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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元数据是"数据的数据#的定义$利用其存储数据库的结构信息和完整性约束信息等的功能$在 ()*设

计中$让程序和元数据结合起来$使()*的设计变得容易简单% 并可通过元数据对 ()*进行长期动态地维护$延

长()*的生命周期% 动态()*采用结构不同的元数据$这些元数据由管理和设计人员在设计时定义%
关键词!元数据 ()*体系结构

#!前言

随着企业的管理模式在市场环境下不断的改革!
原有的信息系统中的基本表不足以包含企业目前所需

的信息!()*就必须要修改系统直到满足客户对信息

管理的要求!或者重新设计"提前结束了 ()*的生命

期#$ 另外!在()*设计时也可能会因为客户的需求不

明!导致()*设计时频繁的变动其基本表!造成了 ()*
的工期的延后!为企业和设计者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为解决这些矛盾!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元数据的设计

方法来指导动态()*的设计!该方法通过元数据对()*
进行长期动态地维护!延长()*系统的生命周期$

$!()*的一般设计方法

$+#传统的()*设计模型

按照%瀑布&开发模型!系统分析员首先进行需求

分析!确定系统功能和结构!再进行 ()*的总体设计’
详细设计与编码!最终通过集成与测试!软件交付使

用$ 此模型对需求确定的客户来说!是一种稳定且高

效率的设计方法$ 但对需求不确定的客户!一般采用

%螺旋&型开发模型!即在系统分析员确定最基本的系

统功能后!然后进行系统的原型设计!当客户在设计过

程中对系统功能要求有变化时!系统分析员根据变化

在原型系统基础上再次进行系统分析与设计!然后通

过程序员在设计过程中修改或增加部分代码!逐步的

完善系统!最终软件交付使用$ 螺旋型开发方法能避

免一定的风险!并且能更好的适应客户的需求!但是如

果在软件使用后再进行功能变动!则要面对较高的维

护费用$ 另外这些传统的()*设计方法都必须面对大

量重复的程序代码的编写与修改!对于一些大规模的

和复杂的系统来说!该工作需要耗费程序员的大部分

工作时间$
$+$ 基于中间层的数据库操纵代码自动生成技术的

设计方法

对于传统的编程方法都会面对大量重复类似的代码编

写!()*最常用的代码就是数据库的操纵代码!如增加

记录’修改记录’删除记录等操作!这些增’删’改操作

的程序代码除了面向的数据库表不同而导致其表名和

字段名!类型等信息不同外!结构和其他内容都是基本

相同的!因此面向该应用出现了代码自动生成技术!该

类代码自动生成技术依赖数据库的元数据!代码生成

后!提供给程序员应用到系统开发当中!这方法在一定

程度上减少了程序员的重复劳动!节省了开发成本$
但是对于这些代码的修改工作和变更系统的操作界面

时!还是需要面对大量和复杂的代码修改工作$
$+, 动态()*的特征

传统意义上的 ()*"(-.-/010.2).3451-264.*789
201!管理信息系统#是在电子数据处理 :;<的基础上

发展而成的!它利用数据库技术实现各级管理者的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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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业务!在计算机上进行各种事务处理工作!其基本信

息结构"数据库#是固定的$ 而新一代的动态()*则是

在满足日益增长的动态信息的基础上对传统 ()*的增

强和扩展!它允许系统的基本信息结构能根据需求的

变化而动态改变!即系统的数据库结构是动态的$
$+’ 动态()*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使用传统的()*设计方法来开发动态 ()*都无法

避免由于系统的基本信息结构变化或系统功能界面变

化而导致的大量重复代码的编写工作!因此寻找一种

更好的!更适应这些变化的开发方法是系统分析和设

计人员需面临的一个问题$

,!使用元数据设计动态()*
,+#元数据的定义

数据是客观事物的符号表示!在计算机系统中通

常是一组特定意义的符号!个体数据一般以变量形式

存储!如大量的数据聚集!则一般以数据库的形式存

储$ 元数据的英文名称是%(02-=-2-&!它是%关于数

据的数据& 或者>关于数据的结构数据>$ 元数据描述

的是一种有关数据内容的机制!是以概念’主题’集团

或层次等形式建立的信息结构(#) !是数据的内容’结

构’性质’表现等信息的抽象$

图 #!基于元数据设计动态()*的方法模型

,+$ 元数据的功能(#)

"## 元数据在数据库中的管理功能$ 元数据在数

据库中具有描述数据库内容的功能*定义数据抽取和

转换功能*描述数据同步需求的功能*及衡量数据质量

指标功能$
"$# 元数据在信息系统开发中的功能$ 元数据在

信息系统中不是被加工的对象!而是通过其值的改变

来改变程序的行为的数据$ 它在运行过程中起着以解

释方式控制程序行为的作用$ 在程序的不同位置配置

不同值的元数据!就可以得到与原来等价的程序行为$

其具体功能有+用于集成各类复杂繁多的信息*支持需

求动态变化*提高数据质量*提高系统各项表现"界面

等#的灵活性*支持多种工具的开发应用*提高系统的

安全性和智能性$
,+, 扩展系统元数据

一般的元数据内容包括+数据库名!架构!表名!列

名!数据类型!长度!小数位数!精度!是否允许空值等

"参照(6?548432*@A*05B05$%%%元数据表结构#$ 而

为了在动态()*设计中!利用元数据实现其整合大量

程序代码和控制程序界面的功能!因此元数据可以根

据需要进行扩展!由设计人员定义!一般的扩展元数据

表中的字段主要由两部分组成+数据表定义与程序控

制定义$ 其中数据表定义类似*@A*05B05$%%%中的元

数据表结构定义!一般有以下几项+序号’表名’表类

别’列名’数据类型’数据长度’关键字否’约束*程序控

制定义是程序中为了动态形成介面需要的说明信息!一

般有以下几项+显示长度’字体’字型’组合否’显示否$
,+’ 基于元数据的动态()*设计模型

"## 模型的抽象$ 基于元数据设计动态 ()*的方

法模型可抽象为以下五个模块+元数据定义模块*元数

据读取模块*元数据维护模块*动态 ()*的 *@A语句生

成模块*数据集及界面的显示模块$
"$# 模型的描述"如图 ##$ 在上述模型

中!各个系统模块都以元数据为中心!各施其

职的运行$ 使用该模型来设计动态 ()*可循

以下步骤+需求分析后!得到系统基本表与功

能!然后通过元数据定义模块!定义整个 ()*
的元数据!之后即可通过元数据来 控 制 整 个

()*$ 其中*@A语句生成模块和显示模块除了

与元数据读取模块相关还与系统 功 能 相 关$
当系统功能需求发生变化时修改*@A语句生成模块和

显示模块$ 如信息基本表发生变化!则通过元数据维

护模块修改元数据!从而使数据库动态的做出相应的

变化$

’!一个使用元数据设计动态()*的实例

’+#实例描述

某地方高校为了迎接本科合格评估!需要开发一

个动态()*来收集和管理评估相关的数据信息$ 经过

第一次需求分析!该本科评估动态 ()*涉及评估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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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参照#%C条!得到基本表"&个"如在校学生数表!师

资情况表!专业设置情况表等#$ 一个月后!修正设计!
得到基本信息表 "D 个"其中约 #E,的表结构作了改

变#$ 两个月后!第三次需求分析!得到基本信息表&,
个"其中约#E"的表结构作了改变#$ 并且由于负责机

构对某些评估标准的理解不确定及还可能会有新的标

准!以后还可能提出基本表和显示浏览视图的修正意见$
’+$ 系统设计思想

根据系统分析的具体情况可知!如果采用传统的

()*设计方法将面临巨大的编程量!因此该系统采用

了基于元数据设计动态()*的方法模型来指导开发设

计$ 系统设计的关键在于建立系统元数据表与构建正

确的元数据表操纵模块$ 下面提供系统的部分元数据

表内容及相关的源代码$
’+, 实例中的系统元数据

下表的前,行记录表示系统数据库里有一个%在

校学生数动态统计表&基本表!其中有个,个字段!分

别是+部门’年度’本科学生数!其中%部门&该字段的

类型是?F-5!长度#%!在界面的显示宽度 5-20也为#%!
属于显示列$ 其他字段说明如表中所示$

表 #!实例中的元数据表

序号

6=
类别

?G-88H?.
表名

2-IG0H?.
列名

36G0=H?.
数据类型

36G0=H27J0
数据长度

G0./2F
显示宽度

5-20
显示否

8F4K
,

# 办学指导思想 在校学生数动态统计表 部门 LF-5 #% #% M08 ,
# 办学指导思想 在校学生数动态统计表 年度 LF-5 C C M08 ,
# 办学指导思想 在校学生数动态统计表 本科学生数 ).2 " " M08 ,
$ 师资队伍 师资统计 部门 LF-5 #% #% M08 ,
$ 师资队伍 师资统计 年度 LF-5 C C M08 ,
$ 师资队伍 师资统计 教师人数 ).2 ’ ’ M08 ,
, ,, ,, ,, , , , , ,

’+’ 部分N*<源代码

"## 取基本表的6=
*256./262G0H6=O>#>*
63"50PQ082+/02<-5-10205">6=>#- O.QGG# 262G0H6=

O50PQ082+/02<-5-10205">6=>#*
*256./80G0?2825O>6=>*
"$# 取得字段总长

6.2F0-=HG0./2FO%!58?4Q.2!262G0HG0./2F*
58O8212+0R0?Q20@Q057">80G0?28Q1"5-20# 3541

102-=-2-KF0506=O>S262G0H6=S>-.=8F4KOT#T>#*
58+.0R2"#*
262G0HG0./2FO58+/02).2"##*
58+?G480"#*
",# 表头打印

6.2201J*
8PG825O>80G0?2G682!?G-88H?.!2-IG0H?.!36G0=H0.!

5-20!36G0=H?.!2-IG0H0.3541102-=-2-KF0506=O>S
262G0H6=S>UV;8F4KOT#T45=05I7G682>*

58O8212+0R0?Q20@Q057"8PG825#*58+.0R2"#*
=4.

!80G0?2825SO58+/02*256./">36G0=H0.># S>!>*
!201JO58+/02).2">5-20>#!D"%E262G0HG0./2F* EE

长度

!8252-IG0O58+/02*256./">36G0=H?.>#* EE内容

"’# 显示基本表内容

8PG825O>80G0?2>S80G0?2825S>3541>S8252-IG0*
58O8212+0R0?Q20@Q057"8PG825#*

"!结论

经实例 验 证!采 用 基 于 元 数 据 的 方 法 开 发 动 态

()*可提高系统的开发效率$ 元数据在运行过程中起

着以解释方式控制程序行为的作用!提高系统各项表

现"界面等#的灵活性和智能性$ 并且维护也变得容

易简单!更好的适应了 ()*的动态变化需求$ 是一种

值得推广的()*开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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