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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建模方法的比较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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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选取了6,*2/3KG/31)3表示法"%JPW"_表示法"H>T表示法三种典型的数据建模方法#试图从完整性和

可读性两个方面#通过对相同角度上三种典型建模方法的不同特点进行比较和分析#找出它们的适用范围$
关键词!数据建模方法 适用范围 完整性 可读性

"!引言

数据模型是对信息系统中客观事物及其联系的数

据描述$它是复杂的数据关系之间的一个整体逻辑结

构图% 数据模型不但提供了整个组织藉以收集数据的

基础$它还与组织中其他模型一起$精确恰当地记录业

务需求$并支持信息系统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以满足不

断变化的业务需求% 对于任何一个信息系统来说$数

据模型都是它的核心和灵魂%
本文 选 取 了 6,*2/3KG/31)3表 示 法#%JPW"_表 示

法#H>T表示法三种典型的数据建模方法$试图从完整

性和可读性两个方面$通过对相同角度上三种典型建

模方法的不同特点进行比较和分析$找出它们的适用

范围% 其中$对于完整性的衡量$主要是从实体类型与

属性#关系#唯一标识#子类型与超类型以及关系间的

约束等几个角度来分析的,对于可读性的衡量$则是从

其对关系线和实体类型框的图形表示#图形设计优劣

的一般准则等角度来考虑的%

:!三种典型建模技术的比较

为了便于比较$本文将用这三种方法考察同一个

实例%
:<"6,*2/3KG/31)3表示法

6,*2/3KG/31)3表示法最初是由英国的 ZSZ%咨询

公司提出的$现在是欧洲所采用的 MMSJ>方法的一部

分% 后来得到了6,*2/3KG/31)3的大力倡导$为 Q3/*0)
公司采用$成为其*ZSMP!方法+的一部分%

图"给出了该表示法的一个示例%
!"" 实体类型与属性% G/31)3表示法中的实体类

型是用圆角矩形表示的% 实体类型的名称及属性标注

在矩形框内% 在正式的表示法中$用‘号表示唯一标识

属性$开口小圆圈表示可选属性$闭合小圆圈表示必选

属性$但在实际运用!包括本文示例"中$经常是用小

原点表示所有可选或必选属性%

!:" 关系% G/31)3表示法中的关系是用直线!一

半是实线$一半是虚线"表示的% 关系的名称是用直

线两端标注的介词或介词短语来表示的% 关系的基

数性是用直线两端有没有乌鸦角符号来表示的$关系

的可选择性是则用关系对应侧直线的虚实而确定的%

!A" 唯一标识% G/31)3表示法中唯一标识是用属

性名前的‘号来表示的%

!F" 子类型% G/31)3表示法中子类型是用超类

型框中嵌套的方框来表示的% 其中$各个子类型之间

是互斥的$不允许出现子类型的交叠% 同时各个子类

型又都是完备的$认为所有子类型能组成超类型的全

集%

!D" 关系间的约束% G/31)3表示法中关系之间的

唯一约束就是异或% 横跨两条关系连线的弧线表示某

实体类型的每次出现与"个或多个其他实体类型的出

现相关%

:<: %JPW"_表示法

%JPW"_表示法是为美国联邦政府的很多部门所

采用的 一 种 数 据 建 模 技 术% 在 %JPW方 法 家 族 中$

%JPW"是最早着手研究和制定的标准之一$它主要用

作开发*信息模型+% 而 %JPW"_标准则是在 %JPW"标

准的基础上进行的扩展$它在表示符号和语义方面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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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 较 大 的 改 动$主 要 增 加 了 概 括 和 聚 合 语 义$于

"VaD年正式发布% "VVA年 %JPW"_成为美国政府的处

理标准文件W%9M!W)K)3/0%&Y-3L/+,-&93-*)’’,&5M()*,X
Y,*/+,-&"之一%

图 "

图:给出了该表示法的一个示例%
!"" 实体类型与属性% %JPW"_表示法中的实体类

型是用圆角或直角矩形表示的$不同的形状表示不同

的实体类型% 圆角矩形表示依赖型实体$它们的唯一

标识中至少包括"个到另一个实体类型的关系% 直角

矩形表示独立型实体$它们的唯一标识中没有来自其

他实体类型成分的实体类型% 实体类型的名称标注在

矩形框外$实体类型的属性标注在矩形框内% 矩形框

内分为两个部分$上部内是起标识作用的属性$或者称

为主键$下部内则是不做标识用的属性%
!:" 关系% %JPW"_表示法中关系是用直线!全实

线或者全虚线"表示的% 关系的名称是用直线两端标

注的动词或动词短语来表示的% 在 %JPW"_表示法中$
关系的基数性和可选择性是不能向G/31)3表示法那样

分别解析的$全实线或全虚线以及两端的圆形#菱形符

号的::种组合分别代表不同的相邻实体类型的基数

性和可选择性关系%

!A" 唯一标识% %JPW"_表示法中唯一标识是用实

体类型框上部内的属性来表示的$它将作为在关系型

数据库中实现的主键%
!F" 子类型% %JPW"_表示法中子类型是用专门的

实体类型框来

表示的% 这些

表示子类型的

矩形框是与表

示超类型的矩

形 框 相 分 开

的$ 二 者 之 间

通 过 一 * 是 一

个+ 关 系 连 接

起来% 子类型

有 两 种( 完 备

的 子 类 型$ 下

面带有两条水

平 线 的 圆 圈$
它表示父类型

的所有出现都

必须是其某个

子 类 型 的 出

现, 不 完 备 的

子 类 型$ 下 面

带有一条水平线的圆圈$它表示子类型并不能表示其

所有超类型的所有可能出现%
!D" 关系间的约束% %JPW"_表示法中没有明确的

表示关系间约束的手段% 在这种表示法中$不是声明

*S+与*G+或*Z+有关$而是要定义实体类型*J+$然后

再运用子类型的表示方法来表述出相关约束%
:<A H>T表示法

面向对象已成为软件领域的主流技术$H>T的诞

生与发展更是对于整个软件开发流程的改善起了相当

关键的作用% :#世纪a#年代$出现了一大批面向对

象的分析与设计方法$如 G--*2方法#Z-/KEN-43K-&
方法#W,3)’L,+2方 法#=/*-\’-&的 QQMP#>/3+,&EQK)00
方法#64L\/452等 人 的 Q>O#M20/)3E>)00-3方 法 等

等$设计与建模技术比较纷乱$众说纷纭% "VV$ 年 6/X
+,-&/0公司与其他公司一起共同推出了 H>T"<#$形成

了统一的建模语言$:##A年又推出了 H>T:<#$:<#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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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让开发者在设计软件的过程中分解成不同层次进行

设计$同时:<#完整度非常高$弥补了"<#版在做软件

设计开发方面的缺陷%
图A给出了该表示法的一个示例%

图 :

!"" 实体类型与属性% H>T表示法中的实体类型

被称为类$是用直角矩形表示的% 矩形内部分为三个

部分$顶部是类名称$中间列出若干个属性$底部是对

行为的描述% 在H>T表示法中$属性除名称外还可以

有选择地标注构造型#可视性#多样性#类型#初始值等

内容%
!:" 关系% H>T表示法中关系被称为关联$不是

用图形符号$而是用文字来表述所有信息的% 关联的

命名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用简单的动词短语来对

整个关联命名,另一种则是在每一端定义描述该类在

此关联中所扮演的角色% 关联的基数性和可选择性是

通过(b下限c-b上限c来表示的$其中 b下限 c表

示的是可选择性$b上限c表示的是基数性%
!A" 唯一标识% H>T表示法中很少提及唯一标

识$当某个类中的对象的行为要求确定另一类的某个

特定出现时$将在需要它的那个实体类型旁边的方框

中标出用于确定该出现的那个属性%
!F" 子类型% H>T表示法中子类型是用专门的实

体 类 型 框 来

表 示 子 类 型

的% 每 个 子

类 型 框 都 放

在 其 超 类 型

框之外$子类

型框通过*是

一个--+关

系 连 接 到 超

类型$每个子

类 型 的 出 现

都 是 其 超 类

型 的 一 次 出

现%
!D" 关

系间的约束%
H>T表 示 法

中 用 关 联 对

间 的 虚 线 来

表 示 约 束%
如 果 标 有

. d-3/ 或

.-3/$则表示

为异或%

A!三种典型建模技术的分析

A<"6,*2/3KG/31)3表示法

在需求分析中宜采用G/31)3先生的数据建模表示

法$这是因为它外观简洁$最易于向用户进行表述$对

于非技术人员来说$清晰的模型图更容易理解% 在具

有同等完整性的表示法中$G/31)3表示法是最简单#最

清楚的一种% 它使用的符号种类相对较少$采用表示

出的模型图比较清楚$要求用户认知的成分种类也比

较少%
在实体的类型与属性的表示上$其他一些表示法

额外地添加了一些符号$如%JPW"_表示法中$用不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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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来表示*依赖+和*独立+实体类型$同时还需要在

不同的实体类型端使用不同的关系符号% H>T表示法

中根据参照完整性的不同而用两种特殊的符号来致命

*属于+和*包括+的关系% 这些所添加的符号都增加

了模型图的复杂性$使其更难以理解$而对于用户而

言$却并没有增加通过 G/31)3表示法的简单符号和名

称就能表示的信息之外的有效内容%

图 A

在关系的表示上$对于大多数用户来说$可选择

性是最重要的特性$在G/31)3表示法中$可选择性是通

过最 明 显 的 外 观 特 点!关 系 线 的 虚 实 来 表 示 的%
%JPW"_表示法中虽然也利用了关系线的虚实$但却是

用来表达某个关系在多大程度上是唯一标识% 对于关

系的基数性$G/31)3表示法只需要用乌鸦脚符号的有

无就完全可以表示出某个关系的上限$而在其他一些

表示法中$表示手段就要复杂得多% 例如 %JPW"_表示

法中通过虚实线与其两端不同的圆形#菱形符号的::
种组合分别表示不同的基数性和可选择性关系,H>T
表示法中也需要通过详细定义上下限来表示%

在关系名称的表示上$G/31)3表示法要求分析师

对各种关系做出精炼的表述$而且要使用清楚#语法正

确#易于理解的介词或介词短语$这方面其他表示法都

是采用动词或动词短语作为关系名称的% 由于在自然

语言中$介词就是用以描述关系的$所以G/31)3表示法

更为合适% 动词描述的是动作而不是关系$用动词来

描述关系其实是对两个实体类型间的动作来下定义$
在数据模型中简单地描述关系本身更为合适$而动词

则更适用于功能模型中%
在 子 类 型

的 表 示 上$
G/31)3表 示 法

是 唯 一 之 中 在

超 类 型 内 部 表

示 子 类 型 的 表

示法$这样做一

方 面 可 以 强 调

子 类 型 是 超 类

型 的 子 集 这 一

事实$另一方面

也 可 以 节 省 绘

图空间%
在 模 型 的

可读性方面$其

他 表 示 法 中 都

允 许 关 系 线 任

意弯折$从而使

模 型 图 显 得 更

为 复 杂% 而 在

G/31)3表 示 法

中对模型图的布局有着特定的要求$可以使关系线尽

可能短#直%
A<: %JPW"_表示法

在关系数据库设计中宜采用 %JPW"_表示法$这是

因为对于技术人员而言$%JPW"_表示法能表示出实现

方式上的复杂细节$例如突出强调的外键存在$关系的

可选择性和基数性的完整组合等% 但对非技术人员而

言$这种方法并没有遵从设计优良图形的原则$该方法

可能较难掌握和使用%
在关系的表述上$%JPW"_表示法中所用的符号并

不与它们所要表达的模型中的概念完全相符% 在这种

表示法中$本应由一个符号表示的概念却要求同时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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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多个符号来表示$而且某一特定情况可以由不只一

组符号来表示$而同一符号在不同上下文中又可能表

示不同的含义% 某一特定情况到底该用哪个符号来表

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下文和该关系的实现方式$
而不是取决于该情况本身% 这些做法导致要教会非技

术人员读懂%JPW"_模型图是极为困难的%
%JPW"_表示法中$直线的虚实是用来表示某一实

体类型是否构成另一实体类型的唯一标识!主键"%
这将要求分析师在开始考察模型中各关系的可选择性

或基数性之前$先分析依赖性% 但在实际建模时$分析

师通常总是先考察哪些实体类型是其他实体类型所需

要的$以及其中涉及多少次出现等问题$通常是在后期

才考虑主键或标识等细节% 另外对这种模型的修改也

是非常困难的$如果基数性或可选择性方面出现了某

个小错误$就必须改动好几个符号%
A<A H>T表示法

在面向对象的设计中宜采用 H>T表示法$这是因

为它更完整#更详尽% 通过其他数据建模方法所不具

备的额外表达能力$使其不仅适合于系统的逻辑分析

模型的表述$也同样适用于物理设计模型的表述%
在实体属性的表述上$H>T表示法较其他表示法能

够更详细地对属性做出描述% 可以标注出包括构造型#可

视性#名称#多样性#类型#初始值等一个或多个内容$而在

G/31)3及%JPW"_中对于实体属性仅标注出名称%
在关系的表述上$对并非是两个关联间的简单关

系的商业规则$H>T表示法引入了一种小标志$该标志

中可以包括描述任何商业规则的文字% 对关系的可选

择性和基数性的表示$H>T表示法能够表述更为复杂

的上限$可以具体说明某个实体类型的出现可能与另

一个实体类型的"#$ eV或"#次出现有关%
在关系间约束的表述上$H>T表示法用两个关联

之间的简单直线代替了G/31)3表示法中对关系之间约

束的表述$而且可以在这种直线上加评注$从而描述两

个关联之间的任何关系%

F!总结

不同的数据建模方法适用于不同使用者对数据模

型的不同要求$在需求分析工作中采用 G/31)3方法更

为合适$为支持面向对象的设计$宜采用 H>T方法$如

果要采用关系型数据库$则应采用%JPW"_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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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序设计过程中一定要注意 450G/+*2M+/3+! "与

450G/+*2P&K!"的匹配调用%

F!结束语

以上两例是我们在实际应用 Ud.-31’过程中的几

点体会$比较好的解决了程序设计过程中遇到的一些

具体问题% 同时$我们体会到在设计实时多任务程序

时$把握好任务之间的优先级安排$尽可能地减小各个

任务的负荷是有效保证实时性的两个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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