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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C++的良好00P风r格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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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 盲 

所谓“程序设计风格”，通常是指由编译 

器对程序的源代码进行静态分析时所能确认 

的特性。目前，关于0oP风格有两种理解： 

1．采用非面向对 象程 序设计语言(00PL) 

进行程序设计，使程序呈现出一定的OOP风 

格。 

2．采用OOPL遵循一定的规范或法 则 进 

行OOP，使程序呈现出良好的OOP风格。 

在本文我们关注后者，在Demeter法则 

ta]的基础上，以 C“为背景，提出了一个采 

用C“进行良好风格O0p时所遵循的 法 则： 

Demetcr／ 法则，、并给出相应的证明 和示 

例说明。 

二、OOP鼠格 

既然OOP被认为是八十年代的结构化 程 

序设计，那么相应于结构化程序设计 良好风 

格的特征之一——少用goto，什么是OOP良 

好风格的特征呢? 

面向对象。。(oo1~想的两个核心辘念是 

封装和继承，它 们 分 别 在“实例。一类 和 

“子类 一父类 两个层敞上强调了模块 (实 

例、类)的可重用性和可维护性，其关键是 

尽量降低模块之间的耦台度。我们认为OOPL 

支将O0思想， 只鬼亵嚼它l倪提供了方 便地 

(饨轻喾爵 安盘和翦效魁，夏睫这一恩德 

的机制，但并不表明用OOPL编制 的 程序就 

一 定能充分地达到O0思想的上述目的，这不 

仅和语言设施有关，更与程 序设 计 方 法 有 

关。研究表明：不加约束地使用 OOPL中的 

O0机制时，生成的系统仍然不能满足 O0方 

法的初衷，如继承使用不 当就会破坏封装性 

tq
。 因此，良好OOP风格的特征应当是 以更 

好地降低模块间耦合度，增强模块的可重用 

性为 目标。 

在O0程序中，模块间的耦合反 映 在 类 

对象之间方法的相互调用上，因此在程序设 

计时，应对方法中能访问的对象集合 (通过 

发送清_恳调用其方法或变量)作一定的限制， 

井尽量使该集合为最小，使方珐对周围环境 

对象的依赖性 (耦合度)最小，相应降低其 

所属类对象和环境之问韵耦合度，这一要求 

以程序设计法则的形式来表达，被称为 De— 

meter法 则【。1：一个娄的方法 睁了能访问自 

身羹结构曲直接子结构 (即裹屠予结构)以 

外，不应以任何方式依赖子任何其它类的结 

构，并且每个方法只应对某个有限类寨合中 

的相应对象发送消息。 

我们认为DeⅡleter法则在下述几个方面 

是支持软件工程的有关原则的： 

1．■备度控制 耦合在OOP中的反映就 

是对象之f哥考_法的调用／遗商关系，Demeter 

·‘15· 

～ 蚕 

脏+ 如 量． 擒 一 l；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法则有效地减少了在某个方洼内所能调用的 bo 良好风格的特征描述的抽象、原则形式， 

方法数量，相应地增强了该方法的可重用性 具体运用时根据珐则描 述．的 层 次 (类、对 

和软件的抽象层次。 
． 

象)不同，相应具有不同的表达形式，如图 

2．信息踌藏 在 啦 《 l忡体现兔 0 际f— ：· 
类对象的结构信息隐藏 如果我们 按“part- 

of”关系将复合结构对象描述成“组 成树(CO- 

mposite tree)”， ~lJDemeter法则不 允许方 法 

直 接访 问组 成树 中的深层 子结 构，只 允许访 

问其表层 子结构。 

8．信息受齄访问 在某些OOPL中 (如 

c”【 )，可以将信息说明为私有的(priva- 

te)， 以保证信息的受控访 问，而 Demetvr 

法则的着 眼点是针对那些公有信息，在设计 

方法学上提供一组法则，使用户能按某种受 

控的方式访问它们，而不是在程序中通过语 

言设施说明将其隐藏起来 r 

4．信息局部化 Demeter法则要求 一个 

方法仅应与其紧密联系的类对象有关 (同时 

限制了方法中发送消息的消息名)，而与系 

统的其它 部分无关，宴现了类信息和消息名 

信息的局部化。 

5．藏小馥缺界面 Demeter法则从程序 

设计方法的角度限制了方法所能 访 问 的 信 

息，从而减小了模块界面，这是因为，如果方 

法得到过多的信息，它就有可能会破环这些 

信息。 

B．Demeter浩列强调一个实体的谬义足 

应取决予其囊羼子结构 因此遵循这一法则 

的OOP程序有助于采用指称语义的台成定律 

(compositionality principle)进行 结构化 

的推导验证。 

．  三、 m̂}tef!jj}别 

上述De meter法则 (称为 L。)只是根据 

武 

L． ． ： 

图l Demeter~ 同表选形式 

·_l6 · 

Lr～ 类表达形式： 

对于类c中的任何方法 M，M 中发送任 

何消息的接收对象必须属于下述类之一： 

1．类c本身。 

2．方法M的参量类和返回对象 类。 

3．类c的实例变量所属的类 (成员类)。 

4．对类c显式说明是可见的类。 

5．情形 2中相应类的实侧变量所属的类 

(成员类)。 

6．方法M中能直接引用的实例变量 只允 

许是上述情形 1， 2 中 类 对 象 的 实 例 变 

量。 - 

L：—— 对 象表 达形 式： 

对于类c中的任何方法M，M中 发 送 任 

何消息的接收对象必须是下述对象之一： 

1。对象self本身。 

2．方法M的参量对象和返回对象。 

3．全局变量中包含的、或者方法M 中生 

成的，和情形 1，2中相应对象是 同 类 的 对 

象。 

4．情形 1，2中相应对象所包含 的实例 

变量对象(成员对象)。 

5．全局变量中包含的、或者方法M 中生 

成的，和对类c显式说明可见的类是 同类的 

对象。 

6．方法M中能直接引用的实例变量 只允 

许是上述情形 1， 2， 3中相应对象的实例 

变量。 

~Demeter法则的两种表达形 式，我们 

认为t法则的对象表达形式要求判定方 法M 

中的消息接收者是否属于一个有限韵对象集 

合。即要判定两个对象是否相等，其检测粒 

度是在对象层次，伺法剐的类表达形式要求 

判定穷法M中睁消息接收者是否属于 一个有 

隅的粪寨合，即要判定对象是香属于蒹个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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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槛测粒度是在类层次。既然 “程序设计风 

格 是 编译时 的静态 特性 ，而在 编译对 又难 以 

判定对象的相等 问题，这只能推迟到运行时 

4解决，并且开销很大。因此，对象表达形 

式适用于无类型的OOPL (如 SmallIalk)， 

而对于强类型的OoPL (如C“)，则娄 表 达 

形式 比对象表达形式更有效，固为这类语言 

能在编译时全部确认对象的类型信息。 

正如结构化程序设计的良好风格法则并 

非对传统程序设计 包医百病”一样，I)eme— 

ter法则也并不能解决OOP的 所 有 异常 ， 

但对大部分00P程序进行编译时风格 的 规 

范化 依然是有效的。 

四、Pem eter／C“法则 

1．D~meter／C”法则 

上述法则是独立于具体OOPL的 我们 

将其进一步推 广刊c“【 上，即给出 Dometer 

法皿If的c“语言概念解释，以 支 持 c”的良 

好风格OOPo考虑到C“的强类 型 性，因此 

我们选择法则的类表达形式，从 而 得 到 了 

Demcter／C“法则Ls： 

对于类c中的任何成员函数 M，M中 能 

直接访阊或引用的对象必须属于 下 述 类 之 

一 l 

1．类C本身。 

2．成员函数M的参量类和返回对象 类。 

3．类C的数据成员所属的类 (成员类)。 

4．对类C显式说明是可见的类 (可见度 

控制)。 

5．情形 2中相应类的数据成员所属的娄 

(成员类)。 

6．方法M中能直接引用的数据成 员 (无 

论其是否是类对象)只允许是上述情形1，2 

中相应类对象的数据成员。 

下面我们通过构造性的定理证明来说咧 

对C”程序进行 良好风格化的转换过程。 

2．证啊 

Demeter法则的实质是对方祛所能访问 

的娄模块范围进行限制，这种限制体现在： 

r．若访问的是结构信息，则只允许调用 

相应类的表层子结构而非其深层子结构，但 

对结构信息的嵌套访问将会破环这一限定。 

0．若调用的是方法，则只允许对所限定 

的对象发进消息，当发生方法的嵌套调用时， 

这一限定常被破坏，因为如果不引入中问参 

量，则嵌套方 法的运行返回结果一般不一定 

在法则所限定的范围内。 

因此，按 c“的概念说，破坏 Dome Let 

法则的根源在嵌套的成员表达式， 而转换的 

实质就是将其 展开 成。平坦”的 成 员 表 达 

式。 

定理 任何C“程序都 能 转 换 成 遵循 

Dcmcter／c“法9llj的等价形式 

证明：设 c”程序中出现的联套成员表 

达式为a。一Ⅱ】。一mi—InJ—m (在此略 去 有 

关参量的表示)，对象a。的类 是 Ao，8。一m o 

的返 回结果类 是A ，a口一m。一ml的 返 回 结 

果类是A2，a。一m 0一ml—m 的返 回 结 果 类 

是A。， 即： 

dass Ao{．．·j m0}⋯)， 

c】ass Al{⋯ m】}⋯)， 

class A2{⋯j m{j⋯}} 

class Aa{⋯}ma}⋯)j 

1。设m是数据成员，则转换规则为： 

class A0(⋯，1]1o，⋯}} 争class A0( 

i 

m  0； 

llq0 {tMs．÷m0_+ml }) 

·一；)J 

class A】{⋯}rillj⋯)I class Al{ 

⋯ ， 
● 

m J} 

ITl】 {thi~ mI m2 I) 

⋯})I 

class Ai{⋯I mi，⋯)j===>class A2{ 

⋯ ； 

’  

ril } 

m {mis—+m —·m5j) 

⋯j)； 

相应地 将 a口_+m ml_+m2 ms—净ao 

· I7 

-鲁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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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m。 ，即在类A．中引入方 法 m． ，并 强 允 

许其直接访问类A 的表层子结构m ，经代 

八替换后易知本转换是等价的 

2．设m 是函数成员，叫转换 规则为 

class Ao(⋯，1120}⋯)}===>class A口( 

‘。’I 

m 口， 

A J argl， 

m 0 (th／s--*m 0 (this--*m 0)；) 

m D (A1 argI) (argl—·ml }) 

⋯ )， 

对类Al，AI都进行类似的转换，即在类 

Af中引八中间参量argI+l、方法mj 和m． ， 

并只允许方法m 直接访问arg㈧ ，从而将a 

m。-．ml-．m2_÷m3#争 a o-．m0 ， 经 过 代 

换易知，本转换是等价的。 

3．上述情形1，2是针对a。一m 一m 一m： 

’．m3的，对于 a0_+m D-．⋯-．m．(k>3)时， 

不 断重复采用上述1，2中的转换规则进行归 

纳，即可将其“展开”成k个“平坦”的成员表 

达式thts--*m．-．m +1或this--．mf (tllis_mi、 

t,?2~arsE+1-．m Ⅲ 以遵循De~eter／C“法 

则的要求，因此本定理成立。口 

3．示倒说明 

下面我们举例说明 C”程序的非良好风 

格向相应良好风格形式的转换； 

。< c 

图2 复合结构类A 

设类A是复合结构娄，其组成 树如图2 

所示：B、C，D、：E为其嵌套成员 类，并在 

有关类中均提供一成员函数search(X x)， 

以在相应类对象中搜索信 息X (]c是类x的对 

象指针)，如搜索成功则返 回非零，搜索是 

以其组成树为 目标，按深度忧先方式进行的， 

相应的C”程 序形式可 以是t 

#de~ine oK 1 

日m  A } ～ 

p拈ji ： 

B *b· 

C c 

int sc ch(x *x){ 

if (b+ d÷  earch(x))retvrn OK； 

else if (b十e— ch(xj)return OK 

else c+ search(x)； 

) 

}， 

class B 

public： 

E e- 

D  d： 

}： 

class c{ 

p~blic： 

int search(x xj{⋯} 

}； 

class D { 

publicj 

int aearch(X x){⋯ } 

}； 

Class E{ 

publicl 

int search(X 锻 )(．．．} 

} 

class x{·-·}； 

可以看到成员 函 数A：search(X x)中 

的嵌套成员表 达 式 b-*d-*sea．rvh(x)和b—e 

--*search(x)破f~TDemeter／C“法则，因此 

必须将其进行转换。由于d为数据成员，则采 

用上述定理证明中情形 1的转换规则，将该 

嵌套成员表达式“展开 ，相应地将程序转换 

成； (由于此时嵌套成员表达式位于成员函 

数内部，别this可以省去) 

class Af 

publicI 

B *b- 

C *c， 

int search(X 

if (b--~soarck(x))rot~ra 0磁 

else e~sc~trch(x)： = j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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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s B{ 

public 

E - 

D *d： 

int search(X x){ 

if (d+ seareh(x)) return OK； 

else e+ search(x)； 

} 

}； 

五 、小 结 

综上所述，我们在指出OOP良好风格特 

征的基础上 ，基于Demeter法则，提 出并 证 

明了适用于C”的良好 OOP风 格 法 则—— 

Demeter／c“法则及其转换方法。 

关于Demeter／c”法则，可供进一 步考 

虑韵问题包括 

1．由于谖法则中的类型可以在 C“编译 

时静态确认，因此可以在 C”编译器的类型 

检查部分嵌入对Dvmeter／C”法则的静态检 

查，在编译器中设置相应的任选项，供用户 

选择是否 由犏译器。强制地 进行 C“的良好 

OOP风格检查。 

2．开发一个将非良好OOP风格的C“程 

序转换到相应良好风格形式的转换工其。 

3．对Demetcr法则按其它OOPL(如Sma- 

I1talk) 的概念进行解释， 以得到适用于相 

]~OOPL良好风格程序设计的DeⅡ】e￡er法Ⅲ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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