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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对象的模型管理问题 T 

聂墙尧 (山东财政学院 济南250014) 
● - - ● ^

一  

在使用面向对象方法的模型管理中，模型应解释为能根据对。消息’的接收强回答来执行各种模型 

管理功能的对象的集台。本文讨论了使用结构模型框架对构成梗型的对象类进行 划 分 的 问题，并对 

执行各种模型操f断 需要的协议进行了描述。本文还就使用一个3~ ．OBMS来实现面向对象的摸型管 

理系统韵可能性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

、 引吉 

模型管理是构成决策支持系统 (DSS) 

基西 =不虿重婴究 互三j两 
田菊丽 磊忑莉 管理的第一步是模 

型的表示，然后，在此基础上应为模型提供 

各种操作，如模型的生成、重构、更新 以及 

模型结果的获得等 用于模型管理功能的软 

件应把数据与Dss的会话子系统紧密地集成 

在一 起。 

近几年来，关于模型的表示虽然已提出 

了很多方法，但这些方法或者是把模型表示 

成为数据，或者是把模型按知识库中的数据 

形式表示 】。这些方法在集成IDSS的数据 

管理子系统方面具有 良好的前景。最近，文 

献[5)中又提出了一种把模型表示成 为 基于 

结构建模框架、并具有逻辑结构的关系数据 

库的思想 本文则主要就如何对这种关系数 

据库进行操作以执行各种模型管理功能及使 

用面向对象的方法对模型进行管理等问题进 

行探讨。 

= 、结构建摸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思想起源于SIMU- 

LA。该语言是六十年代中期开发的，其特征 

是类的概念。它的实例由操作、搏同程序和 

子类的集合组成。其中操作带局部状态，协 

同程序通过。re8ume 操作模拟并行执行，子 

类继承父类的操作与状态。第一个交互式基 

于显示的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语言是 sMA— 

LLTALK E”。图1示出了 SMAu ALK中对 

象的某些类和子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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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MALLTALK申的对象 

结构建模‘q是一种描述模型 的 形 式 框 

架，它包含了一种用 以描述模型模式 (模型 

娄)的语言和用以描述模型实例详细 内容的 

数据表。 

下面我们给出了结构模型的一 种面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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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观点，并就把一结构建模表示成为 一冀 

系数据库的方法同文献[5]中提出的方 法 进 

行 了比较。 

1． 作为对象的结构建模 

根据SMALLTAIK韵 约定，我们在图 2 

中给出了一结构建模中的对象类，其中的对 

象为元素 (Elements)。元素有三种 子 类： 

①实体 (Entities)，包括基本的 (Primiti— 

ve)和复合的 (Compound)；②属性 (Art— 

ributes>，包括固定的 (Fixed)和 可 变 的 

( iable)}③函数 (Functions)，包括数 

值的和逻辑韵，后者也 称 测 试 元 素 (Test 

Elements)。测试是以函数的子类给出的，表 

示了它继承了函数的一般特性。宴体具有两 

种子类，即 基 本 实 体 (PrimitiveEntity) 

及复合实体 (CompoundEntity)，用 以表示 

除了它们所共有的性质外，基本实体及复台 

实体所具有的特殊性质。另外，豫了基本实 

体外，每一元素都有一个调用时序 (Calling 

Sequence)，也即，具有一个它们所依赖韵元 

素表。基本依 赖 (ElementalDependency) 

是联系 (Association)的子类 (联系是一关 

键字一值的偶对)。基本依赖有三个子类，即： 

CompoundOf。Attribute0 和 Funcfion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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罔2 结构模型中的对象 

盎结构建摸 巾 ，一元 素 l≈有序依赣集社 

称为一基本调用时序 (ElementalCallingSq— 

uence)。 另外，根据 面 向对象的 观点，一 基本 

调用时序是模型中的一个字典，或者为模型 

中所有基本依赖联系(ElementalDependency 

Assciations)的集合。在结构建模的低层结 

构中，相同类型的元素，如果它 们 满 足 类 

羼相似”特性，则把它们聚集到一个属 (Ge— 

nus)中。也就是说，如果属A(记GENUS A) 

中的一个元素是依赖于 (调用)属B(记GE- 

NUS B)中的某些元素，则 GENUS A中的 

每一元素都调用GENUS B中的某些元素。这 

样 ，存在有若干个属的子类，每个子类均为相 

应类型的元素集合。相应的，存在联系的子 

类的类属依赖 (GenericDependency)。该子 

类记录了GENus A是类属依赖于GENUS B 

的。同群，关于这些联系也存在一个称为类 

属调用对序 (GenericCallingSquence)的享 

典。 

在聚集的最高层，着干个相关的属数组 

称为结构建模的模块。模块是一种数组而不 

是集合，因为它的元素至少是偏序的。也即， 

在模块中仅当i<j时，第i属才可调用第j属。 
一 复合模块也为一数组，它的元素则为其它 

的模块。这就产生了称为模块依赣 (Modular 

Dependence)的模块间联系类以及一个称为 

模块内容 (ModularContents)的联系字典。 

基本调用时序、类属调用 时 序 及 模块内容 

为三个字典，其中每一个都可表示为一边上 

带有标记用以指示分支顺序的有根树 (Roo- 

tedTree)。以上这三种字典分别对应 于基本 

结构 (ElementalStructure)、类属结构(Ge- 

nericStructure)和模块 结 构 (ModularSt- 

ructure)的三 种子娄 。 

最后，还有一个作为复台对象子类的对 

象，称为结构模型 (Structured Mode1)。 

一 个复合对象包含了一个预先描述的其他类 

中的对 象列表。在这种情况下，一结构模型 

是 由若干个元素、属、模块、字典及相应的 

有根树所表示的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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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为关系的结构楔型 

在强 3中，我们给出了台有结构建模的 

数 据库的若 干关系。在 基本 关 系 (Elemen一 

|al Relations)中，我 们 又分别使用 了关系E 

和A (AREAL、A1NT、ACHAR)表示 实体 

类和固定属性类的全部实例。在数据库中， 

我们还列出了全部可变属性及函数的关系， 

这是因为有时要对它们进行赋值 同样，在 

横块关系 MODULE中列出了模块类 的全部 

实例。在属关系 GENUS中 列出了属类的全 

部实例 在面向对象的术语 中，MODULE、 

GEN．uS、E、A丑EAL、A玉Nrr及 ĈHARI~Cj 

其他属性均被称为实例变 量。另外，CONT- 

ENT、CALLS及 CE关系分别表示了模型内 

容、类属调用时序稻基本调用时序。DATA— 

TYPE关系包含了属性属~Attr如uteCrelle ra ) 

和函数属 (FunctionGenera)的_实例变 量 (即 

数据类型)，而RULES仅包含了蠡数餍的实 

例变量 (即函数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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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结构建模自g关系 

面向对象的观点与结构建模关系相互间 

的联系为：‘ 1)结构建模对象酌类楼块、属 

及元素 (以及其他的 子 类)在 MODULE、 

GENUS和基本关系中各自是作为元组 说 明 

的J(2)结构建模对象的联系及字典类 (以 

及它们的子类)是在CON~E1W'~S．CALLS和 

CE关系中被说明的；(3)一结构模型是一复 

台对象，其实例相应 于罔 3所示的关系数据 

库的实例。 

三、作为清息的横型操作 

一 个对象，除了类及实例变量外，还应 

有用来响应消息的方法 (Meth s)集 台。 

若把一 结构建 模解 释为一个对 象的集 台，列 

下一步应把模型操作解 释为消息。 

通常，消息是按 议方式安排的 协议 

指明该对象所能接收的消息。在对象内部，每 

个消息对应一个方法，而方法实施对数据的 

运算。例如，每十类必须有一寸’用于创建、 

修改、或删 除其它实例等的操作协议。除此 

之外，每个集合也必须有一个用于增加及删 

除元素的协议。 

图4示出了SMALLTALK语言中的几个 

类字典协议。除了用于创建、修改、删除的 

协议外，还有很多用于存取或测试的协议。 

这些胁议在数据库中称为查询。结构对象应 

能对所有超类 (集合、数组或字典)所响应 

的协议也能响应 另外，还存在一些对高层 

模型的操作，如 由集成或聚集对模型进行重 

构的操作等，但在SMALLTA~LK审这些协议 

不能直接模拟，因此必须把这些功能扩充到 

结构模型的方法中去。这样，方法中应台有 

发送 给集成横蹬子 饔统钧 多 种习鹑息，如测 

试、，存取、创建、，修改班及删豫等。另一类 

每屠模型的操作是根据对模型的“求值 

解 或“优化”‘分别船 应于"~hat i 、* 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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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s 及“what s best”方法)来对 口'变属 

性及函数进行赋值。我们称这类模型操作是 

“赋值的 。／q ，对一模型“优化”意味着对 
所有可变属性．进

~n

行赋值以使每一个测试的值 

为**True 并使某些函数为最大或最小。这一 

般是靠 调用一数值 过程 ，如线性 规 划 中 的 

Simplex算法等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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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Attribute Genus 类的协议 

四、实现方面的问题 

上面所讨论的面向对象方法的模型管理 

问题在其具体实现上，一个可能的方法是使 

用面向对象语言来建造一模型管理系统。但 

是需要指出的是，为了把数据与会话子系统 

集成在一起，整个DSS应按相同的方法进行 

编码。另一种方法是对关系数据模型进行扩 

充 。在这类方法中，有一种则是采用了关 

系数据库中事务的面向对象的观点 !。我们 

说对于一关系模型管理系统的实现也可考虑 

沿用这些方法中的某些思想。 

使用关系DBMs的方法则是把“对象”看 

作是关系、属性、域 码及元组，并应能提 

供查询语言中所定义的全部操作 (方法)、数 

据定义语言DDL (如对关系的创建、删除及 

属性定义等)及数据操纵语言DML(如对元蛆 

的插八、修改、删除等)。另外，大多数DB一 

·74· 

MS提供 了把若干对象基本娄作为数 字 及 字 

符进行存取的功 能。 对于新对 象的 定义可根 

据图 2所示的模 式定义之。 

五、结束语 

由上面的讨论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 

即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方法用于模型管理是 

合适的。并且，根据结构模型框架面向对象 

的观点及作为关系数据库表示的观点，把模 

型管理系统作为 一关系DBMS来实现是 可行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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