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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一一— —  —一摘要 
集孛式数据摩管理系统在十年前已经推出了若干成功的商品。分布 式数据库系统经过 

十年的研究与开发，其技术已经成熟，正处于 已经推出和正在推出一些商品的时期。 数 据 

库管理系统已经进A了酝酿、 研完和开发新一代系统的时封。 

一

、 引 言 

衡量一门学科是否已经成熬，其基本问 

题是否已大部分得到解决，可 以看它是否已 

出了一本比较完整的书。衡 量一种计算机软 

件技术是否已经成熟 ，可以看它是否已有一 

种提供市场韵产品推出来 。集中武的关系数 

据库系统十年前已经推出了若干种成功的商 

品，因此可以说关系数据库技术十年前 已经 

成熟 了 分布式数据库技术从七十年代下半 

期开始，投八了巨额的资金和研究努力，经过 

十年的研究和开发，已有若干原型系统研制 

成功 ，并已推出和正在推出一些商品。因此可 

以说分布武数据库系统技术也巳臻于成熟。 

从八十年 代初开始(甚至可以上溯到七十 年 

代末)人们开始探讨数据库系统新 的研究方 

向。新的DBS样武(Shape)(例如数据库机，数 

据库和人工智能的结台——演绎数据库，知 

识库 ，专家系统等，数据库和计算机网络的结 

合印分布式数据库)J数 据库的新的应用领 

域(例如管理信息 系 统，办公自动化系统， 

决策支持系统，CAD／CAM／CASI~．]CIM)， 

和数据库的新应用密切相关的是数据库作为 

大系统的 个组成部分的重要作用J新的数 

据模型 新的数据表示和结构(如 图 形，图 

象，声音，自然语言，正文、文 档 等)，新 

的用户接口以及数据库理论的深化。这些新 

方 向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它们深化和 

提高了原有的理论和技术，使原有的系统更 

为精拣 ，高效，应用更为广 ，同时开拓了 

未来，迎来了新一代数据管理系统的研究和 

开发时代。 

=、历史回氟 

虽然早期的高级语言大多数是以程序为 

中心，如ALGOL，FORTRAN等，但 数 据处 

理却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回顾超来数 

据管理已经走过了四个阶段，有了四代数据 

管理系统。 

1． 第一代(1950年代) 这一代DMS基 

于顺序文件，其硬伴基础是磁带，著名的语 

言是COBOL。数据按记录组织，顺 序记在顺 

序文件(即磁带)上。这一代DMs是面向批处 

理的 。 

2． 第=代(1960年代 ) 由于出现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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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交互式终端，磁鼓，磁盘 ，这一代DMS 

基于顺序文件和直接存取文件。特别是后者 

发展了索引，杂凑等技术的文件系统。可以 

说文件系统技术已经很成熟了。 

3． 箔三代 (1990年代 中 期——1970年 

代中 期) 遮 一 代DMS是 真 正 的DBMS。 

IDS．1是第一个 集 成 化 的DBMS。第 三 代 

DMS的特 征 是基于 存 取 模 型 (Access Mo— 

de1)的 。数 据模 型 允 许DBA描 述DB的 物理 

结构，存取路径等。用户可 以经由存取路径 

进行导航式 存 取(Navigatot)。有名的事件 

有DBTG报 告。CODASYL 1 971-年 推荐文本 

是DBTO报告的发展，它标志了以c．W·Ba_ 

chman为首的第三代DMS达到了巅蜂状态。 

Bachman在1973年获得计算机科学界的最高 

奖——图灵奖。他的图林奖得奖演讲的名称 

是：。作为导航员的程序员”。 

4． 第 四代(1970年 代——198O年代中 

期) 第四代DMS是关系型数据库系统。关系 

模型由E．F．Codd在1970年提出，引起了一系 

列的理论研究和实际系统的开发。整个七十 

年代可说 是关系系统从理论到实践全面取得 

辉煌成就的时代。在理论上确立了完整的关 

系理论，在实际上开发了成功的关系系统， 

著名的有IBM壁约瑟研究实验室 研制的Sys— 

te血 R及其产 品SQL／DS，DB2，加利福尼 

亚大学柏克 莱 分 校 研 制的INGRES~其商 

品，关系软件公司~ORACLE等。关系系统 

使用统一的语言来定义、操纵和检查数据， 

用户只须指明what而无须指 明How，系统将 

自行决定如何存贮 和 取 得 数 据。SQL是由 

IBM设计 的类英语的结构化查询语 言。美 国 

国家标 准协会(ANSI)1986年lO)I批 准 的美 

国国家标准SQL是 以E．F．todd为首 的 第 四 

代DBMS达到顶峰的标志。关系模型的 奠基 

人E．F．Codd在1981年获得图灵奖。 

5． 第置代(198O年代—— ) 如上所述 

第四代pBMs或称为RDBMS业已商品化，意 

味着RDBMS的研究 已经基本完 成，我们当前 

处于第四代DBMS的末期，进 人 了 第 五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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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MS的研 和开发的时期。第五代 或新一 

代DMS是箴不存在的系统，它应该是什么样 

子?它的体系结构如何?它鹧县有些什么特 

征?这些都是没有确定答案的悯 。‘但正如 

引言中所述经过八十年代 以来的研宽，我们 

已经可以对这些问题作一粗线条的回答。 

三、薪一代DMS的特征 

迄今为止市场上提供 的DBMS涉及的应 

用领域通常是商务领域，其特点是所处理的 

事务一般比较小，诸如存 款 取 款，购 票订 

票，财务会计，人事管理，公司管理等。 随 

着应用领域的拓广，传统的DBMs巳不足 以 

应付新的应用需要。例如CAD／CAM等工程 

数据库应用 中，其模式变化很频繁。一般是 

长事务，要求事务嵌套，能部分地COMMIT， 

要求CoMMIT之后能够UNDO等等。又如地 

理 ，测绘，城市管理，军事应用等数据库， 

要求处理图象 和 图 形， 大型 情 报 检 索应 

用，要求处理大量的正文，办公 自 动 化 系 

统，要求处理格式极其复杂多样的文档，专 

家系统中要 求 理 解 自然语言以及处理语音 

等。 日本第五代机计刘要求其最底层的超太 

规模集成电路层之上是数据库管理系统层。 

作为第五代机的组成部分，这里的m 【s有 ’ 

其特定的要求 。在涉及人工智能领域时要求 

新一代DMS具有演绎，推理等功能。这些要 

求综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出新一代DMS特征的 

轮廓，即t ‘ 

1． 应用范圈广泛 CAD／CAM等工程 

数据库的应用，适应动态变化的模式定义和 

修改}长事务，嵌套事务，事务 可 部 分 地 

COM1VHT，事务COMMIT之后可 以UNDO~ 

交互式反复设计修改应保-~DB89一 致 性J 

分布式设计及分层设计 j大范匿检索和预先 

集l申提取信息。 

地理，测绘，遥感，城市管理服务，军 

事应用等要求加工管理图象，图形等数据 。 

情报检索中的大正 文加工处理，多索引 

检索，同义异形检索等 。 

计算机辅助软件 工 程(CASEI中的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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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 信 管理 杖 r 厦闫技水，软件予芬 

统集成等。 

计算机集废制造 生 Ji：(CIMS)，箬理生 

产刚垒过强，各种不i刊类型的对浆的表示司 

：薯理 。 

太策支持 系统 (DSS)，管 理 信 系 统 

(MIS)中的应用，÷}：为DSS，MIs的 支 持 系 

统 

冀五代机中的基础子系统。 

演绎数据库系统，知识库管理系统等的 

系统成彷，支持演绎，推理功能， 目然语 言 

理 解 ，语 音识 别等 。 

办公 自动化系统中各种形 式 文 档 的识 

别 ，表示 稆 管理 。 

2． 处理对象复杂多样 

a·镯单的事实可表为关系的元组。 、 

b·复杂前对 象有 多 种，如 正 文，图形图象 

(Graptlical image)，象 索 结 构 同 象(pi— 

xel Structured image)等。 

c-由事实和对象的有序集组成通用文档。 

0． 具有演绎和推理能力 支持定义规 

驯，支持从所存贮的列象去推导出用户所需 

的导出对象 ，支持列象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 

形式的转换，如从关系列正文，从关系到闰 

形图象等以臻相反。 

4． 用户接 口友好方便 各种屡次的对 

用户友好的各种接 口。 

在用户接 ]语言方面有高度抽象的数学 

亿逻辑语言(如关系代数)，有英语仡的语言 

(如SQL>，有l量j表化 或 形 式 化 (form)语 ．、． 

(如QBE)，有 自然语 言辱以及各种宿主语 高 

如COBOL，FORTRAN，PASCA； ADA 

还有image导航语言及言百识别设施。 

各种方便 的报告生成(包需分页，分段， 

加标题，加脚注，各刊，字 型选择)，图表生 

成(包括直方圈，讲图，折 线 圈，曲线图 

散点圈等)；裘橱抑』二f包括排 』 ，骨越， 一 

计 ，合计 ，横 向统计 ，报 表 格式 重 组等 j 

设 施。 

四、 薪一代DMS的体系结构 

七十年代弄清楚的关于DMS多层抽象的 

体系结构对于构思新一代DMS的体系结构是 

大有俾益的。DMS的上端面向各种应用，提 

蠢适应各种应甩韵佩户接口，DMS的下端面 

向OS和物 理的存贮 设 备，DMs则完 成 从 最 

终用户的要术蓟县体物理存贮设备中的数据 

之间的转换。对于新一代DMs女口前所述其所 

面向的对象更加多样和复杂，其所依存的物 

理设备则更为先进，速度更高，容量更大， 

并可并行地进行存取。相应地，DMS的转换 

功能也更为复杂。 

根据近几年的研究探索，通 常认为新一 ～ 

代DMS盅当分为三层，即面向应用层，对象 

转换屡稻存贮／检豢层。 ． 

1． 面向 应用层 (Application Oriented La— 

yet) 如第三节所进面向应用层应能应 付复杂而多 

样化的对象，对每种类型的应用提供特定的功髂， 

对最终用户提供非常高锻非常友好的接 口。提供灵 

活的视图功能(这在前几代DBMs中实现得抿不好或 

根本未予实现)。要能表示和检索图 象}编 辑，加 

工和检索正文I管理和使用form，表示和组台复杂 

对象的文档，以及管理和查找文档I提供自 语言 

接口，言语识别和综合j专家系 舞 的 接 口l演 绎 

DB和EB的接 口，CAD／CAM／CASE／CIMS的接口 

等等。 

2． 对象转换层(Object trallgforma*i6n La— 

yer) ；芒面同应用层的列象及各种复杂请求转换为 

一 系飘下茬毹执行的动作倒如扩充的关系代数。执 

行部分推理(为提高性能)。进行完整性检查，授权 

盘，事务营理 (广义的事务)等。 

j． 寡贮／投 索 屡 (Multi—media aezoeiatire 

nlC[nor／Layer) 存贮介质是多样的，如磁盘，光 

盘等 存贮是联想存贮印按内容存贮而菲按地址存 

贮 。寄取是高速并行 的 一 串行 的 因而检索 

也是按内容高度并行的检索。 

于 篓麓们有如下的 新一代DBMS~ 系结 

肖 ： 

互 、 讨 ‘论 

以上给出的新一代DBMs的 体系结构是 

近年来研究探索的某种结果，它仅给出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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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l——各种视图， 2——各种表示， 3—— 

部分推理}4——转换演算}5——通用对象的组合 

变换J 6——复杂请求分解为一列扩充关 系 代 数运 

算，7——部分推理(提高性 能)}8——完 整 性 检 

考，9——事务管理 (广义事务) l0——授权检查} 

l 1——联想存贮，12——联想检索 1 3——并行存 

取 、 

种指导性的轮廓。很明显，很多问题尚未解 

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问题的清单可以提 
一 大串，倒如； 

1． 知识表示的转换问题，如何从一种form转 

换为另一种form~ 

2． 自然语言理解问题。一 

3． 新的查询语言的定义。 
● 

一  

’ 

4． 如何组合文档?如何存贮和检索它们? 

5· 图象的表示和检索同题。 

6． 规赠库 的组织管理问题。 

7． 对 象的表示和转换问题。 

8． 如何高 效地实行推理? 

9· 广义事务的定义和管理。 · 

l 0．优化的准则和优化技术。 

l 1·事实，正文，图象，对象的存贮方法 

12·并行存取问题。 
一  

13·存取路径的建立和利用。 

如上所述的通用的新一代DMS其体系结 - 

构过于复杂，也许可行的办法是设计和实现 

范围专门一些的系 统。例 如 专 用 于 CAD／ 

CAM／CASE／ClM的系 统，专用 于ES的系 

绕． 专用 于DSS，MIS的系统，专用于五 代 

机的系统，专用于 图象处理的系统，专用于 

正文处理的系统等等。将所有功能集成到· 

个通用的系统中，其可行性和挂能还有许多 

值得研究的课题，期望不久将会有若干原型 

系统研制出来，它们将提供非常宝贵的经验 

和教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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