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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系统设计与开发》

前言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计算机得到普及，被应用到了各行各业各领域。其中有两样东西功不可没
，一是微型计算机，二是数据库。微型计算机让每个人都有能力、有机会使用计算机，数据库让每个
人都有需要、有必要使用计算机。进入21世纪后，大众可能更加熟悉“Intel Inside；Windows Outside”
，但人们真正需要的是其中的数据库。所谓的国民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其实就是将现实世界中的事物
以数据的形式存储到计算机系统中，即信息化是一个生产数据的过程。因此，如何在计算机系统中存
储、管理和使用数据应该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数据库技术已经经历了近四十年的发展和应用，先
后出现过层次数据库、网状数据库、关系数据库、演绎数据库（逻辑数据库，知识库）、面向对象数
据库、工程数据库、时态数据库、地理数据库、多媒体数据库，等等。其中，关系数据库从20世纪80
年代以来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主流数据库。这是因为关系数据库是建立在良好数学
基础之上的，包括以关系代数为基础的数据库管理系统和以规范化理论为基础的关系数据库设计技术
。　　长期以来，数据库系统是由“数据库和访问数据库的软件系统”两部分组成。因此，需要先设
计好一个数据库，然后在这个数据库上开发应用程序，即所谓的数据驱动。由于数据库设计技术和应
用程序设计技术分别来自于数据库研究领域和软件工程研究领域，使得在实际系统开发时，常常有一
个数据库小组和一个应用程序小组各行其是，在技术和文化上都存在严重的“阻抗不匹配”问题，难
以融合，从而导致数据库系统开发危机重重。虽然两个领域的专家都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也提出了
面向对象技术和持久程序设计技术等，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取得里程碑式的进展。“一个位于对象空
间的应用系统”这样的表述听起来很美，但由于没有好用的面向对象数据库管理系统，所以对象要在
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上做持久化，持久化为关系表。因此，系统开发在对象空间上进行，并最终在对
象空间上建立数据库系统，数据库只是持久化对象的一个存放地，即所谓的对象驱动。但是，开发出
来的系统本质上仍然是“一个数据库和访问数据库的软件系统”。数据库系统开发仍然需要良好的数
据库设计（如规范化），数据库性能调优也常常在数据库逻辑模式上进行。这对数据库系统开发工程
师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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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系统设计与开发》

内容概要

《数据库系统设计与开发》全面地介绍当前数据库系统开发的各个方面，内容包括数据库的基本知识
、数据库设计的基本原理、数据库概念设计的ER方法和语义对象方法、关系数据库规范化原理和方法
、数据持久化技术、数据库保护技术、数据库性能调优、遗留数据库重建技术等等。《数据库系统设
计与开发》还介绍了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技术和数据库系统的开发方法和项目管理等内容。《数据库系
统设计与开发》主要作为计算机软件专业硕士研究生教材。《数据库系统设计与开发》在介绍各种原
理、方法和技术时，强调它们的实际应用，以满足数据库系统开发高级工程师的需要。阅读《数据库
系统设计与开发》需要读者具有计算机及相关专业的基础知识，尤其需要具备数据库和软件工程知识
以及一定的程序设计经验。《数据库系统设计与开发》亦可作为计算机软件专业大学本科高年级教材
或教学参考书，以及软件产业高级技术管理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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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语义对象有七种类型。简单对象没有多值属性和对象属性；组合对象有多值属性，但没有语义对
象属性；复合对象有语义对象属性；混合对象结合了组合语义对象和复合语义对象；关联对象关联两
个或多个语义对象；子类型对象用来表示对象的特化；最后，原型／版本对象用来为包含随多个变量
或版本变化的基本数据的对象建模。　　应用开发通过用户视图来处理对象，一个对象的视图包含该
对象的名字和所有从该视图可见的属性，视图定义和对象定义通常是递归的过程。　　设计语义对象
模型图集合的过程是递归的。首先考察报表或表格，文档化一个初始的对象集合。然后检查新的报表
和表格来揭示新的对象和对现存对象的改变。这一个过程一直持续到所有的表格和报表都考察完毕。
　　语义对象和OOP有一个共同的思想方向，但它们在方法方面有区别，而且是用来解决不同问题领
域的。语义对象模型和实体关系模型都是用来理解和文档化用户的数据需求的工具，主要的区别在于
：ER模型把实体看作基本出发点，而语义对象模型则把语义对象看作基本出发点，而且语义对象模型
所包含的关于数据意义的信息比实体关系模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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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坑爹的书坑爹的课.....
2、应考看了几章 软件工程管理有意思
3、朱老师最后一章写得太high了，“任何人把怨恨写进程序都是灾难”，一把辛酸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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