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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数据绑定与导航是面向对象程序设计中非常重要

的技术’ 数据库应用程序最常见的功能就是从数据库

中提取数据并显示在屏幕上!使用户能够方便地通过

S&01@ZL控件来浏览$处理和修改数据!并把对数据的

修改保存到数据库中!而要实现这一功能!就需要在程

序中实现数据绑定与导航’
在:(P>框架下!数据集访问模式提供了 S&0?@%B

窗体数据绑定结构!允许用户在记录间导航!支持对从

数据库获取的每一条记录进行处理操作%+& ’ 数据集访

问模式是;\):(P>提供数据非连接访问的一种方法!
该方法在\4$4’#$断开与数据源的连接后!数据绑定与

导航实现对加载到数据集对象中的数据进行处理!实

现数据记录与可编辑控件之间的绑定!做到让数据库

表中的数据在文本框$组合框$数据网格中随着记录指

针移动而相应发生变化!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实现对数

据表中数据的浏览!还可以实现对数据表数据的维护’

7!数据绑定及其分类

数据绑定是在数据源和控件之间建立一个同步$
双向$互动的联系!以便更方便地访问和维护数据%+& ’
在S&01@ZL程序中!按控件绑定数据元素的能力分为

以下三种%7!<& +
"+#一次只能在该控件上绑定一条记录中的某个

字段的内容!实现这类控件如 W4‘#T$>#D$d@D$d̂$$@0$
96#5[d@D$Q41&@d̂$$@0等’ 9s为了实现动态绑定!专

门开发了d&01&02类来负责创建和维护简单绑定’ 该

类的构造函数如下+
"̂‘T&5d&01&02"L$%&02F%@04B#!@‘e#5$1L!L$%&02

14$4B#B‘#%#(
借助该d&01&02类实现这类控件绑定的语法如下+

控件 对 象 名 称:\4$4d&01&02L:;11"0#Zd&01&02
"/要绑定控件属性0!数据源!0绑定的数据源字段0##(

"7#在该控件上显示所有记录的某一个字段数

据!实现这类控件如9@B‘@d@D$W&L$d@D!数据绑定的语

法如下+
控件对象名称:\4$4’@̂%5#=数据源(

控件对象名称:\&LFT4E3#B‘#%=0数据源字段0(
"<# 在 该 控 件 上 显 示 所 有 记 录 的 所 有 字 段!如

\4$4R%&1!数据绑定的语法如下+
控件对象名称:\4$4’@̂%5#=数据源(

控件对象名称:\4$43#B‘#%=V表格(
其 中 数 据 源 可 以 是 \4$4’#$$ \4$4/&#Z$

\4$4>4‘T#等’

<!数据导航

实现数据表中前后数据记录的移动或将记录指

针移到 指 定 的 位 置!称 为 数 据 导 航’ 在 /&L̂4T9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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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中!;\):(P>提 供 d&01&0234042#%d4L#类 来 实

现数据导航!保证数据的同步’ 它控 制 的 数 据 源 有

个当前行 的 概 念!控 件 一 旦 跟 数 据 源 绑 定 后!\4$4Y
R%&1将 显 示 数 据 源 表 的 所 有 数 据!用 来 指 示 在

\4$4R%&1中当前行的位置’ 简单绑定控件中显示的

值将是数据源当前行的内容%K& ’ 但该类是 9̂%%#05EY
34042#%类的基 类!是 一 个 抽 象 类!无 法 实 例 化!在

程序 中 使 用 窗 体 的 d&01&029@0$#D$方 法 可 以 建 立

d&01&0234042#%d4L#对 象!其 中 d&01&029@0$#D$方 法

必须传入数据源及数据成员!建立 d&01&0234042#%Y
d4L#对象的语法如下+

BE‘B=$6&L:d&01&029@0$#D$%数据源!0数据成员0&(
d&01&0234042#%d4L#对象 在 实 现 数 据 导 航 时

提供两个重要的属 性 9@̂0$和 "@L&$&@0和 事 件 "@Y
L&$&@096402#1’ 其中 9@̂0$记 录 所 管 理 绑 定 的 记

录总数!"@L&$&@0获取 或 设 置 绑 定 到 该 数 据 源 的 控

件所指向的列表的 位 置!取 值 从 .m9@̂0$I+!对

于 "@L&$&@096402#1事 件 在 F@L&$&@0位 置 更 改 时

触发’
从上可以看出!在实现数据绑定时都需要传入数据

源参数!指定该数据源内的数据成员’ 故在数据库应用

程序中实现绑定与导航一般应遵循以下几个步骤+
"+#实现对数据库的连接

"7#建立数据适配器对象!填充数据集对象

"<#对加载到数据集对象中的数据利用控件的数

据绑定方法实施数据绑定与导航

下面按上述几个步骤!探讨数据绑定与导航实现

的过程’

K!数据绑定与导航在/&L̂4T9s:(#$下的实现

下面在_L:0#$中!创建基于9s的S&01@ZL应用程

序项目来实现数据绑定与导航’ 采用 ’gW’#%_#%:(P>
数据提供程序!利用数据集实现对数据库 DL2T中的

L$̂1#0$表的访问’
K:+数据绑定实现的效果

对 L$̂1#0$表访问的效果如图 +和图 7所示!当

选图+中/学号0下拉列表框的学号 .M.+.+.<时!会

将该条记录对应的字段内容分别放入姓名$性别$地

址$入 学 成 绩 的 文 本 框 内!实 现 对 文 本 框 控 件 的 绑

定!同时 \4$4R%&1控件的记 录 位 置 也 指 示 到 学 号 =
.M.+.+.<的位置’ 同样地!在图 7中!选择 \4$4R%&1
中如学号 =.M.+.+.K记录!同时在学号下拉列表框!
姓名$性别$地址$入学成绩的文本框内会显 示 学 号

=.M.+.+.K记录的字段内容!上述两种方式都 实 现

了 \4$4R%&1控件浏览的记录与学号下拉列表框!K个

文本框 显 示 内 容 的 同 步’ 这 为 数 据 的 维 护 奠 定 了

基础’

8+!#M%^dst\4$4R%&1[EZd
%|NOa[\

87!xy\4$4R%&1-OQ’j3P^_st
\4$4R%&1[EZd%|NOa[\

K:7 数据导航实现的效果

在图+中!当选择/下一条0按钮!浏览的效果如图

<所 示! \4$4R%&1控 件 浏 览 记 录 的 位 置 指 向 学 号 =
.M.+.+.K的记录!同时学号下拉列表框!姓名$性别$地

址$入 学 成 绩 的 文 本 框 内 显 示 的 内 容 也 是 学 号 =
.M.+.+.K记录的内容!通过数据导航实现了 \4$4R%&1
与文本框显示内容的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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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数据绑定与导航实现的关键技术

"+#在学生教学管理 DL2T数据库中增加学生入学

基本信息表"L$̂1#0$#!该表主要包括学号$姓名$性

别$籍贯和入学成绩字段!在 ’gW’#%_#%7...中定义的

结构如图K所示+

8K!L$̂1#0$̂ aKL

"7# 定 义 一 个 全 局 的 d&01&0234042#%d4L#对

象‘B

F%&_4$#d&01&0234042#%d4L#‘B(

"<#在?@%B+fW@41事件内添加的主要代码为+

]]建立连接DL2T数据库代码

L#T#5$5B1=VL#T#5$L$̂1X\4L学号!L$̂104B#4L姓名!

L$̂1L#D4L性别!L$̂1411%#LL4L地址!#0$#%L5@%#4L入

学成绩 U%@BL$̂1#0$V(

’iT\4$4;14F$#%41F=0#Z’iT\4$4;14F$#%"L#T#5$5B1!

5@00#(

\4$4’#$1L=0#Z\4$4’#$"#(41F:?&TT"1L!VL$̂1#0$V#(

]]下面这7行代码实现对\4$4R%&1控件的绑定

14$4R%&1+:\4$4’@̂%5#=1L(

14$4R%&1+:\4$43#B‘#%=VL$̂1#0$V(

]]下面这7行代码实现对组合框的绑定

5‘@X1:\4$4’@̂%5#=1L(

5‘@X1:\&LFT4E3#B‘#%=VL$̂1#0$:学号V(

]]下面这N行代码实现对文本框的绑定

d&01&02‘&0104B#=0#Z d&01&02" V>#D$V! 1L!V

L$̂1#0$:姓名V#(

d&01&02‘&01L#D=0#Zd&01&02"V>#D$V!1L!VL$̂1#0$:

性别V#(

d&01&02‘&01411%#LL=0#Z d&01&02" V>#D$V! 1L!V

L$̂1#0$:地址V#(

d&01&02‘&01L5@%#=0#Zd&01&02"V>#D$V!1L!VL$̂1#0$:

入学成绩V#(

$D$(4B#:\4$4d&01&02L:;11"‘&0104B##(

$D$’#D:\4$4d&01&02L:;11"‘&01L#D#(

$D$;11%#LL:\4$4d&01&02L:;11"‘&01411%#LL#(

$D$’5@%#:\4$4d&01&02L:;11"‘&01L5@%##(

‘B=$6&L:d&01&029@0$#D$%1L!VL$̂1#0$V&( ]]建立

‘B对象

56#5[‘B"#( ]]调用自定义56#5[‘B"#过程

在?@%B+fW@41事件内!主要完成对数据库 DL2T的

连接!用数据适配器对象 41F对数据集对象 1L的填

充!生成了/L$̂1#0$/\4$4>4‘T#对象!从而产生了1L数

据源!接着使用数据绑定方法完成 14$4R%&1+$5@B‘@dY

@D+和K个文本框对象的数据绑定!实现\4$4R%&1控件

指示记录位置与文本框显示内容的同步’ 另外建立

d&01&0234042#%d4L#对象‘B!通过调用自定义 56#5[Y

‘B"#过程来设置K个按钮导航条位置的状态以及判

断当前记录所在的位置’

"K# 56#5[‘B" #是自定义过程!根据获取绑定到

该数据源1L所指向的 L$̂1#0$的位置 "@L&$&@0的值来

判断记录的位置!若‘B:"@L&$&@0==.!此时指向第一

条数据记录!若‘B:"@L&$&@0==‘B:9@̂0$I+!此时指

向最后一条数据记录!所以用K个按钮来实现记录的

定位’ 实现的主要代码为+

$6&L:‘̂$$@05̂%%#0$:>#D$=L$%&02:?@%B4$"V,.- @U

,+-V!"‘B:"@L&$&@0J+#!‘B:9@̂0$#(

"M# /首记录0导航条按钮实现的功能!其代码+

‘B:"@L&$&@0=.( 56#5[‘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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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上一条0导航条按钮实现的功能!其代码+

&U"‘B:"@L&$&@0G.# ‘B:"@L&$&@0I=+(

56#5[‘B"#(

"-#/下一条0导航条按钮实现的功能!其代码+

&U"‘B:"@L&$&@0O‘B:9@̂0$I+# ‘B:"@L&$&@0J=+(

56#5[‘B"#(

"N#/末记录0导航条按钮实现的功能!其代码+

‘B:"@L&$&@0=‘B:9@̂0$I+( 56#5[‘B"#(

M!数据绑定与导航在数据维护中应用

上面示例通过 9s提供的类和方法实现了对数据

表中数据记录的绑定和导航!在此基础上就可以实现

对数据表中记录的添加$修改和删除等数据维护操作’

下面对数据库 DL2T中的 L5@%#表的访问如图M所示!

通过数据绑定与导航实现了\4$4R%&1与文本框显示内

容的同步%M& ’ 当单击/修改0按钮!成绩文本框处于编

辑状态!可以实现对学号 =.M.+.+.+同学所选修的课

程号=.M.+.<的成绩进行修改!修改后!点击/保存0!

以替换原有记录的内容’ 若误操作可以点击/取消0

按钮!以取消当前操作’

若要添加某位同学选修某门课程的成绩!可以通

过点击/添加0按钮!使三个文本框置空!操作完成后!

点击/保存0!向该数据库添加一条记录’

8M!STvwRQRst!L5@%#̂ aUV

若要删除某位同学选修某门课程的成绩!首先通

过导航条按钮定位到该记录!或通过选择 \4$4R%&1控

件定位到该记录的位置!再点击/删除0按钮!由刚才

的动作中获取要删除行的的位置!从该数据表中删除

一条记录!实现删除的关键代码+
1L’5@%#:>4‘T#L% VL5@%#V&:Q@ZL%$6&L:d&01&02Y

9@0$#D$%1L’5@%#! VL5@%#V&:"@L&$&@07:\#T#$#"#(
LiT\4$4;14F$#%:cF14$#"1L’5@%#!VL5@%#V#(
在该应用 中!主 要 通 过 建 立 数 据 集 对 象!利 用

数据适配器填充数据集!再采用数据绑定方法将文

本框控件与数据源的各个字段绑定!数据网格 \4$Y
4R%&1与数据源的绑定’ 添加$修改及 删 除 记 录 时!
先对数据集进行操作!再利用数据适配器的 cF14$#
" #方法将数 据 保 存 到 数 据 库’ 移 动 记 录 使 用 了 数

据导航技术’

8!数据绑定与导航在一对多关系中的应用

一对多关 系 是 指 在 数 据 库 中 一 个 表 的 一 项 对

应着另一个表的多项!这两个表之间的关联是通过

它们的相同字段来联系的’ 在数据库应用中!存在

许多一对 多 关 系 的 数 据 源!比 如 学 生 表 L$̂1#0$和

所 修 课 程 成 绩 L5@%#的 数 据 关 系!一 个 学 生 可 以 选

修多门课程!获 得 多 门 成 绩!这 就 形 成 了 一 个 学 生

对应多门 成 绩 的 一 对 多 的 数 据 关 系!其 L$̂1#0$的

结构 如 图 K! 在 DL2T数 据 库 中 增 加 学 生 成 绩 表

L5@%#!该表主要包括学号$所修课程的课程号$所修

课程所获得 的 成 绩!在 ’gW’#%_#%7...中 定 义 的 结

构如 图 8所 示’ 为 了 实 现 这 种 数 据 关 系 的 显 示!
;\):(P>提 供 了 与 \4$4’#$有 关 的 对 象 \4$4Q#T4Y
$&@0!该 \4$4Q#T4$&@0的主要功能就是允许你在一个

\4$4’#$中 从 一 个 \4$4>4‘T#导 航 至 另 一 个 \4$4>Y
4‘T#!在 给 定 相 关 \4$4>4‘T#中 的 单 个 \4$4Q@Z的

情况下检索一个 \4$4>4‘T#中所有相关 \4$4Q@Z对

象’ 例如!当建立学生表和成绩表之间的 \4$4Q#T4Y
$&@0后!可以 使 用 \4$4Q@Z:R#$96&T1Q@ZL检 索 特 定

学生所修课程的成绩’
下面对DL2T数据库访问!浏览学生成绩的效果如

图 - 所示!在图 - 中!可以上下翻页!查看学生的学号

和姓名!同时显示该学生所修课程的成绩’

88!L5@%#̂ aK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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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应用中!通 过 建 立 一 个 数 据 集 1L!用 数 据

适配器向 1L中 填 入 两 个 表+L$̂1#0$和 L5@%#!同 时

以 L$̂1X\为 关 联 字 段!在 数 据 集 中 创 建 L$̂1#0$表

和 L5@%#表 之 间 的 \4$4Q#T4$&@0!当 L$̂1#0$中 记 录

位置发 生 改 变 时!根 据 建 立 的 关 系 使 用 \4$4Q@Z:
R#$96&T1Q@ZL检索该学 生 所 修 课 程 的 成 绩!并 把 检

索的结果重新绑定到 \4$4R%&1中!实现上述效果的

关键技术+
"+#用 数 据 适 配 器 向 1L中 填 入 两 个 表+L$̂1#0$

和L5@%#
"7#建立/L$̂1#0$0表中学号与姓名字段的绑定

"<#根据L$̂1X\字段建立 L$̂1#0$与 L5@%#表之间

的关系L$̂1L5@%#T
L$̂1L5@%#T=1L:Q#T4$&@0L:;11"VL$̂1#0$L5@%#V!1L:>4Y
‘T#L%VL$̂1#0$V&:9@T̂B0L%VL$̂1X\V&!1L:>4‘T#L%V
L5@%#V&:9@T̂B0L%VL$̂1X\V&#(

"K# 建 立 /L$̂1#0$/ 的 "@L&$&@096402#1事 件 的

绑定

$6&L:d&01&029@0$#D$%1L!VL$̂1#0$V&:"@L&$&@096402#1
J=0#ZP_#0$a401T#%"d&01&0234042#%d4L#fF@L&$&@0Y
56402#1#(

"M#d&01&0234042#%d4L#fF@L&$&@056402#1事件实

现的主要功能是+根据建立的关系L$̂1L5@%#T!使用\4Y
$4Q@Z:R#$96&T1Q@ZL检索该学生所修课程的成绩!并

把检索的结果重新放到1L+中’ 其代码+

1L+:>4‘T#L%VL5@%#V&:Q@ZL:9T#4%"#(
\4$4Q@Z
1%=1L:>4‘T#L%VL$̂1#0$V&:Q@ZL%$6&L:d&01&029@0$#D$
%1L!VL$̂1#0$V&:"@L&$&@07(
U@%#456"\4$4Q@Z1%+&01%:R#$96&T1Q@ZL"L$̂1L5@%#T##

,\4$4Q@ZBE1%=1L+:>4‘T#L%VL5@%#V&:(#ZQ@Z"#(
!!BE1%%VL$̂1X\V& =1%+%VL$̂1X\V&(
!!BE1%%V5@̂%L#X\V& =1%+%V5@̂%L#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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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本文对数据绑定与导航技术进行了分析!总结了

利用这种技术在 S&01@ZL窗体中向用户显示数据的

方法!并用/&L̂4T9s:(#$实现了这种技术!对其中的

关键技术进行了分析!并把这种技术应用到数据维护

和一对多数据关系中’ 在开发面向对象的数据库应用

程序中!如何合理利用 S&0?@%B控件的数据绑定与导

航!为快速开发便捷高效的数据库应 用 程 序 提 供 了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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