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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模型中不确定信息 

与可能信息的引人与处理 

呈塞 薛劲松 ’_『P ＼I、1 
(辽宁工学院)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所)I‘ 

摘 要 In this paper，the traditional relational model is extended in order to express indetinhe 

and maybe；nformatlon．On the basis of the extended relational model，the foundamental operations 

in‘relational algebra are defined again，and the policy and algorithm for updating relational database 

are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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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传统关系模型下的关系数据库所表示的信息都 

是确定信息，即元组所描述的实体确确实实被包含 

在关系数据库所定义的现 实世界 中．即使是含有空 

值及模糊值的不完全关系数据库．元组与相应的数 

据库之间也存在着这种包含关系．宴际上不完全关 

系数据库除了在属性值上有不确定性外(如空值及 

模糊值)，还有另外一种不确定性 ，这就是元组级上 

的不完全信息：不确定信息(indefinite information) 

和 可能 信息(maybe information)。这两种元组缎上 

的不完全信息所描述的实体或实体集台与 相应关系 

数据库 限定的现实世 界不存在完垒确定的包含关 

系 。 

=、基本定义及扩展关系模型 

1．基本定义 

定义1 两个或两个以上元组构成的集合称怍 

扩展元组． 

定义2 若扩展元组中至步有一千元组(但不是 

垒部)确切属于关系．且当前无法确定是哪—个元组 

属于关系，则称该扩展元组属于关系． 

定义3 设有关系 r及扩展 元组 t若有 fitt属于 

r，孵4称 是 的不确定信息。 

定义4 设有关系r及元组t．若有 t是否属于r 

当前未知 ，利祚 l是 r的可能请 

传统关系模 型只能记录确定信息 ，若要把进两 

类 不完全信息弓『̂ 关系模型 ，则必须对原有 关系模 

型进行扩展 ．并重新定义信息处理规则。 

2．扩展关系模型 

当在关系模型中引入不确定信息和可能信息之 

后 ．关系数据库中古有三类信息：不确定信息．可能 

信息及确定信息 ．为此需要 弓『̂ 三个表分别记录它 

们．记录确定 信息的表叫 D表 ，记录不 确定信息的 

表叫 I表，记录可能信息的表叫 M 表。D表及 M 表 

的内容是元组的集台．I表中的内容是扩展元组的集 

台 。 

3．信息冗余殛处理 

扩展关系模型下 关系数据库有两类信患冗余 ： 

各表内的信息冗余及各表之问的信息冗余。D表及 

M 表内的官患冗采是指表内有相同的元组存在，消 

除冗余的方 法是 击豫副本 信息f而 I表中两扩 展元 

组 。和 若存在 畸 的关系．则 和 之间有冗 

余，消除冗余的方法是从I中去除 ，井把 一 并 

入 M 表 。 

各表之同的蓿息冗余及处理策略如下： 

a)元组 t∈Ro，扩展元组 ∈RI且 t∈m。从 R1 

中去除 ，并把 — t’井入 R”。 

b)元组t∈RD且t∈RM。从Ru中去除 t． 

c)扩展元组 ∈R1．元组 t∈RM且 t∈∞．从 RM 

中去除 t。 

由于篇幅的限制 ，去障扩展关系中冗余信息的 

算法文中不具体给出，处理算法名是 ~duce(R，)t它 

的时间复杂度是 O(mn)，其中的 rn和 n分 别是扩展 

关系三表中最大元组数和最大扩晨元组教两数中的 

严 丽 讲师，主要从事数据库理论的研究与教学工作。马宗民 助理研究员 主要研究 趣是救据库理论与直用，人工智 

能 。 

·79 · 

髓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最大值和次大值。 

三、基本关系代数运算 

1．集音并 

设扩展关系横型下的两个关系 R 及 S ，令 T 

一 R Us，刚有 T6= 早 n —R Us -Tu—RM 

USM，Tx—reduce(Tx)。 。 ． 

2．选择 

选择运算是通过同时在三个表上分别进行运算 

完成的。对 D表及 M 表的选择与传统二维表上的选 

择完全相同，选中的元组瓿据元组的性质进入结果 

关系中的D表或 n 表。I表上选择处理的规则是；I 

表中的扩展元组 u，若 的全 部构成元组均满足选 

择条件，则 u进入结果关系中的 I表 ；若 u中只有部 

分元组满足选择条 件，则这部分元组进入结果关系 

中的 M 表． 

算法1 Se|ect(Rx，F) 

输入，扩晟横型下的关系Rx及选择条件F； 

输出，结果关系S】【} 

sDl一 却 (RD)；sMI一 却 (R )；s1I一 i 

foriI=ItO k do(k是 RI中扩展元组敷， 
0j=即( ){ 0一 then S】l—SI+ (日} 

else if 0≠ then SMj一 上0； 、 

next i．{ ∈R】} 

说明，即(R)是传统二维表上的选择运算。算法I 

的时间复杂度是 o(m)，其中的m是扩展元组数与 

扩展元组合最大元组敷乘积、D表及 M 表中元组数 

三戴中的最大值． 

3．投影 

投影是通过在三个表的指定属性(集合)上分别 

进行投影而完成的。投形运算可能产生信息冗余，要 

予以消障。 

算法2 Project(Rx，Y) 

输^ 扩展关系摸型下的关系Rx及属性(集)Y； 

输出 结果关系Tx； 

TD ~ Hv(RD)；T j=ⅡY(Ru)；TTI= } 

fori，=1tO k doIk是 R-申扩晟元组数) 
日l=Ⅱ (蛐)；{ ∈RI) 
iff0中只有一十元组)then TD l—TD+0 else Tm 

j=TI+ 0}； 
next i}reduce(Tx)． 

说明 算法中的 Rv(R)是传统二维表上的投影 

运算。该算法的时问复杂度与算法1相同。 

4．集合甍 

两关系之间的差是通过相同性质表之间分别进 

行整完成的。D表及 M表之间的差运算与经典关系 

中的整运算完全相同}I表问的差运算规则是，任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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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 唇两个 I表的扩展元组 和 0．，若 一岛与 

不相等，则 一 进入结果 M 表，而若 一0．等于 

，则 一日．进入结果 I表。 I 、 

算法3 Difference(RxtSx) ． ， 

输入 t扩展关系模型下的两个关系 Rx和 Sx{ 

输出tR 和 sx差运算后的结果关系 Tx 

． 2 -- 。S· { {=盂R是u--R Su中F的T~ 组数 
forj 一1tO n do n是 S1中的扩展元组数) 

j一 一 ；{ ∈R】， ∈S1 
if u= then T-j—TI ~}else TMj—TM+u； 

ne tj； 
nexti 

谈算法的时间复杂度是 O(klmn)，其中的 k和 

是两关系中的扩展元组数，m和n分别是扩展元组 

所古元组曲最大个数 。 

5．苗卡尔积 r 

设有两扩展关系 R 和 sx-令 Tx=Rx×Sx，别 

有ITD—RD×Sn；T】一RD×s-上R1×SD}T =RD×S 

J_RM×SD+RM×SM+Ru×SI-6RI×SM+R-×ST。 

上述各表达式 中需要说明的是 D表或 M表 与 I 

表及 I表与 I表之间笛卡尔积的运算规刚。 

算法4 Carteslon(R~S) 

输入，R是 D表或 M表、I表，s是 I表； 

输出 R与 s笛卡尔积 T； 

TI— } 

if(R是 M 表)then 
f0ri一 1tO k do(k是 S中扩展元组敷 } 
Xt—R× ‘T 一T-6X { ∈S) 
nexIi； 

i“R是 D表)then 
forij一 1tO k do 

forjj一1tO do{1是 R中的元组敷) 
0j={t．)× iTj—T+{0)；{t．∈R， ∈S} 

nextj 
nexti} 

if(R是 I表)then 
~or ；一1 to k do 1k是 R中扩展元组敷) 
『0rj一 1tOm do{m是 S中扩展元组数) 
Yt一 ×日．；T 一T+Y}{ ∈R，岛∈S) 

next j· 
nexti． 

苗卡尔积的时间复杂度由算法4的时间复杂度 

央定，与算法3的时间复杂度相同。 

基本关系代数中的5种运算在关系代数中是最 

小完备的，其它的运算均可由它们推导荐出t所以支 

中只给出基本关系代数的算法描述． 

四、扩展关条模型下关系数据埠的更新 

1．插人噪 怍 ’ 

由于扩展关系摸型下关系中古有三类不同性质 

的信息，因此插入操作就有三类信息的插 入，插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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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根据其性 质进入对应的表 中．但不论进行哪种性 

质信息的插入，插入操怍的策略相同，即先位查插入 

信息的合法性 ，避免插入操作破珥：关系的一致性 ，之 

后是消除插入操作可能引起的信息冗余。 

现在给出进行插入信息合法性检查的算法。 

算法5 Check(Rx，P，FDS) 

输入 ，扩展关系模型下 的关系 R ，插 入 信息 P，FD 

集 FDS； 

输出，标志变量 flag} 

Procedure Procl(R，s，FDS) 

[fhg L{~fa]se} 
forit—I to k do{k是 R中的元组数 
f0rj{=1to do、z是 FDS中 FD的个数) 
if(t．[x]=S[X])and(tl[Y])一SEY]then flag1 

删除操 作是对关系 中三类 信息进行条 件删除 

的 ，其中对 D表及 M 表的删除操怍与经典关系数据 

库下的删除操作完全相同 ；对 I表 的删除策略是 ；把 

扩展元组中满 足删除条件的元组删除掉 ，此时若扩 

展元组非空，则剩余元组进入 M 表；若扩展元组中 

无元组满足蹰lJ除条件，则该扩展元组保留。 

算法7 Delete(Rx，F) 

输入 ，扩展关系摸型下的关系 Rx，删除条件 F； 

输 出，删除操作完戏后的 Rx； 

Select(Rx，F)；Difference(R S )；Rxl T 

fori{ 1tom do{m是 R1中扩展元组数 、 

if即( )≠ then[RM{=RM+呐一即( ．)；R1{= 
R1一 呐)]； ∈R1} 

i (一 g，) “[flagr‘一 。 cre “] 的条 件 F1
， 修改后信 息满足的条 件 F!及 FDnex[1 i ⋯ ●●一 。y’～ ’H‘⋯ ～⋯ ‘。’ 一’ 

是确定信息 OR
[Proe 最 素 en 输出。 政后的关系R ；z(Rx,p,FDS)dl 是 不确定信直 g =“ ] 鞯

Pro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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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改

eif( 后 lK )；p )then Procedure mod 是不确定信息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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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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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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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算法的时间复杂度是 0(kmn)，其中k是插 t 。‘ 。。_ 

信息寰元 个 -n是FD集中F．D ! ．，? mf。o dji；(=Ral’ F。[,kFdz)。；1kmo是di(RlR~中,F扩[,展F 数) 
t 算法l时间复杂度中的 m相同。为减少算法中的比 m odi( ，F。，F J：{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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