .**,0 )

= "EE×"EEEE
#E

= 50000

Ø 因此对结果基数的估计同样为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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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运算的基数估计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情况2: 两个关系在多个属性上连接

• 考虑两个关系𝑅" 𝐴, 𝐵 和𝑅# 𝐴, 𝐶 。

• 属性𝐴为这两个关系进行自然连接的属性集合，𝐵和𝐶分别是关系𝑅"和𝑅#的非连接属性。

• 要进行结果基数估计的自然连接是𝑅" 𝐴, 𝐵 ⋈ 𝑅#(𝐴, 𝐶)。

• 基数估计结果为𝑇 𝑅" 𝐴, 𝐵 ⋈ 𝑅# 𝐴, 𝐶 = :(.!)×:(.")
∏,∈%*23(; .!,? ,; .",? )



Ø 两个关系𝑹𝟏, 𝑹𝟐在属性𝐀,𝐁上进行自然连接，估计连接结果基数

Ø 𝑻 𝑹𝟏 ⋈ 𝑹𝟐 = 𝑻(𝑹𝟏)×𝑻(𝑹𝟐)
𝐦𝐚𝐱(𝐕 𝑹𝟏,𝑨 ,𝐕 𝑹𝟐,𝑨 )×𝐦𝐚𝐱(𝐕 𝑹𝟏,𝑨 ,𝐕 𝑹𝟐,𝑨 ) =

𝟏𝟎𝟎×𝟓𝟎𝟎
𝟐𝟎×𝟏𝟎 = 𝟐𝟓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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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运算的基数估计示例（2）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关系 𝑇(𝑅t) 𝑉 𝑅t, 𝐴 𝑉 𝑅t, 𝐵

𝑅! 100 10 5
𝑅" 500 2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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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运算的基数估计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情况3: 多个关系在多个属性上连接
• 考虑𝑚个关系𝑅", 𝑅#, ⋯ , 𝑅H，其自然连接相当于在𝑅", 𝑅#, ⋯ , 𝑅H的笛卡尔积上加入重名

属性取值相等的限制。

• 对于任意一个自然连接属性𝐴，假设其涉及的关系集合为𝑄，则笛卡尔积结果中的任

意一个元组符合该连接限制的概率为

𝑃 𝐴 =

1
𝑉(𝑅, 𝐴)

,其中𝑅 ∈ 𝑄, 若 Q = 1

min.∈K{𝑉(𝑅, 𝐴)}
∏.∈K𝑉 𝑅, 𝐴 , 若 Q ≠ 1

• 对结果的基数估计𝑇 𝑅" ⋈ 𝑅#⋯ ⋈ 𝑅H = ∏"=L=H𝑇(𝑅L)∏0∈&𝑃(𝐴)

• 其中𝑆表示涉及的连接属性集合



Ø 三个关系R", R#, R%在属性A, B上进行自然连接，S = {A, B}，表格中用横线表示某个关

系不存在该属性 ，估计连接结果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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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运算的基数估计示例（3）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关系 𝑇(𝑅L) 𝑉 𝑅L , 𝐴 𝑉 𝑅L , 𝐵
𝑅. 100 10 2
𝑅/ 500 - 4
𝑅0 1000 50 5

Ø 对于属性A的限制，P A =
*+,1∈{1!,1+}{N(O,P)}
∏1∈{1!,1+} N O,P

= "E
"E×9E

= "
9E

Ø 对于属性B的限制，P B =
*+,1∈{1!,1",1+}{N(O,R)}
∏1∈{1!,1",1+} N O,R

= #
#×S×9

= "
#E

Ø T R" ⋈ R# ⋈ R% = ∏"=+=%T R+ ∏P∈TP A = 100×500×1000× "
9E
× "
#E
=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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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算子的基数估计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投影运算
• 对于投影ΠP 𝑅 ，由于投影过程中会去除重复元组，因此可以估计为：

𝑇 ΠP 𝑅 = 𝑉 ΠP 𝑅 , 𝐴 = 𝑉 𝑅, 𝐴

Ø 并运算
• 对于多集的并，由于多集可以包含重复元组，故𝑇 𝑅" ∪ 𝑅# = 𝑇 𝑅" + 𝑇(𝑅#)。

• 对于集合的并，一般以*?((:(.!),:(."))U: .! U:(.")
#

 作为估计。

Ø 交运算

• 对于两关系的交，一般以*+,(: .! ,: ." )
#

作为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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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算子的基数估计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差运算

• 对于两关系的差，一般以#C: .! ): ."
#

作为估计

Ø 去重运算

• 对于属性集合为𝑆的关系R，一般取min(: .
# , ∏0∈&𝑉(𝑅, 𝐴))作为估计 

Ø 分组聚集运算
• 对于关系R，以及对其进行的分组操作 V𝒢'(𝑅)，其中𝐺是分组属性集合，一般以

min(: .
# , ∏0∈V𝑉(𝑅, 𝐴))作为结果的大小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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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画像的基数估计
Ø 数据画像（data sketch）：通过建立能够较为准确近似数据信息的概率性的数

据结构来替代直方图，在一些应用场景中可以进一步提高基数估计的准确度

Ø 估计数据出现的频率

• Count-Min算法

Ø 估计数据中不同元素个数（Distinct）

• HyperLogLog算法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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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Min算法
Ø 考虑一个简单情况

Ø 给定一列数据，建立一个哈希函数H，以及一个w项的数据画像

• M[i]被初始化为0，0≤i≤w-1

• 对该列数据的每一个取值v

• M[H[v]%w]++

Ø 给定值x，用M[H[x]%w]来估计基数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由于哈希冲突，常常高估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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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Min算法
Ø 考虑使用d个哈希函数来减少哈希冲突的出现

Ø 建立有d 行w 列的矩阵M，初始化为0；对应于d个哈希函数

Ø 对每个值 v，以及每个哈希函数 𝒉𝒊 :

• M[i][h+(v)]=M[i][h+(v)]+1; h+ v in [0,w)

Ø 给定值x，x出现的频率f(x)可以被估计为：

• f(x)=mini in [0,d-1]M[i][h+(v)]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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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Min算法
Ø  d=4 个哈希函数， w=7 列

Ø 给定值{2,3,2,4,3,2,5}:

• h0(v)=v%w; h1(v)=v2%w; h2(v)=(2v+1)%w; h3(v)=(3v2+1)%w;

Ø 加入 2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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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Min算法
Ø  d=4 个哈希函数， w=7 列

Ø 给定值{2,3,2,4,3,2,5}:

• h0(v)=v%w; h1(v)=v2%w; h2(v)=(2v+1)%w; h3(v)=(3v2+1)%w;

Ø 加入 2，3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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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Min算法
Ø  d=4 个哈希函数， w=7 列

Ø 给定值{2,3,2,4,3,2,5}:

• h0(v)=v%w; h1(v)=v2%w; h2(v)=(2v+1)%w; h3(v)=(3v2+1)%w;

Ø 加入 2，3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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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Min算法
Ø  d=4 个哈希函数， w=7 列

Ø 给定值{2,3,2,4,3,2,5}:

• h0(v)=v%w; h1(v)=v2%w; h2(v)=(2v+1)%w; h3(v)=(3v2+1)%w;

Ø 加入 2，3，2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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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Min算法
Ø  d=4 个哈希函数， w=7 列

Ø 给定值{2,3,2,4,3,2,5}:

• h0(v)=v%w; h1(v)=v2%w; h2(v)=(2v+1)%w; h3(v)=(3v2+1)%w;

Ø 加入 2，3，2，4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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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Min算法
Ø  d=4 个哈希函数， w=7 列

Ø 给定值{2,3,2,4,3,2,5}:

• h0(v)=v%w; h1(v)=v2%w; h2(v)=(2v+1)%w; h3(v)=(3v2+1)%w;

Ø 加入 2，3，2，4，5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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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erLogLog算法

Ø 估计某列不同取值个数
• 线性扫描进行统计：过于低效
• 哈希：空间占用过大

…

Ø HyperLogLog
• 只需要12KB的内存，就可以计算最高达264个不同元素的基数
• 广泛应用在内存数据库Redis、大数据运算框架Spark、Flink中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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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erLogLog算法
Ø 核心思想：假设我们有一个完美的哈希函数h，以[1,r]的整数位输入，输出一个

[0,n]之间整数形式的哈希值

• “完美”指：[1,r]的输入对应的哈希值为[0,n]的均匀分布

Ø 二进制形式下，哈希值后缀零个数的期望概率为：

• 1个连续后缀0的概率：1/2

• 2个连续后缀0的概率：1/4

• 3个连续后缀0的概率：1/8

• 4个连续后缀0的概率：1/16

…

• w<log n 个连续后缀0的概率 1/2w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89

HyperLogLog算法

Ø 用𝑓 𝑥 表示𝑥在二进制下后缀中第一个1出

现的位置

Ø 对于经过哈希后均匀分布的随机数集𝑆，

考虑𝑆中所有数字的二进制表示，定义𝑘 =

𝑚𝑎𝑥N∈P 𝑓 𝑎  

Ø 对于𝑚𝑎𝑥N∈P 𝑓 𝑎 = 𝑘的数组𝑆，其基数

的期望为2Q

• 所有数据放在一起，估计值误差大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p实际基数：3
p估计基数：8

计算全局的k，误差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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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erLogLog算法
Ø 改进：将数据按照哈希值放入m个（默认16384个）桶中

• 数据划分为𝑆"、𝑆#、𝑆%、⋯、𝑆H 

• 每个桶分别计算桶内数据的𝑘值，得到𝑘"、𝑘#、𝑘%、⋯、𝑘H 

• 计算这些𝑘的调和平均值𝑘G = 𝒎
𝟏
𝒌𝟏
U 𝟏
𝒌𝟐
U⋯U 𝟏

𝒌𝒎

 

• 将𝑘G作为估计基数时采用的更加准确的参考数据 

• 使用26*作为对基数的估计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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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erLogLog算法示例（2）
Ø 实际基数：3

Ø 估计基数：2.83≈ 𝟑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分桶计算k，有效提高准确度

按照第一位分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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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erLogLog复杂度分析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分桶个数𝒎 ，最大基数𝒏 

Ø 空间复杂度：𝑶(𝒎𝒍𝒐𝒈(𝒍𝒐𝒈 𝒏 )

• 建立了𝑚个桶

• n个不同元素哈希后最长后缀零的长度为𝑂(log 𝑛

• 二进制存储， 𝑂(log 𝑛 种不同的后缀零长度，只需要𝑂(log(log 𝑛 )个位（bit）就能存储 

Ø 时间复杂度：𝑶(𝒎)

• 查询时只需要整合𝑚个桶的信息

• 桶的个数𝑚常被视为一个固定的常数，因此也可以认为时间复杂度为𝑂(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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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采样的基数估计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使用所有数据来计算统计信息的代价较高，而且受到统计信息不断动态改变的影响

Ø 数据库一般会选择在负载较低或发生了大量修改操作的时候才更新统计信息，以减少对正

常业务的影响

Ø 然而在关系表很大时，统计信息的更新仍然会给正常业务带来显著影响

Ø 数据库在进行统计信息的计算和维护前，一般会使用采样方法维护一个样本池来代表其存

储的全量元组

Ø 优化器针对这个样本池来收集和维护统计信息，并在数据库发生更新时对应更新该样本池

Ø 收集统计信息时机：业务闲、计划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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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采样的基数估计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蓄水池采样是一种随机采样算法，在不知道集合大小n的情况下，随机抽取k个样本。

Ø 采样过程只需遍历一次集合中的所有元素，并且保证每个元素的被选取概率相同。采

样的原理如下：

• 维护一个大小为k的蓄水池，集合中前k个元素用于初始化蓄水池

• 对于后续的第i(i>k)个元素，都以6
L
的概率替换蓄水池中的元素，且蓄水池中每个元素被替

换的概率均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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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水池采样证明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对于第i项（i<=k）
• 根据算法定义，前k步中被选中的概率为1
• 第k+1步中，被替换的概率为：

• 选中第k+1项的概率 * 选中i来替换的概率，即为 6
XU"

∗ "
X
= "

6U"

• 因此，第k+1步中，没有被替换的概率为：1 − "
6U"

= 6
6U"

• 同理可得，在第k+2步中，没有被替换的概率为： 6
6U#

• 前n步没有被替换的概率：
 = 前k步没有被替换的概率 * 第k+1步没有被替换的概率 * 第k+2步…

 = 1 ∗ 6
6U"

∗ 6U"
6U#

∗ ⋯∗ Y)"
Y

= 6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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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水池采样证明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对于第i项（i>k）

• 根据算法定义，在第i步中被选中的概率为Q
R

• 按照先前的分析，在第j步（j>i）中没有被替换的概率为：ST/
S

所以，第i项在前n步中没有被替换的概率
= 在第i步中被选中的概率 * 在第i+1步没有被替换的概率 *在第i+2步……

= Q
R
 * R

RU/
∗ ⋯∗ VT/

V

= Q
V

任意一项被采样的概率均为Q
V

，是等概率随机采样



1. 逻辑优化(查询重写)

2. 物理优化

l 代价估计

l 连接顺序选择

l 物理算子选择

3. 优化器系统

4. 物化视图

目录

数据库系统-存储系统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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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树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连接树（join tree）：表示n个关系连接时采用的连接顺序

• 二叉树

• 内部节点都是连接运算

• n个叶子节点与n个关系一一对应

Ø 连接树分类：

• 左深连接树：内部节点的右子节点都是叶子节点的连接树

• 右深连接树：内部节点的左子节点都是叶子节点的连接树

• 浓密树：不是左深树和右深树的连接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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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树示例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左深连接树
((𝑅! ⋈ 𝑅") ⋈ 𝑅#) ⋈ 𝑅� 

浓密树
((𝑅! ⋈ 𝑅") ⋈ (𝑅#⋈ 𝑅�)) 

右深连接树
𝑅! ⋈ (𝑅" ⋈ (𝑅#⋈ 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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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树数量规模分析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n个关系构成的结构不同的连接树个数为：

• 𝐶Y =
"
Y

#Y)#
Y)" = #Y)# !

Y! Y)" !

• 恰好为著名的卡特兰数（Catalan number） 

Ø 对于每个连接树结构，𝐧个关系的𝐧!个全排列中每个都对应一个连接树

• 不同连接树个数为：NTree 𝑛 = 𝑛! 𝐶Y =
#Y)# !
Y)" !

• 规模迅速增加，NTree 10 ≈ 10"E

Ø 只考虑部分连接树——左深连接树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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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深连接树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相较于所有连接树，左深树数量很小 n!：

• 对于𝑛个关系连接的情况，只有1个确定的左深树结构 

• 例如，当𝑛 = 10时，左深树只占所有连接树数量的 "
S[\#

• 左深3628800  vs  稠密17643225600

Ø 左深连接树每个右子节点均为基本关系，利于连接运算高效执行

• 例如，嵌套循环连接可以利用基本关系已经建立的索引，执行更加高效

• 避免将连接中一些过大的中间结果物化到磁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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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顺序选择算法

① 动态规划算法

② 贪心算法

③ 遗传算法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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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规划算法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尽管只考虑左深树，枚举过程仍然花销很大：
• 枚举过程中存在大量的重复子结构 

• 考虑枚举𝑅", 𝑅#, 𝑅%, 𝑅S 的连接顺序

• 𝑅" ⋈ 𝑅# ⋈ 𝑅% ⋈ 𝑅S

• 𝑅" ⋈ 𝑅# ⋈ 𝑅S ⋈ 𝑅%
• 𝑅" ⋈ 𝑅#的估计结果可以复用

Ø动态规划算法
• 核心思想：将计算过的结果记忆化存储

• 当遇到重复的相同子问题时，可以直接利用计算过
的结果，无需重新计算。

• 由此实现减少计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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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规划算法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当枚举到集合𝑺时，按如下方式计算集合𝑺的信息（稠密树）：
• 𝐶 𝑆 ：连接的最小代价

• 𝑆 > 1:
• 枚举集合𝑆的子集𝑆]，计算𝑆@ = 𝑆 − 𝑆]， 1 ≤ |𝑆]| ≤ 𝑆 − 1 
• 状态转移方程：	
𝐶 𝑆 = min&9⊂&	&	&9a∅ 𝐶 𝑆] + 𝐶 𝑆@ + 𝐶𝑜𝑠𝑡(𝑆], 𝑆@)

• 𝑆 = 1:
• 𝐶 𝑆 = 𝑇(𝑆)

• 𝐶𝑜𝑠𝑡 𝑆], 𝑆@ ≈ 	𝑇 𝑆
• 按照连接运算的基数估计方法进行代价估算

• Seq 𝑆 ：连接的顺序
• 确定了使𝐶 𝑆 最小的𝑆], 𝑆@后可以得到最优连接顺序
• Seq 𝑆 = Seq 𝑆] ⋈ Seq(𝑆@)

左深树：枚举每个表A
𝐶 𝑆 = min 𝐶 𝐴 + 𝐶 𝑆 − 𝐴 + 𝐶𝑜𝑠𝑡(𝑆 − 𝐴, 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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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规划算法示例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考虑为四个关系𝑹𝟏, 𝑹𝟐, 𝑹𝟑, 𝑹𝟒进行连接顺序选择 ：
• 每个关系的大小均为1000

 

集合大小为1的动态规划信息表 

关系集合𝑆 𝑇(𝑆) 𝑉 𝑆, 𝐴 𝑉 𝑆, 𝐵 𝑉 𝑆, 𝐶 𝐶 𝑆 Seq 𝑆

{𝑅$} 1000 50 - - 1000 𝑅$

{𝑅%} 1000 40 100 - 1000 𝑅%

{𝑅>} 1000 - 20 200 1000 𝑅>

{𝑅?} 1000 - - 250 1000 𝑅?



106

动态规划算法示例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考虑两个关系连接后的情况：

 

集合大小为2的动态规划信息表 

关系集合𝑆 𝑇(𝑆) 𝑉 𝑆, 𝐴 𝑉 𝑆, 𝐵 𝑉 𝑆, 𝐶 𝐶 𝑆 Seq 𝑆

{𝑅., 𝑅/} 20000 40 100 - 22000 𝑅. ⋈ 𝑅/

{𝑅/, 𝑅0} 10000 40 20 200 12000 𝑅/ ⋈ 𝑅0

{𝑅0, 𝑅:} 4000 - 20 200 6000 𝑅0 ⋈ 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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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规划算法示例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考虑三个关系连接后的情况：

 

集合大小为3的动态规划信息表 

关系集合𝑆 𝑇(𝑆) 𝑉 𝑆, 𝐴 𝑉 𝑆, 𝐵 𝑉 𝑆, 𝐶 𝐶 𝑆 Seq 𝑆

{𝑅., 𝑅/, 𝑅0} 200000 40 20 200 213000 (𝑅/ ⋈ 𝑅0) ⋈ 𝑅.
{𝑅/, 𝑅0, 𝑅:} 40000 40 20 200 47000 (𝑅0 ⋈ 𝑅:) ⋈ 𝑅/



Ø 考虑所有四个关系时，𝑺 = 𝑹𝟏, 𝑹𝟐, 𝑹𝟑, 𝑹𝟒

Ø 需要在以下选项中选择

• Seq {𝑅", 𝑅#, 𝑅%} ⋈ Seq({𝑅S})，

• Seq {𝑅#, 𝑅%, 𝑅S} ⋈ Seq({𝑅"})，

• Seq {𝑅", 𝑅#} ⋈ Seq({𝑅%, 𝑅S})

Ø 对于𝐒𝐞𝐪 {𝑹𝟏, 𝑹𝟐, 𝑹𝟑} ⋈ 𝑺𝒆𝒒({𝑹𝟒})，总代价： 

𝑪 {𝑹𝟏, 𝑹𝟐, 𝑹𝟑} + 𝑪 {𝑹𝟒} + 𝑪𝒐𝒔𝒕 𝑹𝟏, 𝑹𝟐, 𝑹𝟑 , 𝑹𝟒	 = 𝟏𝟎𝟏𝟒𝟎𝟎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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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规划算法示例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对于𝑺𝒆𝒒 {𝑹𝟐, 𝑹𝟑, 𝑹𝟒} ⋈ 𝑺𝒆𝒒({𝑹𝟏})，总代价

 𝐂 {𝑹𝟐, 𝑹𝟑, 𝑹𝟒} + 𝐂 {𝑹𝟏} + 𝑪𝒐𝒔𝒕 𝑹𝟐, 𝑹𝟑, 𝑹𝟒 , 𝐑𝟏 = 𝟖𝟒𝟖𝟎𝟎𝟎

Ø 对于𝑺𝒆𝒒 {𝑹𝟏, 𝑹𝟐} ⋈ 𝑺𝒆𝒒({𝑹𝟑, 𝑹𝟒})，总代价 
𝑪 {𝑹𝟏, 𝑹𝟐} + 𝑪 {𝑹𝟑, 𝑹𝟒} + 𝑪𝒐𝒔𝒕( 𝑹𝟏, 𝑹𝟐 , {𝑹𝟑, 𝑹𝟒}) = 𝟖𝟐𝟖𝟎𝟎𝟎

Ø 最终确定使用代价最低的连接顺序：

• 𝑺𝒆𝒒 {𝑹𝟏, 𝑹𝟐} ⋈ 𝑺𝒆𝒒({𝑹𝟑, 𝑹𝟒}) = (𝑹𝟏 ⋈ 𝑹𝟐) ⋈ (𝑹𝟑 ⋈ 𝑹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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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规划算法示例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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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规划算法复杂度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空间复杂度（左深树）

Ø 由于非空集合数量是2Y − 1，而维护的信息大小是常数

Ø 总的空间复杂度	𝑂(2Y)

Ø 时间复杂度（左深树）

𝑂 �
L8"

Y

𝐶YL ∗ 𝑖 = 𝑂 �
L8"

Y
𝑛!

𝑖! 𝑛 − 𝑖 !
∗ 𝑖 = 𝑂 𝑛�

L8"

Y
(𝑛 − 1)!

(𝑖 − 1)! (𝑛 − 1) − (𝑖 − 1) !
= 𝑂 𝑛 ∗�

L8"

Y

𝐶Y)"L)"

= 𝑂 𝑛 ∗ 2Y)" = 𝑂 𝑛 ∗ 2Y

Ø稠密树时间复杂度：
𝑂 �

;5$

@

𝐶@; ∗ (2; − 2) = 𝑂 �
;5$

@

𝐶@; ∗ 2; = 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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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顺序选择算法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① 动态规划算法

② 贪心算法

③ 遗传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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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心算法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核心思想：每次选择当前状态下增加的代价最小的关系连接 

Ø 算法执行过程：

• （1）选择一个大小𝑇 𝑅 最小的关系作为当前关系𝑅ghi；

• （2）从余下没有被选择过的关系中选择与𝑅ghi连接后结果最小的𝑅,j3k，将𝑅ghi更新为𝑅ghi ⋈ 𝑅,j3k；

• （3）不断重复步骤（2），直到所有关系都被选择过。

Ø 时间复杂度：

• 单次复杂度为𝑂(𝑛)的决策（计算与𝑅ghi连接后的大小）

• 重复𝑛轮，因此使用贪心算法只有𝑂(𝑛#)的复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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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心算法示例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第一步：所有关系大小都相等，但𝑹𝟐和𝑹𝟑在进行连接时有2种选择，选择

𝑹𝟐作为当前关系𝑹𝒄𝒖𝒓。

关系集合𝑆 𝑇(𝑆) 𝑉 𝑆, 𝐴 𝑉 𝑆, 𝐵 𝑉 𝑆, 𝐶

{𝑅$} 1000 50 - -
{𝑅%} 1000 40 100 -
{𝑅>} 1000 - 20 200
{𝑅?} 1000 - -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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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心算法示例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第二步：比较𝑻(𝑹𝟏 ⋈ 𝑹𝟐)和𝑻(𝑹𝟐 ⋈ 𝑹𝟑)，由于𝑻(𝑹𝟐 ⋈ 𝑹𝟑)更小，选择

𝑹𝟑进行连接，更新𝑹𝒄𝒖𝒓为𝑹𝟐 ⋈ 𝑹𝟑。

关系集合𝑆 𝑇(𝑆) 𝑉 𝑆, 𝐴 𝑉 𝑆, 𝐵 𝑉 𝑆, 𝐶

{𝑅$, 𝑅%} 20000 40 100 -
{𝑅%, 𝑅>} 10000 40 20 200
{𝑅>, 𝑅?} 4000 - 2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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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心算法示例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第三步：比较𝑻((𝑹𝟐 ⋈ 𝑹𝟑) ⋈ 𝑹𝟏)和𝑻((𝑹𝟐 ⋈ 𝑹𝟑) ⋈ 𝑹𝟒)，由于后者更小，选择𝑹𝟒进行下一步连接，
更新𝑹𝒄𝒖𝒓为(𝑹𝟐⋈ 𝑹𝟑) ⋈ 𝑹𝟒。

Ø 第四步：仅剩𝑹𝟏，因此最终确定了连接顺序为((𝑹𝟐⋈ 𝑹𝟑) ⋈ 𝑹𝟒) ⋈ 𝑹𝟏。
Ø 核心思想：每次选择当前状态下增加的代价最小的关系连接 
Ø 算法执行过程：

• （1）选择一个大小𝑁 𝑅 最小的关系作为当前关系𝑅ABC；
• （2）从余下没有被选择过的关系中选择与𝑅ABC连接后结果最小的𝑅@DEF，将𝑅ABC更新为𝑅ABC ⋈ 𝑅@DEF；
• （3）不断重复步骤（2），直到所有关系都被选择过。

Ø 时间复杂度：
• 单次复杂度为𝑂(𝑛)的决策（计算与𝑅ABC连接后的大小）
• 重复𝑛轮，因此使用贪心算法只有𝑂(𝑛%)的复杂度 

关系集合𝑆 𝑇(𝑆) 𝑉 𝑆, 𝐴 𝑉 𝑆, 𝐵 𝑉 𝑆, 𝐶

{𝑅!, 𝑅", 𝑅#} 200000 40 20 200
{𝑅", 𝑅#, 𝑅$} 40000 40 2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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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顺序选择算法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① 动态规划算法

② 贪心算法

③ 遗传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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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算法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一种启发式的优化方法

Ø核心思想：“自然选择”，淘汰“适应程度”低的“个体”

Ø 个体：不同的连接顺序

Ø适应程度：连接顺序的代价

Ø 优点：不受关系数的限制。易于跳出局部最优。空间开销较小

Ø缺点：可解释性较差。作为随机化算法，优化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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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算法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交叉：对连接顺序进行组合替换。也就是由已有的两个连接顺序合并为一
个新的连接顺序，其中每个连接顺序只有一部分被保留在合并后的结果中。

Ø变异：对某个顺序自身进行调整（例如替换物理算子），得到一个新的连
接顺序。

Ø 选择：代价较低的顺序，直接遗传到下一代。

 



Ø 初始化：随机选择一批计划（例如1000）

Ø 第一轮：计划1代价最大，被淘汰

Ø 计划2、计划3 变异，选择与交叉，得到第二轮候选计划

Ø 不断迭代以上过程，结束条件：代价不再降低；达到轮数 
119

遗传算法示例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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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1. 逻辑优化(查询重写)

2. 物理优化

l 代价估计

l 连接顺序选择

l 物理算子选择

3. 优化器系统

4. 物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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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规划
p添加每个算子的物理算子代价，动态规划中添加物理算子代价

p最初从空的计划树开始，在第一步中先确定对哪两个关系进行连接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三个关系𝑹𝟏(𝑨, 𝑩), 𝑹𝟐(𝑨, 𝑪), 𝑹𝟑(𝑨,𝑫)，某查询要得到𝑹𝟏 ⋈ 𝑹𝟐 ⋈ 𝑹𝟑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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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规划：Selinger风格的优化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对于每个子表达式不只保留代价最小的计划，也会保留一些当前代价较高，

但具有一些可能利于后续优化的性质的计划。 

Ø 有趣顺序（interesting order）：Selinger风格的优化器考虑的性质是

查询计划的输出结果在某列的有序性。 

• 查询可能存在对有序的要求

• 有序性在查询树的更高层节点可以被利用到，则可能会大幅度降低后续运算的代价，

使得查询计划的全局代价更小

Ø原始动态规划过程没有考虑有趣顺序，需要单独记录符合有趣顺序的计划

Ø动态规划算法中单独保留带有顺序方法的计划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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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1. 逻辑优化(查询重写)

2. 物理优化

l 代价估计

l 连接顺序选择

l 物理算子选择

3. 优化器系统

4. 物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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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器系统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① 优化器系统的计划生成

② 物化与流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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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底向上 vs 自顶向下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自底向上（例如R系统）
• 直观，易于实现
• 难以使用剪枝策略
• 无法提前停止

 

自顶向下（例如Cascades）
• 实现比较复杂
• 易于添加新规则
• 可以进行大量剪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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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底向上 vs 自顶向下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自底向上R系统：枚举计划并选择代价最低的计划

Ø 自顶向下Cascades：优化的过程中不断剪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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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底向上 vs 自顶向下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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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底向上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动态规划是一种典型的“自底向上”的方法

Ø “自底向上”指：由空白的物理计划开始，从叶子节点出发，考虑每个子表

达式，对可能的转换方法搜索，结合代价估计，每一步中选取代价最小的物

理运算，最终确定整个计划树。 

Ø动态规划算法中，每个子表达式仅代价最小的计划会被保留

• 然而物理计划转换问题并不满足最优子结构的性质

• 原始的动态规划算法并不能保证全局的最优（interesting ord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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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底向上示例
Ø 确定计划的过程中，通过比较估计代价的大小，对每个连接运算选择代价最小

的物理算法。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优点：容易实现，不需要穷尽搜索就能找到较为合理的执行计划

Ø 缺点：仍然没有摆脱启发式转换，优化时间长，添加规则繁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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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顶向下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通用的基于关系代数等价转换和代价模型的查询优化器
• 易于添加新的算子和等价转换规则
• 重点关注数据的物理特性
• 自顶向下，并利用分支界定剪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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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顶向下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自顶向下：以查询的最终输出为起点，由计划树的根节点向下进行搜索，不断添加

为得到最终输出需要的逻辑算子和物理算子，最终确定要采用的计划树。

Ø 整个过程中可以用分支界定（branch and bound）进行剪枝

Ø 优点：

Ø 相较于两阶段的方法，统一搜索会产生更多的转换，优化效果可能更好

Ø 可以提前中止

Ø添加规则简单

Ø 缺点：空间开销更大、优化慢、添加规则繁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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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器系统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133

① 启发式方法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通过在优化器代码中静态定义规则来实现由逻辑计划到物理计划的转换

Ø 常用规则：

• 优先执行选择度更高的选择运算

• 在连接运算前执行所有的选择运算 

• 当选择条件为等值时，如果关系在该属性上有索引，则优先使用索引扫描 

Ø 例子：INGRES, Oracle(1990s以前)

Ø 优点：

• 易于实现与调试；优化速度快

Ø 缺点：

• 完全依赖于预定义的规则；复杂查询优化效果不好，没有考虑算子之间的相互关系



134

② 启发式方法+代价选择连接顺序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首先，利用静态规则进行初步优化

Ø然后，利用动态规划算法选择多表连接时的连接顺序

• 首个基于代价的查询优化器

• 首次采用自底向上的搜索策略

Ø 例子：R系统，早期的IBM DB2，大多数开源数据库

Ø R系统的Selinger风格的优化器是现代优化器的设计基础

Ø 后来的Volcano，Cascades等方法均为在此基础上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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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启发式方法+代价选择连接顺序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首个自底向上的优化器：R系统（IBM）
• 逻辑：基于规则的等价转换；使用静态规则初始化逻辑算子

• 物理：自底向上地基于代价模型寻找最优连接顺序；对于每个逻辑算子，枚举实现该运算符的

物理算子，得到物理算子的所有组合

Ø然后迭代地构建左深连接树，以最小化执行计划所需的估计代价。

 

基于规则 基于代价选择连接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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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启发式方法+代价选择连接顺序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首个自底向上的优化器：R系统（IBM）
• 逻辑优化和物理优化被严格区分

• 与优化规则耦合紧密。加入新规则需要同时加入其与其他规则的关系。

• 扩展能力差：

• 难以添加新的规则

• 自底向上的动态规划缺少全局优化视角

 

自底向上地基于代价模型寻找最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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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启发式方法+代价选择连接顺序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优点：

• 通常无需进行穷尽的搜索就可以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计划

• 简单容易实现

Ø缺点：

• 添加规则繁琐

• 优化时间慢

• 左深连接树不总是最优

• 在代价模型中需要考虑到数据的物理属性（例如有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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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随机化搜索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也提出了随机化的搜索策略，利用随机化策略来跳出搜

索空间中的局部最优 

Ø 例子： Postgres中的遗传算法。仍在Postgres中进行应用，但一般只用于参与

连接的关系数在13个以上，搜索空间过大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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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随机化搜索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优点：

• 可以快速优化各种复杂查询

• 能够跳出局部最优

• 内存占用较小

• 计划质量好于启发式，优化速度好于动态规划

Ø缺点：

• 计划质量无法保证，无法在所有情形下都得到好的优化效果

• 不可解释，难以确定选择某个计划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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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器生成器：④分层+⑤统一搜索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用过程式语言编写变换规则既困难又容易产生错误：
• 在不进行大量测试的情况下难以验证规则的正确性
• 为每个逻辑算子确定物理算子与查询的深层语义信息脱钩

Ø 更好的方式是
• 声明式DSL（domain-specific language）来编写转换规则，让优化器在计划过程中强制使用

Ø 使数据库开发人员只需编写用于优化查询的声明式规则，由优化器充当编译器的角
色来自动地确定等价规则，并在优化过程中执行这些规则。

 查询 计划优化器

指定模型

优化器源代码

优化器生成器

编译器和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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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器生成器：④分层+⑤统一搜索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允许数据库的实现人员编写声明式的规则优化查询

• 将搜索策略与数据模型分离

• 将等价变换规则以及逻辑算子与物理规则和物理算子分离

Ø 利用优化器生成器，规则可以与优化器的搜索策略相独立，例子: Cascades

Ø 类型1:分层搜索

•  分多个阶段（逻辑与物理）进行计划搜索

Ø 类型2:统一搜索

•  同时进行逻辑和物理计划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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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分层搜索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首先使用等价转换规则重写逻辑计划

• 应用规则前，检查变换是否允许使用

• 在这一阶段，完全不考虑代价模型

Ø之后进行基于代价的搜索，将逻辑计划转换为物理计划

Ø 分层搜索在20世纪80年代被提出，是IBM原型系统STARBURST中采用的方法，

仍在Oracle和DB2中使用，基于启发式方法+基于代价选择连接顺序方法的改进。

Ø 不同之处在于，分层搜索利用了优化器生成器，在数据库内维护的不再是一个

规则列表，而是一个规则引擎。在优化时，规则引擎以最初的逻辑计划为输入，

会自动生成出需要使用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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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分层搜索：Starburst优化器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R系统更好的实现

Ø使用声明式规则（优化器生成器）

Ø阶段1:查询重写

• 计算一个SQL块级的的查询关系演算表示

Ø阶段2:物理优化

• 执行与R系统类似的动态规划

Ø例子：最新版本的IBM D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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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分层搜索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优点：

• 实现简单，实践中验证了其高效性

Ø缺点：

• 难以确定转换规则执行顺序

• 由于在转换时完全不考虑代价的估计，一些转换的好坏在选择前

难以进行评估

• 维护转换规则比较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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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统一搜索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统一搜索在20世纪90年代被提出，是Cascades采用的优化方法，仍在

MSSQL和Greenplum数据库中被使用。

Ø 在统一搜索策略下，逻辑到逻辑的转换与逻辑到物理的转换都被统一成同一

阶段进行的转换。

• 整个查询计划的确定都在同一个阶段利用搜索完成。

• 产生了许多转换，因此会大量使用了记忆化，以减少重复的计算。

Ø 一般也被称为“自顶向下”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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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统一搜索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优点：

• 使用声明式规则生成等价转换，利于添加新规则

• 规则扩展性好

• 利用记忆化减少冗余的计算

• 可以提前剪枝，提升表数较多时的计划生成速度

Ø缺点：

• 所有的等价转换都会被使用，生成出所有可能的逻辑计划
• 逻辑规则较多时，优化代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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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统一搜索：Cascades优化器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自顶向下迭代使用规则进行优化，整个搜索空

间会形成一个Operator Tree的森林。

Ø 将一组逻辑上等价的逻辑表达式以及它们对应

的所有物理表达式定义为一个组

Ø 逻辑2逻辑Implementation：逻辑算子可以转

换成物理算子；例如Join转换成NestLoop或者

HashJoin等 

Ø 逻辑2物理Transformation：逻辑算子可以做等

价变换；例如交换Inner Join的两个子节点，即

可枚举Join顺序 

Ø 探索更多的表达式，按优先级对转换规则进行

排序，并在搜索过程中，动态地调整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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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Cascades优化器: 表达式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逻辑表达式示例：

SELECT * FROM 𝑅�, 𝑅�,𝑅�
WHERE 𝑅�. 𝑖𝑑 = 𝑅�. 𝑖𝑑	AND	𝑅�. 𝑖𝑑 = 𝑅�. 𝑖𝑑;

(R1 ./ R2) ./ R3

<latexit sha1_base64="3DQc5ijdHcuk8aLyKDdpTLTHVko=">AAADTnicjVJLL8RQGD1TrzFegyWLxkTCZtJ6hKWwsUQMEmTS1h1udNqmvSUiNn6NLb/E1j/gD9gJ514Vr3jcpjPfd75zvsft5yehzJTj3JWsjs6u7p5yb6Wvf2BwqDo8spXFeRqIRhCHcbrje5kIZSQaSqpQ7CSp8Np+KLb94xUd3z4RaSbjaFOdJWK/7R1GsiUDTxFqVsenNprunh+fKinsjebMtP3uzDarNafumGN/N9zCqKE4a/FwaQB7OECMADnaEIigaIfwkPHZhQsHCbF9nBNLaUkTF7hAhdqcLEGGR/SYv4f0dgs0oq9zZkYdsErIN6XSxiQ1MXkpbV3NNvHcZNboT7nPTU7d2xn//SJXm6jCEdG/dG/M/+r0LAotLJoZJGdKDKKnC4osubkV3bn9YSrFDAkxbR8wntIOjPLtnm2jyczs+m49E783TI1qPyi4OR5+nc5n1p+/iI7/xUjYY4vd62qaV+E2uV9357uxNVN35+rz63O1peVir8oYwwSmuDsLWMIq1tBgpUtc4Ro31q31aD1Zz69Uq1RoRvHpdJRfANIxrss=</latexit>

(R1 ./ R2) ./ R3

<latexit sha1_base64="3DQc5ijdHcuk8aLyKDdpTLTHVko=">AAADTnicjVJLL8RQGD1TrzFegyWLxkTCZtJ6hKWwsUQMEmTS1h1udNqmvSUiNn6NLb/E1j/gD9gJ514Vr3jcpjPfd75zvsft5yehzJTj3JWsjs6u7p5yb6Wvf2BwqDo8spXFeRqIRhCHcbrje5kIZSQaSqpQ7CSp8Np+KLb94xUd3z4RaSbjaFOdJWK/7R1GsiUDTxFqVsenNprunh+fKinsjebMtP3uzDarNafumGN/N9zCqKE4a/FwaQB7OECMADnaEIigaIfwkPHZhQsHCbF9nBNLaUkTF7hAhdqcLEGGR/SYv4f0dgs0oq9zZkYdsErIN6XSxiQ1MXkpbV3NNvHcZNboT7nPTU7d2xn//SJXm6jCEdG/dG/M/+r0LAotLJoZJGdKDKKnC4osubkV3bn9YSrFDAkxbR8wntIOjPLtnm2jyczs+m49E783TI1qPyi4OR5+nc5n1p+/iI7/xUjYY4vd62qaV+E2uV9357uxNVN35+rz63O1peVir8oYwwSmuDsLWMIq1tBgpUtc4Ro31q31aD1Zz69Uq1RoRvHpdJRfANIxrss=</latexit>

���� ����
Ø 物理表达式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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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Cascades优化器: 组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将一组逻辑上等价的逻辑表达式以及它们对应的所有物理表达式定义为一个组

• 一个表达式的所有逻辑等价表达式

• 为组内逻辑表达式选择可选的物理算子能够得到的物理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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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Cascades优化器: 多重表达式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优化器不将一个组中所有可能的表达式实例化，而是隐式地将一个组中重复的

表达式表示为一个多重表达式
• 由此减少了变换个数，从而节省了空间开销，避免了重复的代价估计
• 可以决定对多重表达式的搜索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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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Cascades优化器: 规则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 规则是将一个表达式转换为逻辑等价的表达式

• 转换规则：逻辑到逻辑

• 实现规则：逻辑到物理

Ø每个规则都可以表示为一对属性：

• 模式Pattern：定义可以应用规则的逻辑表达式的结构

• 替换Substitute：定义应用规则产生的结果结构（转换后的）

• Binding: (A join B) join C = A join (B join C) à (S join SC) join C = S join (SC join C) 

Ø 规则的好坏：Prom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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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Cascades优化器: 规则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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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Cascades优化器: 规则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转换规则
交换连接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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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Cascades优化器: 规则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转换规则
交换连接顺序

实现规则
连接->哈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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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Cascades优化器: 规则
p基于规则的方法
p基于代价的方法
p基于AI的方法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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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Cascades优化器: Memo表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在一个哈希表中存储所有以前搜索过的

候选方案

Ø等价的计划成组地存储在一起

Ø使用记忆化，避免重复计算

Ø搜索中动态维护Memo表

Ø最终[𝑅!, 𝑅", 𝑅#]的最优表达式即为所求



157

⑤ Cascades优化器：Memo
pMemo:

– Vector<Group>

pGroup:
– Map<Property, GroupExpression>
– Property：属性如Join、Selection
– GroupExpression：子Group

pGroupExpression
– Vector<GroupID> children
– 记录子表达式

p通过动态规划DP获得一个完整计划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M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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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Cascades优化器：Memo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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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Cascades优化器：需要解决的问题
p调度流程

– 探索Group和Expression

– 应用规则

p计算可行的物理计划
– 动态规划（区别于自底向上：利用Memo里Group和Expression来计算）

p剪枝
– 保留当前代价最低的物理计划Winner，并记录其代价upperbound

– 估算Group内的计划的lowerbound

– 剪掉lowerbound>upperbound的group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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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Cascades优化器：流程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输入计划

规则集合

搜索空间

任务

逻辑计划

优化后的物理计划

调度

应用规则

优化
组&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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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Cascades优化器：流程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GO组优化

EO表达式优化

GE组探索 EE表达式探索

优化输入

enforcer (如排序、分布)
property(如schema)
添加物理算子

代价估计
DP计算最优
Bound剪枝

调度 代价估计

展开表达式expr
逻辑表达式变换

获得enforcer
优化组group

规则打分promise
优化表达式expr

物理规则
逻辑规则

展开组group
挑选逻辑表达式

DFS搜索

应用规则

物理

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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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Cascades优化器: 最优原则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Cascades中认为最优计划的每个子计划也是最优的
Ø将搜索空间限制在一个较小的范围中，通过DP计算最优
• 不需要搜索含有非最优子计划的候选计划
• 复用已经计算的子树
• 效率更高

Enforcer: 
s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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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Cascades优化器: 剪枝
p首先获得可行的物理计划，并得到一个上界upperbound
p如果一个子计划lowerbound超过upperbound，则可以剪枝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10 se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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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Cascades优化器: 剪枝
p计划lowerbound计算方法

– 以下三个求和
• 当前表达式计算代价
• 子计划代价
• 其他的全局组最小代价GLB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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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Cascades优化器: 枚举连接顺序
p目的：避免连接顺序重复和子Group不连通性

p传统方法：通过哈希表避免重复

p优化方法：无向图划分

– DPCCP(Bottom-Up)

– DPHyp(Bottom-Up)

– MinCutBranch(Top-Down)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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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Cascades优化器: 搜索终止条件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方案1:时钟时间

• 在优化器搜索指定时间后停止

Ø方案2:代价阈值

• 当优化器找到一个代价低于某个阈值的计划时停止

Ø方案3:穷尽转换

• 当没有更多的方法来转换目标计划时停止。通常是按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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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Cascades优化器：实现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Ø类别1:独立优化器
• Wisconsin OPT++ (1990s)

• Portland State Columbia (1990s)

• Pivotal Orca (2010s)

• Apache Calcite (2010s)

Ø类别2:集成式
• Microsoft SQL Server (1990s)

• Tandem NonStop SQL (1990s)

• Clustrix (2000s)

• CMU Peloton (2010s – 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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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器系统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① 优化器系统的计划生成

② 物化与流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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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与流水线

Ø 物化：将每个运算的结果存储为磁盘上的临时关系，会带来大量磁盘读写

的开销

Ø流水线：得到一个操作的部分结果时就会将数据传递到下一个操作中，避

免了临时文件的读写

Ø 使用流水线执行能够减少磁盘的I/O，因而在内存足够的情况下流水线方

法一般总是更好的选择。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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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线方法的限制
Ø 并不是任何操作都可以使用流水线执行

Ø 能够流水线执行的运算需要像选择、投影运算一样，在收到部分输入元组后就

可以开始输出运算产生的结果元组

Ø 存在阻塞的算子不能流水线执行：

• 如排序运算在所有输入元组输入完成前处于阻塞的阶段，在这时无法输出任何结果，因此不

能采用流水线执行

• 一些运算本身不会阻碍流水线，但物理执行算法可能会阻碍

• 哈希连接需要先对内外关系建立哈希表，在没有收到完整的输入元组前无法完成，因此无

法流水线执行。

• 而如果要进行连接的两个关系都是有序的，归并连接就是可以流水线执行的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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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与流水线示例

Ø灰色节点：物化执行

Ø白色节点：流水线执行

Ø 对于这些子树内部的其他运算符，数据库

则会采用流水线的方式近似于同步地执行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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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视图
Ø 视图：一个经过命名存储在数据库中的查询，又被称为“虚关系”

• 因为定义视图的查询的结果并没有存储在数据库中，每次调用视图都需要按照其定

义重新执行查询

Ø 物化视图：将定义视图的结果存储到磁盘上

• 在遇到使用物化视图的查询时可以直接调用存储的结果，以此避免重复查询而节省

大量的查询执行时间

• 空间换时间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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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视图
Ø假设该SQL是个频繁执行的查询，则可以将该查询按如下SQL语句声明为一

个物化视图存储在磁盘上：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 立即执行定义该物化视图的查询
• 仅在该物化视图需要被刷新时才增量地更新物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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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视图的维护方式
Ø核心问题：当定义物化视图的基表数据发生改变时，如何保证物化视图的数

据能够高效地被更新

Ø 当基本关系发生变化时，需要对物化视图进行更新，从而使物化视图与其派
生自的基本关系保持一致

Ø 按照何时更新可分为：
• 立即视图维护 

• 延迟视图维护

Ø 视图维护方式可分为：
• 重新建立视图

• 增量视图维护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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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维护

Ø选择运算：

• 物化视图𝑀 = 𝜎D(𝑅) 

• 插入T：𝑀� = 𝑀 ∪ 𝜎D(𝑇) 

• 删除T：𝑀� = 𝑀 − 𝜎Q(𝑇)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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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维护
Ø投影运算：

l 物化视图𝑀 = ΠR(𝑅)

l 需要为R中每个元组在属性集𝑆上取值的出现次数𝐶𝑜𝑢𝑛𝑡进行记录 

l 插入：

l 𝐶𝑜𝑢𝑛𝑡G ΠT(𝑇) = 𝐶𝑜𝑢𝑛𝑡(ΠT 𝑇 ) + 1

l 如果原计数次数为0，𝑀G = 𝑀 ∪ ΠT(𝑇) 

l 删除：

l 𝐶𝑜𝑢𝑛𝑡G ΠT(𝑇) = 𝐶𝑜𝑢𝑛𝑡 ΠT 𝑇 − 1 

l 如果新计数次数为0，𝑀G = 𝑀 − ΠT(𝑇)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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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维护

Ø连接运算：

• 物化视图𝑀 = 𝑅! ⋈ 𝑅"，表示关系𝑅!、𝑅"进行连接运算的结果

• 根据对称性，只需考虑对𝑅!的插入或删除

• 当𝑅!插入一个元组𝑇时：

• 𝑀G = 𝑀 ∪ (𝑇 ⋈ 𝑅#) 

• 当从𝑅!中删除一个元组𝑇时：

• 𝑀G = 𝑀 − (𝑇 ⋈ 𝑅#)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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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维护

Ø去重运算：

• 物化视图𝑀 = 𝛿 𝑅 ，该视图表示对关系𝑅进行去重的结果 

• 去重可以视作是投影属性集𝑆 是关系𝑅 中所有属性的特殊投影

• 可以按照与投影运算相同的方法处理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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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优化总结
Ø学生表 Student(Sno ,Sname, Sgender, Sage, Sdept) 

Ø学生选课表 SC(Sno, Cno, Grade) 

Ø 查询：获取选修了1号课程的学生学号、姓名及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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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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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优化总结
p逻辑优化

– 查询重写

p物理优化
– 基数估计

– 代价估计

– 连接顺序选择

– 物理算子选择

p优化器模型
– 自顶向下、自下向上

p物化与流水线

p物化视图

数据库系统—优化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