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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关系模式到面向对象模式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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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 from relational schema to ob~ct-orient． 

ed schema，which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aspect of ba terogeneous federated database system ，and 

object-orlented data model is a good candidate for global da ta mod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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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构联邦歙据库系坑研究将涉及摸式转换和模 

式集成两个关系密切的重要方面．^十年代中期以 

后．人们对摸式集成问题更感 趣．一般认为，面向 

对象模型是实现全局歙据模型的较佳选择“ ，其语 

义功能较强，转换比较窖易实现，而且转换的结果且 

是作为模式集成的输入．尤其是关系模式，不怍任何 

变动就可成为面向对象摸式。尽管‘模式 未反映面 

向对象模型的任何特点．饵此，关键在于开发一十功 

能非常强大的模式集成器．然而像这样的摸式集成 

器是很难实现曲．另外．许多联邦歙据库系统并无全 

局模式 ，其模式转换所得到的是最终结果，但这 时不 

应以此为满足，而应进行优化． 

几十年代中期以前对模式转换研究较多，主要 

是关系、层次，同状和实体一联系诸种模式闻的转换． 

目前对面向对象与其它横式之闻的转换研究报少． 

我们认为，这方面的研究还是有价值的．本文将讨电 

从关系摸式到面向对象模式的转换． 

1．关系模型 

我们限定关系摸式满足第三范式标准，可简化 

转换过程。这佯的限定可以被接受，一是大多歙用户 

设计的歙据库能满足或稍怍修改就能满足要求。二 

是多年前就有人提出了将第一范式分解为第三范式 

的算法。：． 

每一十关 系由以下五项组 成：关系名、属性集， 

主码、外部玛和 各主属性联系 (如果 主码 含多十属 

性)。 

下面以两属性主码为铡解释一下多属性主玛的 

各主属性联 最。若 一关最主码包括 A．B两嚆性，且 

对该关系住 蠹可能的元组 ．一 1、A属性值可 俺一十 

B属性值成为码值(反之亦然)，则说 A，B两主属性 

为一一对应联系(记 怍 1 t 1)f若一个 A属性值可和 

多个 B属性值组成玛值．删 A与 B为一对多联系 

(记怍 1 n)l若一个 A羁性值可和多个 B属性值组 

成码值，且一个B属性值可和多个A属性值组成码 

值，则 A与 B为多对多联系(记怍n n)．不难将这 

种联系推广到一般情形． 

此外我们假定在关 系模式中 ，属 性的命 名是坑 

一 的，亦即一特定 属性名在 昕有关系中均具有相同 

的语义解释． 

2．面向对象楼型 

所有的对象均 由系统定义的标识符唯一标识． 

该模型支持共型问的类一和分一联系，支持集合概 

念，集合可涉及一个或多十一性．倒如．可如下定义 

学生类型： 

DEF【NE TYPE学生 
ATTRmUTE学号 INTEGER(6) 

姓 名CHAR(10) 
系别 CHAR(IO) 
t课程 CHA'R(1O)． 
成绩 INTEGER(3)}I 

这里{ )表示取其中请属性值的集音。 

‘学生’类型的两个可能的赛例对象如图 1所 

币 ： 

学号 姓名 系别 {课程 成绩 } 

CO1 8o 

SO1 王英 歙学 C02 85 
Co3 85 

CO1 85 

S01 张立 数学 Co2 90 
C03 8O 

圈 1 ’学 生’类型的两十实例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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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系(型)之间的联系 

与面向对象模型支持鞍多的语义联系不同，关 

系模型只支持根步的语义，其大多致语义联系只是 

存贮在数据库设计者的脑海中．不能在摸式中显式 

表现出来。为得到一十较优的转化．应充分挖{|i关系 

数据库模式中的潜在语义联系． 

由于很少涉及到关 系实捌的概念 ．故本文 以下 

将关系童(攻关系框架)简称为关系。此外．我们认为 

在现实世界中必定有一持定的实体类或联系类与一 

关系枢对应。若两关系R． R 描述的是枢同的实体 

类或联系粪．则说 R，和 R 有柑同的语义解释．若关 

系 Rl野描述的实体类或联系类是R 所描述的实体 

赛或联系娄的子集．附说 R．是 R：语义解释的特殊 

化，薷 是R-语义解释的一般化．R一是R：的子类． 

R?是Rl的超娄。 

下面列出关系阿可能璃足的一些条件，并讨论 

在这些条件下关系1百i可能具有酌联系 

·)关系R 与 障其关系名外完全相同。 

h)关系 Rl的全辉属性舆为 的子集 ，且 Rl和 

R{的主码及主属性联系相同。‘ 

c)关系 R，与 R{主玛爰主属性联系相同，但其它 

属性无枢同者． 

d)关 薯；R。与R2主码及主属性联系框属，但其它 

属性不全帽局．且不为b)所述情形． 

e)关系 Rl的主码为另一关系 R 的属性<浆)． 

f)关系R．有多十主囊性，其中一些(或全部)主 

属性是别的关景中的属性．另一些(或空)主属性是 

Rl中特有的。 

若aJ成立．刚R．与 R 可能具有帽同的语义解 

释．选时可将R，与 合并为一．但更可能R． R±具 

有不同的语义解释．不能畚并．可 肯定的是，R-与 

R{具有某种紧密的联系，啻鼍l如可I电l具有类属联系(R， 

为‘学生’，R±为‘优秀 生’)，或为两一超粪的阿十 

子类(Rt为‘男学生’． 为‘史学生’)． 

若 b)成立．剐R 为 的超类，R￡为Rl的予类． 

善 c)成立，掰R．和 可稚是描连同一实体壹 

或联最童的不同青面．逼时 R】和 R：可以合并。也可 

能R-和R 具有某种紧密联系．如它们中一十鼍男一 

十的子粪。 

善 d)戒立 ．尉 Rt和R 肯定 不具有类 属联 系。R- 

和 R，可为同一 实体型或联系型的不同方面(选时肓 

冗泉存在)t或Rt和 R 为同一超类的两十子娄． 

若 e)成立，卿 与 R】具有分属联系． 

若 f)成立，刚 R 关系描连的是联系童，主属性 

时联系方式即是实体型之间联系方式的体现。若 R， 

中存在非主属性，则为联系属性． 

由以上可知，根据关系模式 定类属联系比较 

困难 ．而分属联系则 比较 明确 。因此在转换过程中， 

需要人工干预确定类型问的类属联系． 

4．转换过程 

输人 一十关系模式中所有关系。每一关系包 

括关系名、属性集 、主码、外部码和主属性联 系方式。 

|宣出 一十面向对象数据库模式． 

具体步曩 

1．对关系摸式中每一关系．执行以下第 2和第3 

步 I 

2．对关系R。，若不存在另一关系R”使得 R-中 

全都属性为R{的子集，则在面向对象模式中生成一 

类蛩 R-．为根类型的直接子类I 

3 若关系R的垒部属性为类璺R．，R ”，R-所 

古寓性的真子集 ，且 R，R⋯R ．．-．，R。具有相同的主 

码和主属性联系．蚋定义R为R ．．R ”．．．，R ．(j≤D 

柏直接子类．其中R -， ．．．·．R ，是 R．，R!．．．．．R- 

的子集，并且 R ． ．．'R’j中属性的真子集均不 

能包含R ．Rz．⋯．R。中任一十关系的全部属性(因 

为 R，．R{．．_·，R。中的一些关系亦可具有类属联系 

4．重复以上两步．直至所有关系均啵转换} 

5．由操作人员对璃足条件·) c)．d)的关系增加 

类属联系或合并类型I 

6．对关系模式中每一 关系进行第 7至第 9步操 

作(若在第 5步进行了类型合并．则应将台井前后类 

型信息保留在此应用)， 

7．若关系 R中属性 A为另一关系 R，的主码，剐 

定义 A的值城为类型 Rl，即定义R。为 R的组虚类 

型．更一般地，若 A同时为R1，R -．．R。n十类型的 

主码，喇投到 Rt， ’．．·．凡 的最近共同祖先 RI．定义 

A的值域为 R’ 

8若关系 R中属性 A为另一关系 R 的主唇性． 

K 有多十主属性一R．中主属性A所对应的主属性联 

系为 1。。一9Tj可撤销 R，粪型-将R．类重l的全部属性 

(A豫外)并凡 R娄蛋 

9．苦若茉R的毛码有 多干属性．其中一些主嘱 

J在R_中一1莹定主属性由At·A，·⋯⋯A #主 性驻系为T．I；t y‘⋯’I-·成时Ai听甘生的f·由It而无论12·⋯一_n由I或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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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分别是关系 R。．R ．⋯．R 的主码，而另一些(可 

空)为R特有的主属性，且 A。， ，⋯，A 所对应的主 

属性联系方式为n(此时不满足第 8步的条件)，刚定 

义 R中 A。．A ，⋯．A 的值域分别为 R。．R2．⋯，R ． 

亦即定义 R。 R2，⋯．R 为 R的组 成对象 } 

10．重复第 7至第 9步，直至所有关系处理完毕． 

结束。 

谈转换过程主要分两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 为第 1 

至第 5步 。生成面 向对象模式中的类型和类■联系 。 

第二阶段为第6至第10步，生成类型间的分■联系． 

需要说明一下标识特。面向对象模型支持系统 

定义的标识符 ，而关系慎翌只支持主码概念．如果避 

行数据库系统的转换，井没有什么问题．世在以面向 

对象慎型作垒局模型的联邦数据库系统中．只进行 

模式转换，数据库实例是不存放在全局{舞式中的．此 

时需戛考虑标识符同题．关键是村要在面向对象模 

型中的标识苻和关系模型的码值之问建立一种一一 

对应 联系．如 可定义面向对象模型中的标识耔 为类 

型信息加上相应关系中元组的主码值． 

对关 系视图我们亦未加以讨论 ，由于面 向对象 

模型可以方便地定义视田机制0 ，敬亦不难转换． 

5．一个例子 

假设有 关 系数据库模式包 古戗下关系。 

教职工{l畦工号，主玛／姓名／年龄}． 

学生{学号．主码／姓名／年龄}， 

优秀学生{学号。主码／筒介)， 

在职学生{职工号，主码 l／学号，主码2／姓名／年螗}． 

课程谰E程号．主码／课程名／任课教师h ： 

学生成绩i学号 ，主属性，课程号 ．主属性／成绩 )f 

采用上一节 绍 的转换过程避行转换后·得到 

如图2 示的酉向对象模式．萁中实践表示类■联 

系．虚线表示分■联系．另外需指出的是‘学生 与 

‘优秀学生’之间的类■关系需操作人员指定。 

． 

I查墨 圭】 l堡 芏 l 

图2 转换后所得的面向对象模式 

由于本文只限于讨论模式转换，故未渗爰实啻| 

转换的有关内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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