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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多介质数据库的NF。方法 

田沧海 林钧海 (210016~京航空学院计算机系) 

一 ～ 摘 要⋯ ⋯ ⋯ 一 ～  

由于NF。(Non—Fi船t Normal—Form)理论的实质在于允许关 系 的属性是 

另外一个关系，本文提出了用规范关系存贮各种介质的基本数据并用NF 的嵌套 

结构构造复杂的多介质数据的方法，从而有 效地支持了多介质数据库的管理 

一

、 暑l曹 

近年来，非 第 一 范 式NF (Non—First 

Normal—Form)理论的巨大 进展【“ 和 应用， 

使数据库 系统不仅能够支持商业领域中使用 

的简单表格，而且能够支持大而复杂的结构 

对 象，包括文字、图形、图像及声音数据等 

等，从而能有效地利用数据库在工程领域和 

其它领域中实现管理。一般认 为，NF 数据 

模型是关系和层次模型的高度统一。由于该 

模型可 以达到外模式、概念模式和内模式的 

高度一致，保证数据存取的有效性和 完整性， 

所 以它优于扩充的关系数据模型 。 }也由于 

NF 模型易于实现，有较为成熟的理论基础， 

并且还能够描述抽象的语义【 】，所以亦优于 

面向对象的数据模型【 。 

NF 理论的本质在于允许关系的属性是 

另外一个关系，从而可以描述复杂的结构。 

为了支持各种介质数据(如数字／字符、文字、 

图形、图像、声音等)，我们 用规范关系描述 

和存贮各种介质的基本 数 据【。】，如 一 段文 

字、一个图形等，通过NF 构造生 成各种应 

用，形成复杂的多介质数据。我们的实践表 

明，NF 方法支持多介质数据库是可行的。 

本文最后介绍了我们待进一步开展的工作。 

=、基本数据存贮 

各种介质的基本数据可以通过关系数据 

1库加 以存贮 ，例如，一段文字可以用(行号，内 

容)这两个属性值来描述，一个圆可 以用(圆 

的名字，半径)来描述等等。为了能够统一 

地对所有介质的基本数据进行描述，我们给 

出关系数据字典和属性数据字 典 的 描 述形 

式【 1： 

可以看出，这种描述提供了 一 种 完 整 

的、一致的、无冗余的表示，可以统一存贮 

各种介质的基本数据： 

I． 数字／字符存贮：最基本的数据存贮 t 

，
sRI International，Oct，1983． 

[2] Clocksin, W ．F．Implementation Te~b．- 

nique~ for PR~lLOG Database。 SOFT— 

W ARE—f·RA CTIC露 and EXPERIENCE， 

Vol 1 5(7)． PP．669-- 6'?5Uuly 1 985) 

[3]Kvvin A．Buctt~ ， Fast Decompilalion 

of Compiled Prolog Clauses，Logic Pro- 

gram mlng ReSearch Group， School of 

Computer ＆ Inform ation ScieI]ce， Syr- 

● 

-)戢室航录鞠科学善禽舞功课羁 

· ， 

acuse UniV rsity． 

[胡 李良良，一种脐序FROLOG~系统结构的研 

究，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 系，博 士 论 文， 

1 087(12) 

_5]车敦仁，编译~PROLOG数据库的实现技术 

的研究，国防科技大学计 算 机 系，硕 士 论 

文，1 988 

is]GKD-PROLOG／VAX780用户手册，国防科 

技大学，A工智能研究室，1 98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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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关系数据字典rel-dict 

关系类型f 

属性连接l 
指针 f 

培的名字 

元组所需字节数 

属性 

指出砦蕹蕊棼瞿缀蕊 血 衅 
指出此关系所含属性在属性字典中的 
位置 

表2 属性数据字典attr-dict 

描述项 含 义 

属性名 记录用户建立关系时同时给出的 
属性名字 

属性长度 指出存放此属性所需字节数 

属性偏移量 给出此属性相对于整个元蛆 
存放地址的相对偏移量 

属性类型 属性所允许有的类型， 
包括sm啦l抽t，Int，F1oat， 
C妇r，Date等 

形式，不再重述。 

2． 文宇存贮：用户可以定义文字存放 

时行的最大长度，通过 (行号，内容)两十 

属性可定义文字的存放： 

Create Text tl(rownum smalllnt，COH— 

tent char(80)) 

其对应的数据字典描述如图1所示。 

c0ntent 

8O 

2 

char 

图1 文字tz的存贮描述 

因此，对于文字tI的输八，每一行 (ro— 

wnum)最多可存贮80个字符的内容。 

8． 图形存贮t基本图形分为规则图形 

和不规则图形，规则图形可以通过属性描述 

出来，例如Circular(name，radius)表 示圆 

的信息 (图2)。 ， 

酗图 
图2 圜的存贮描连 

用户定义的所有圆均存贮在同一个关系 

中，通过圆的名字可进行存取，这样对 于有 

限的规则图形，可以建立有限的不同关系加 

以描述和存贮。 

对于不规则图形，我们引进“过程 的概 

念加以解决，任何用户需要的不规 则图形均 

对应一个可执行程序(即过程)，执行的结果 

即相应的不规则图形，过~Proeedtlro(ha— 

me)的描述如图3肺示。 

ProcedUre 

1 B 

1 

PrOcedure 

图3 过程的存贮描述 

4． 图像存贮：可以 用 图像 名 (横座 

标，纵座标，颜色)来表示图像，也可以用 

一 个“过程 来表示一幅图象。 

5． 声音存贮：存贮频率、持续时间等 

属性值或用“过程 来表示。 

三 、NF z方法 

在上一节，我们论述了用规范关系可以 

描述和存贮各种介质的基本数据，由于 NF 

数据模型允许关系的属性是另外一个关系， 

通过对规范关系的嵌套构造，可以描述和定 

义复杂的包括各种介质的数据，从而支持各 

种应用。为此，我们给出嵌套关系鼓据字典 

和属性数据字典的描述形式，即NF。构 造方 

法。 - ．J 

l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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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嵌套关系数据字典nr·I—dict 

描述项 r 台 义 

积套关系名 记录用户定必嵌套结构时给出的名字 

属性／子类 指出此嵌套关系的属性／子类个数 
个数 I 

嵌囊蓥系j指出赀 奢薹 皂暑毒素蚕 ；；}；蠡 类型 
A
义g，gr包

eg

括
a~1 0]1 ； 概括 】 ‘爨_粜J寺 

曩羹辖 指出巷掌囊萃磊霍垒属性 子类在旱 连接指针1 性字典中的位置 、 

表4 属性(子关系／子类)数据字典nattr—dict 

子羹耋 子 

属辈 类 

霎薷委 

左上角庄标 

右上角座标I 

记录旱霎秦舞尚}；}4 同时给出的 子关系／子类的名字 
对于规范子关系或子类，此项值为0 

对于髀翥蓥 对于规范子关幕或子类，类型为 
Table、Tb础 ， Graph． Image． 

Voice等 

记为 (x，y)，．实际存放值i_(x《8) 
+Y 

记为 (x，y)，实际存放值i=(赢《8) 

表 4中，左上角座标和右下角座标用来 

指定各介质基本数据的显示区域，通过各种 

基本数据的混合定位输出，可以满足用户的 

不同需求。 

太部分系豌如AIM[ 均利用NF。数据 模 

型直接支持嵌套表格，但需要数据是格式化 

的，不能支持非格式化数据的嵌套。我们的方 

法是利用N 的嵌套结构梅 造复 杂的非格式 

化数据。 

侧如用户需要生成一份学生人学登记表 

q ，那么只要先用规范关系存贮各种介质的 

基本数据，如照片Al(类型：Image)、简 历 

A2(类型l Text)、成绩A3(类 型：Table)、 

评语A．(类型l Text)，然后定义瓯 ： 

Define G0(Al((1，1)，(8，1O) ，Az((IO， 

1)，(4O，Z0) ，q(A3((1，12)，(4O，I8))， 

A‘((1，20)，(40，22) )) 

Go对应的嵌套结构及显示布局如图4所 

示 

∞IoI 

y 

图4 的嵌套结构及其显示布局 

显然，图4中的嵌套结构等价子一棵树， 

为了与G。的定义形式一致，我们按前序存放 

嵌 套 关 系和属性数 据 字 典：Oo—A AzG- 

A。A．，其具体描述形式如 图5所示。 

构及其布局 

用NF 方法对规 范 关 系 加以描述和构 

造具有如下优点； 

1． 数据共享；包括基本数据 (如A ， 

A：，A ，A )和复杂的包括多 种介 质 的数 

据 (如e。，O )，在上铡中如果用 户 已定义 

了q ； 

Defjne G1(Aa{(1，12)，(40，18))， 

； I 

G l 

2 

NtabIe_ 

Null 

11 

A a 

0 

Table 

(1，12) 

(4 0，18) 

A‘{(1，20)，(1O，22) ) 

那么G。的定义就变得更加简单； 

Define G0(Al{(I，I)，(8，IO)，，A 2 

((10，1)，(4O，1O))，q) 

2． 数据管理简单一致：由于存贮描述 

非常方便，多介质数据的定义、操纵及生成 

均可以很容易的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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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支持抽象语义：襁据规定的语涪， 

可以自动捕提抽象语义信息，~NGeneration， 

Aggregation等，清楚地表示了嵌 套结 构中 

层次之间的关系。 

四、多介质数据的操纵 

由于各种介质的基本数据存放完全独立 

于NFz的构造描述，使得多介质数 据的操纵 

不需要改变基本数据的物理存贮，而仅仅需 

要相应地更改NF 的嵌套结构描述。因此， 

用户可以任意地组织所需的数据，如增加、 

删除、修改各种介质数据，改变多介质数据的 

显示布局等等，这种友好的、自由的多介质数 

据动态共享方式使系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为论述方便，假设G表示多介质数据， 

A表示各种介质的基本数据，则任一 个多介 

质数据G均可表示为： 

G：=A JcclA，CC 

A：= <basic—media>1A，<basic-media> 

cc：=Gf CC，G 

<basic—media>：=digit jcharacter ftext 

fgraphf image lvoice 

也就是说，G是 由若干个基本数 据嵌套 

生成，即G一(Gl，G2，⋯，G )。 

如果记s。为G本身及其所有子嵌 套结构 

的集合， ；{G，G1， ，⋯，Ĝ，⋯)， 

则不难给出多介质数据的操纵定义： 

一

定义●·1 插八 设有多介质 数据 G一 

(Gt， ， ⋯， )，又设G ∈ ，则 任一 

个多介质数据Gj 可以增加到G的q 中生 

成新的多介质数据G ，其操作称 为 插 八。显 

然： 

Cr'= (Gl， ， ⋯ ， G ) 

Gi= (Gjl， G} ， ⋯ ，Gi．G，) 

Gj (Gi” Gj2， ⋯ ，Gĵ) 

捌4．1 圈4的多介质数据G。一(A ，A￡， 

G1)，s。=tGo，
．Al，A2，G” A。，A。)，如 

果用户需要插入多介质数据 =(̂ ，A。， 

A )到q中，则生成的新的多介匮数据G ： 

G ； (A：，A2，GI) 

Gl= (A3，A．， ) 

G2寻(A5，AB，A 7) 

其对 应的嵌套结构如圈6所示： 

圈6 G0／．的嵌套结构 

插八多介质数据Gz时，可 以执行以下语 

句： 

Insert into 0l inG： (A5{(x51，Ys1)， 

(x5 yB2))，ABtxBl，YB1)， (xBt，Y雌))， 

A7f(xⅢ Y71)，(x 72，y7 ))) 

系统 自动生成新的显示布局并修改嵌套 

关系和属性数据字典： 

G。 — AJA4GlAaA‘G A5AIA7 

定义4．2 删除：设有多介质 鼓 据 G= 

(G1，G2，⋯， )，则任一G。∈sG可以从 

(i中去掉生成新的多介质数据G ，其操作称 

为删除。 

删赊AJ 

铆4·2 G AlAzG：AaA‘一  G -÷AI 

G1A3A4 

定义‘．3 修改 设有多介 质 数 据G= 

(Gj， ，⋯，G )，则任一G ∈ 可以替 

换为多介质数据Gj s0，生成新的多介质数 

据G ，其操作称为修改。 

替换吼为 

饼4。3 G AlA2GlA3A4一 —t =争 
G2=(A5，A6，A7) 

G _÷AlA2G2A5A6A7 

不难看出，通过插八、删除、修改操作 

厦座标的变化，可以达到多介 质 数 据 的平 

移、旋转【。1等目的，从而用户能够根据需要 

随意改变 多介质数据的显示布局。 

五、彗棠语 

我们用C语言在suN 工作站上实现了一 

个多介质数据库的实验系统． 目前系统可以 

· 7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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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地支持数字／字符、文字、图形 等介质 

数据的存贮 及构造。实践证明，N 构造方 

法及其字典描述具有概念简单 、处理方便的 

特点。今后准备建立一整套类似于SQL的多 

介质数据库管理语言以适应对各种介质类型 

的统一定义及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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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工智能基本问题研讨会园满成功 

全国人工智能基本问题研讨会于1991年11月4日--7日在安锻省旌德县黄山旅游保健中心召 开。会议由 

安徽省计算机学会和中国科技大学计算 系举办，得到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中国计算机学会和中国 科技大 

学的大力支持。到会的有国内知名的教授毅专家十九人，中青年讲师、博士生、硕士生十一人，共三十人 

会议首先卣发起人、中国科技大学计算机系蔡庆生教授致开幕词，由安徽省计算 机学会理事长、中 - 

科技大学计算机系主任钟津立教授致欢迎词，并由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涂序彦教授致词。会议收到了 l 

李家治、绦家福．何志均、刘叔华．王遇科、王树林，石纯一、林尧瑞、史忠植等教授的贺信或贺电。 ． 

会议在 人工智能当前谈做些什么? 的中心议题下就人工智能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包括 (1)人工 l 

智能巳取得的主要成果，(2)人工智能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3)人工智能当前各学派之争，[4) 一 

入工智能的发展方向与预期成果，(5)中国人工智能未来十年的发展战略与策略，(6)人工智能如何面向 基 

国民经济主战场等问题进行了专题报告、专题讨论与自由讨论。在会上作专题报告的共有十七位专家，教 印 

授。他们从数学、逻辑学，心理学、生理学、语言学、电子学，计算机科学，计算机工程．系统科学，思 戛 

维科学等方面深几讨论了人工智能的若干基本问题。会议学术气氛十分浓厚，讨论非常热烈，真正作到 兴 
了畅所欲言，相互促进，取长补短，求同存异 会议代表一致认为这次会议非常必要和及时，相当圆满和 

成功，具有深远意义。 

会议代表对中国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战略与策略提出了许多好的思想与建议。会议认为，今后不定期 

地继睡组织这种小型的、教授专家级的人工智能专题研讨会是很有必要的。 

· - 

⋯ ～  

全国^工智能基本问题研讨会 书组供稿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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