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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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