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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 摘 要 由于面问对孽藿 缺乏坚实时理晓基础·固而在早捌的子i= 面目对象数据嫫型中对对象 

概念时表达和使用辨有差异。平文斫究了l 毪提出的多种 酊向对象箍掂 摸型，讨论了对象、类型、 

继承和方法等基本 向对套概念在这些模型中的表进和健j}J．说阴丁面同对象数据模型研究中尚 

待解决 的问题 ，为进一步 窆面向对象数据摸型 

关键词 耍直 ·墼塑丝 ·受茎些 竺 

数据模型是数据库系统描述客观世界宴体及实 

体与实体之间关 系的基础 。从第一十数据库曲诞生 

到今 天，对敷据模型的研 究工作一直没有 间断。近 

年来 ．面 向对象数据模型的研 究已成为数据库领域 

的一十热点 有关标准化组织也在积极n事着这方 

面的标准化工作 。在 93年 ，ANSi X3H2和 ISO DBL 

委 员 会 以 及 ODMG 分 别 提 出 sQI 3 圳 和 

ODMG明0 作为面向对象箍据库的建议标准 。SQL3 

是 SQL一92的招集，它对 SQL一92扩充了有关面向对 

象 的概念 }而 0DMG一93 是完全基 于面 问对象 概 

念的标准，它与 sQI 一92不完全兼窨．而且它的面向 

对象模型的定义 与SQL3的摸型定义也有差别 

由于面 向对象技术缺乏坚实的理论 基础．因而 

它与早期 的函数数据模型、扩充关系数据 嫫型 秘逻 

辑数据模型等相结合后．就产生了具有不同特点 妁 

面向对象数据摸型 然而 ，弄清楚面目对象的基本概 

念在各种模型中的意义是研究面同对象数据漠型形 

式化理论的基础 本文按照对象，甬叛模型、关系 对 

象模型、面 向对象的逻辑礤型和纯面向对象概念的 

数据模型．对十余种面 向对象数措模型进行丁研究 

与 比较 ．分别讨论 了面 向对象的基本概念 ，如对象、 

类型、继承和方法在这些模型中的表达和使用 ，井讨 

论了面 向对象数据 懂型研究中尚待解决的问题 

1 对象／函数模型 

函数风格的面问对象数据柱型是基于早期的厨 

数 数据模 型 Daplex 提 出来 的 这娄模 型 主要有 

PDML ，FUGUE 和 IRISll 一 等 ．其 王要特点 星 

所采用的概念自然旦能力较强 在这些樽型中往常 

只有三十基本概念 即对象、黄 和 数。其 南西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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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化理论奥定基础。 
、

￡ { 专 

和娄型也毪为对象 ．故而这种模型是高簖的 摸型中 

的饪诃操作和 算均可用函数旌用采表示。类型之 

间的 东 町用 多元逻 辑函数表 示。利用导 出函数 

(derived function)可定义枧酗等 。 

1 J对泰 在对象／西数 模型中，对象分为文字对 

象 帮干I= 对象 婚目彖对象)，任何客观对象均 可表示 

成两者之一 ，其中没有值的1氍念 由 f对象 与其特征 

之 闻帕联 系是面过 娄对象为参数的函翦表达的， 

固而 ；有嵌茸结构的复杂对象就表示成沿着对象组 

成层砍j￡续施崩特征函数而碍到的对象的集台 在 

此情况 ．缮持对象构引用完整性变成 了对特征函 

数 幻芫全 性要 求 (即维持对 象 的特征醛敷为垒 函 

数) }；{于对象标识唯一确定了对象，而且这些摸型 

中没有 值”的抵念 ，因而对象相等是指对象筇识的 

丰臼等。另卦．由于函数也是对象 其标识符 有唯一 

性 ． 此 在允 许多类继承时．不会 出现各种冲隽现 

象 。对象Z 明兰系可“用二维表 (或称为多元逻辑 

暖慧／表示 

2)类型 娄型是对具有相 同特 征的对象的抽 

象。虽然在这些摸型中类型都是 由一组醢致f特征函 

数j定义的，世是盯不同的镆型，类型妁语义略有差 

别 衽 PDM 和 IRIS模型中，一个类型的定义不但说 

明 能怍用于废娄对象的特征 函数 ，而且娄型名称 

本身可用来指 代该类 型对象的全体，即浚类 型的外 

延 而在FUGUE模型中，娄型的定义则说明了能施 

用 于该娄对象 的函数、对象曲创建 函数及此姜型的 

外延 数 一个类型的外延是此类型【类型本身是对 

象 的一个持征 ，类型名称并不指代类型的外延。这 

些 对差 型z问的芙呆的表述形式 也有差别 

PDM IRIS蜂妻型 的 关系 哗力 种圈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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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而FUGUE则 然、它箍蟾了最示美型2『ij】各 

种 l芷系的 法 m —a夫 系仅挹 其中 一 种 进 洋， 

FUGUE摸型也能袭示类 蹙之问的其它关幕(如 e 

s|『1n ot等1 此虾 ．FUGUE填甄还 可以定卫 燕蛩 

l外挺襁作的 函数L在 (~NtstCDe和 ORION 中称为娄 

方法 如．对某类 霉 畸菜种统计运算等 在娄型的 

数姑结构定义方面 ．IR；s模型允许函数值域具有 tu— 

pie、set和 }ist等结 待 ；FUGUE嫫姐则允许 龋数 直 

域具有集台类型 PDM 模型瓣辨 墨结鞫为望 挝 

据建槿。 

3 方法 对象 苗数模型中曩有方法 念 对象 

的属性和行为均用函数捕 述。在 IRIS模型中．壤据 

雨数的不 同塞现方法分为 ：存储萄数q~tored ．导出 

函数 (derived)和 外部 函数 (foreign)．在 PDM 模 型 

中，将函数分为 存储 匮数和计笋 函数 ．后 者相 当于 

IRIS的导出函数车玎外部晤数 FUGUE哄型蒋函数 

的说瞑(基调)与实现分 离，函数的窭现可用模型外 

部的某种翟序设汁吾育如 c或 Ada等米完成 IRIS 

和PDM 模型还区分丁有础作用的两数(函数调用舍 

改变敷据库就杰)和无副弗用 函数 (函数 调用不会改 

变数据库状态) 此 、．这些模型中还有高衍鹾数的 

概念 ，如 PDM 的 apply算子 、IRIS中韵 set、add荨 、 

FIJGuE模 型的 函数娄定义中的函数等．这 些高骱 

函数主要用来实现一般溺数的复台删更新操讳。 

4 继承 子娄对父类的继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1)父类定殳的特锰函数全部适用于 予类的对象 

t特征继承)#(2j口丁以崩 父娄对蒙作为参数的函数都 

可 用子类对象 作为参数 (可替换格性) 此外 ，这些 

檬型帮允许多粪绺承，而且克许一 个对象同时属于 

多个类型或动态地改变娄型 

2 关系／对象模型 

面 同对象数据库研究的一种途径是在关系系统 

的基础上，增加必要的语 义表达设施及抽象机制 以 

满足复杂应用的要求 在系境开发方面采用进化的 

方法 ；在摸型研 究方面形成所谓 的关系，对象模型， 

这 类 模 型 有 ：POSTGRESn “ 模 型、STAR— 

URSTL*—模 型 Un~SQL 模型盈Sebo]J等A的美系 

／对象模型(ROM) 等 这些模型保 留丁关系模型 

的集台操作、视图定义及代数优化等优点，增加了面 

向对象的概念，扩充丁表达复杂关系语义和数据抽 

象的 机制 ，如 ：娄 型，类层次 ，规则等，使其不但具 有 

支持复杂应用所需的语义表达能力，而 且具有较强 

的数据操作能力 和系统效率 。这些模型是耵关系攥 

型的端最耗扩充．受到了许 多公司及数据库专家的 

匿筏 璃 ̂ 认为基于这类 楗型的面向 象数据库系 

统 比较有效实用 ．很有可能成为来 来面 向对象数据 

庠 的 主流 

在关系，对象攘型中 ，关系模型的概念与面向对 

象模型附概念可建立起对应关系 如具有唯～标识 

的元组 町与对象对应．关系对应于类 ，元组或关系定 

义中阳有关约束和规丑j可对应于方法。有些关系iz,t 

象模型 邱 ROM)是 以嵌套关系或复杂对象模型为 

基础 的 扩充 ．有些 则是 以“平 关 系为 基 础 的(如 

ST RB RS'i’， 

1j对象 关系中的元组通常对 应着对象 ，然而 

由于这些攥型 做赖的基础不同，西而不同模型中的 

对泉概念略有差别。ROM 模型以复杂对象模型为基 

础 因而 它 的对 象概念 亦包 含了复 杂对 象。而在 

STARBURST模型中则将复杂 对象分为非结构化 

复杂对象和结构化复杂对象。前者为通常的 长域 

数据 旨者为一婶扩宽范式(XNF．实质为平关系上 

的辊 囝机制 )的实例。在 POSTGRES、UniSqL及 

ROM 摸型 中，复杂对象即为复杂类型曲实例。ROM 

模型划具有函数模型的特点 ，其对象 的所有特征均 

由函数策表示 。 

2)娄 型 类型的概念 在这些模 型中也稍有 差 

别 ，有些模型还区分类 (class)和型(type)的概念。 

niSQL模型投有型的概念，它使用 TABLE来定义 

具有相同特征的对龈的结构 ．相当于通常的类概念。 

而且．"TABLE的名称乜用来指代其实蜘的集台．酃 

类的定义既是内涵的也是外延的。ROM 模型则区分 

娄 和型的援念 ，型只是描述 了具有某些特征的对象 

的结柯，由一组函数组成，类则是具有某种型的对象 

的集台(未必为茁型的井延)。一个粪中的昕育对象 

必 须具有相 简帕型，具有某种型的对象可 组成多 

个 娄 S rARBURST模 型的 型慨念 与 UniSQL的 

TABLE概念相似 POSTGRES模型也区分类和型 

的概念 ，它的类 由篷车英 ，导出粪 和敝苹类组成 型 

由基本型 、基本型数组和复舍型组啦 它的型概念 

与程序设计语言的类型概念相似，基本 是型 在 

类的定义 中，要说明其对象所具 有的 再性置其相应 

的型 另外 ，POS FGRES髅型还 可 支持 SET型， 

具有此型的属性时值可以是任河类的一，r或多十实 

例。 

3)方法 在关系， 对象模型 中，通常 “过程、函 

数或规则指代方法 这是对传统关系模型的扩宽。u— 

niSQ[ 系统允许每个 1ABLE定义一 纽过 程，这些 

· 2l·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过 程描述 了 TABLE 的每 十 实例 的行为 。POST— 

GRES模型则允许关系的某些 列取过 程为 值 (谊模 

型中过程为一种数据类型)。另外 ，它还允许用户的 

定义中使用 c语言函数及 POSTQUEL函数等。然 

而，这些函数 的定义不与特定的类 相联系。POST． 

GRES模型还提供了较强的规则定义机制，通过规 

则对某些操作进行响应 ，使得它具有主动数据模型 

的某些特征 ．此外 ，通过规则还可以进行视 图管理、 

完整性擒查井提供触发子和版本控制的有关功能 

等，sTARBuRsT模型也提供了函数和规则处理机 

制，但是其函数定义及加^ 系统的方式不如 POST． 

GRES灵活方便．它的规则系统的功能与 POST— 

GRES模型的规则系统的功能相似。 

4)继承 在这些模型 中，相应的类或型组成层 

次结掏井允许多类继承。遇到继承冲突时 ，要求用户 

干涉解决(在 POSTGRES中会拒鲍刨建产生继承冲 

突的子类) 

3 面向对象的逻辑模型 

众所周知 一 阶逻辑 为关系数据库提供 了一十 

完美的理论框架。利用一阶逻辑既可以定义关系数 

据库 ，也可 以表达有关的约束和数据操作。长期以 

来 ，人们也试 图为面向对象的数据库寻找这样的理 

论框集 然而有些学者认为 j 逻辑途径本身是面向 

值 的，与面 向对象的某些特征，如对象标识符是不 

相容的。另一些学者则认为 “ · “ ：数据语言可 

分成互相独立的两十方面，即编程风范和表示风 

范 面向对象方法是一种复杂数据结掏的表示风范， 

而逻辑方法则是一种编程风范 ，两者在本质上并不 

矛盾 为了说明这点，他们对数据语言的编程风范和 

表示风范进行了深^的研究 ，井给出了图 1的分类 ： 

痛程风范 

说明型 

(逻辑垄) 

函数型 

过程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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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示风范 

数据语言的编程风范与程序语言的相似 ，可分 

为过程型，函数型和说明型(逻辑型)；表示风范分为 

关 系和面向对象两种类型。这样 ，由编程风范和表示 

风范组成一十平面，各种数据语言都可以表示为该 

平面的点。面向对象的表示风范与逻辑型的编程风 

范相结合就产生了F—logic|]“埘、C．1ogic 和 O—log- 

州等怍为面向对象理论基础的逻辑系统 。此外， 

借鉴程序 自动生成理论的研究成果，利用代数与逻 

辑方法相结合研 究面向对象数据库理论基础的方 法 

也受到了重视 “ ，这方面的工 作有 MaudeloE语 

言 o_。 

F—logic是基于 c—logic和 O·lngie提出的框槊和 

面向对象程序语言逻辑 按文[z33的观点，它是一种 

具有一阶语义、高阶语法的逻辑系统。它扼表示对象 

标识 、继承 、方法及类层次等面 向对象概念 ，而模式 

推理能力 使其 具有高 阶特性 。它的表达能力是 c． 

1ogic和O·logic能力的超集。文[2o3提出的基于重写 

逻辑的面向对象数据语 言 Maudelog 语言虽然不是 

高阶的，但是它可以直接表达对象 的动态特征及用 

户定义的数据类 型．并且集数据查询 、更新和编程于 

一 千简单 的说碉性语言之中。下面分别介绍 F—logic 

和 Maudelog 的基本思想。首先说明面向对象的概念 

在 F-logic中的表示。 

1)对象 在 F-logic中，对象由_d项表示，Id项 

相当于对象标识符 。但是，这里的对象标识符不是唯 

一 的。一十对象可能对应多十 ．d项，例如 ，J0hn既可 

以表示 成 J0hn也可 以表示成 hther(Bob)(若 John 

是 Bob的父亲)。此外 ，F—ingle也不区分对象和类的 

概念 ，例如 student既可以是表示学生的集告 (类概 

念)，也可 是表示 person类的一十对象实例 (对象 

概念)，具体所指要视其出现的环境而定 

2)类型 在 F—logic中 ，类型定义是 由基调砸表 

示的，例如，基调项 student[name@ {string．cog— 

lish1，papers@year {string，chinese)]定 义 了 

student类的对象实例或子类的结构．它说 明了stu- 

dent类的对 象或子类有 阿个方法 ，nfl／21e和 papers， 

其中加工ne的取值是单十英丈字符串(该值同时为 

string和english类的实例)，papers的取值可以是多 

十汉字字符串。 

3)方法 在 F-lo gic中，方法是由带参数的属性 

表示的．可以取单值或集合值 例如数据项 John 

[name@ 一 JOHN ，papers@1993一 一 { 人 ， 

风 )]表 示 J0hn有 两个方法 ，其中 name是无参数 

单值方法 ，papers是 以 年号 为参数的集合方法。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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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项表示 John的名字为 JOHN”，他在 1993年垃 

表 了 人 和 风 两篇文章。另外，由于对象的方法 

名．参数及其取值在对象的数据项 中是显式表示的 

因而 F·logic支持方法名的重载 

4)继承 在 F—logle中，类层次项表示一般面向 

对象模型中的 is—a关系和 instance-of关系 ．一十类 

层次项具体代表那种关系是 由其环境决定的 例如 ， 

类层次项 John；student表示 John是 student的对象 

实例或子类 具有层次关系 的类型之间的继承关系 

是由F—logic的语义结构定义的． 

上面倥讨论了对象、方法、类型和继承的概念在 

Fqogic中的语法表示形式，这些溉念之间的联系，如 

对象之间的类属关系、类型之间的继 承关系等均由 

F—logic的语义结掏定义。F·logic为面向对象数据库 

系统提出了一套逻辑框架 ，它具有完备的证明理论 

然而 ，由于它的高价特性 ，特别是它必须包括等词 归 

结作为其证明理论的～部分，因而缺乏实用性。 

Maudelog语言的基奉思想是 它是一十基于重 

写逻辑的说明性数据语言．Maudelog语言的数据库 

定义分为两部分|函数模块定义和对象模蜓定义。函 

数模块定义说 明了用户定义的数据类型、类型层次 

及能够施加于类型实例的操作，类似于传坑的ADT 

说明，对象模块定义则说明了对象类、类层次及能作 

用于该类对象上的重写规则．一千 良定义的函数模 

块定义 丁一套有序类 等式逻辑 (order—sorted equa- 

tional logic)的理论．具有初始有序类代数．一千良定 

义的对象模块是一套重写逻辑理论 ，具有韧始模型． 

虽然两者基于不同的逻辑体系，但前者可以逻辑嵌 

入后者 ，故而．它们可以统一于重写逻辑框架中。 

虽然重写逻辑也可作为面向对象数据库的理论 

基础，但 册有 许多I哥题有待矸究．如合一、消息传递 

和查询机制等．所以，还没有基于它的实用系统 

4 纯面向对象概念的数据模型 

完全基于面向对象概念的数据模型是相对于前 

面讨论的几类模型而言的 这类模型主要基于面向 

对 象的思 想和面 向对象程序 设计 语言 (如 C 和 

Smalhalk)研究面向对象概念在数据库中的表达和 

使用 因而，基于此类模型的数据库系统有些具有较 

好的形式化模型，如 of ⋯、ORIONt 、GOMt2s 和 

VodakO f有 些刚 是 C̈ 或 Smalhalk的持 久化 系 

统，如 ObjeetStore￡ 、ONTOS／VBASE 和 

GemStoneL2“玑 等。下面我 们 主要 讨论 0：、ORI． 

ON、GOM 和 Vodak等具有较好形式化表达的数据 

模 型 

】)对象和值 对 值”和 对象”概念的不同处理 

是这些模型的差别之一 O 和GOM 漠型用对象摄 

念表示可供共享的实体，而值用来表示不可共享的 

实体 。这样 ，实体之间的关系可用类组台层次(class 

composion hierarchy)的类一值类型或类一类方式来表 

示。与之不同，ORION模型只有对象概念 ，在表示实 

体之闸关系时，只能用类组合层次中的类．类方式表 

示。为了便于表示对象之问的某些关系．如part—of 

等．它根据对象是否可坡共享及是否具有嵌聩关系， 

定义 了四种类型的引用 约束．Vodak模型则是上面 

两者的折中。它通过类·值类型表示实体之间的非共 

享 part-of关系，用类一类及成聩约柬表示宴体之问 

的嵌赖关系．虽然这些模型都能表示实体之间的大 

部分关系。但是 0 和 GOM 模型采用概念的差别 

(值与对象的差别)以简单的形武表示它们}而 ORI— 

ON模型则采用简单的概念加上引用约柬来表示它 

们~Vodak模型则是上面两者的折中。 

2)类型 在这些模型中，类型定义的语义也有 

差别 ORION和 Vodak模型的类型定义既是内涵的 

也是外延的．0 和 GOM模型的类及值类型的定义 

均是 内涵的，它只说明了所定义的类或值类型的结 

构．对象和值的集台及类的外延均是由构造子set曼 

式(或隐式)扮造的 在定义数据结构的能力方面，O— 

RION模型能定义由set和tupl~构造子嵌套使用的 

任意复杂数据结挎}Vodak睬了具有tuple柑遗子的 

能力，还提供 丁相异集合构造子，其表达能力强于 

set构造子 ；0 模 型则提供丁 set、tuple和 list等值 

类型构造子．GOM 模型也提供丁与 0：模型相同的 

一 组构造子，但是，它的选组构造子不但可用于复杂 

僮类型的构造，还可用于j訇造复杂对象类 

3)方法 ORION、GOM和GemStone模型在类 

型定义中 ，不但允许定义适用于某类型所有对象 的 

方 法，而且还可 以定义表达类型所有对象某种特征 

的方法(如，对这类对象进行某类统计的方法)，称为 

类 方法 iO：模型允 许对单十对象定 义其特有的 方 

法 ，称为倒外 (exception)，这与 POSTGRES模型的 

过程属性的值相似；Vodak模型支持一般的方法定 

义。这些方法定义机制扩充丁模型的表选能力。 

4)继承 0 、0RION，GOM 和 Vodak模型均支 

持多类继承 当发生继承冲安时，ORION按照某种 

预先定义的继承顺序由子类继承父粪的特征．以解 

决冲 突；O 模型要求用户干涉 ，通过重命名等方i砉 

来解决j巾突；GoM 和 Vodak模 型别按照用户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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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继承顺序来处理继承冲焚 在继承 语义方面，O 

和 ORION模型支持集合包含语义(即于类对象集是 

父粪对象集的子集)，替按语义(即可使 用父类对象 

的任何地方也可使用子类对象)及特征继承语义(即 

子粪完 全继承父类 的所有特征)；GOM 模 型除支持 

这三 种语义外 ，还支持多替换语义(即允许在某些情 

况下 ．可用父类对象代替子类对象)。在 Vodak摸蛩 

的类层次中，类与类之 间不是通常的 sq关系 ，而是 

某种强迫 (coercian)关系 。它支持五种强迫关系．其 

中包括 is—a关系。在支持封装性方面 ，0 、C,OM 和 

ObjectStore将类的特征 (属性和方法)分成私有和公 

有西部分 ，只有公有部分可被继承 。其它几个模型 剐 

无此 区别 ，子类继承父粪的所有特征 

5 有关问题的讨论 

前面讨论了对象、类型、继承和方法等概念在各 

种模型中的表达和使用。由此可见，各个系统设计者 

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并不统一，终究哪些理解更合理 

些 ，尚无明确定论。下面 ，我们就有关问题做进一步 

讨论 。 

1)对象与值 “值 与 对象 是紧密联系的两十 

概念 。两者的主要差别体现 在：对象具有唯一 标识 

符，可 被共享和拷贝．具有时、空特性及外延与内 

涵的区别；而值不具有这些性质 ，同一系统中是否同 

时支持 值 和 对象 两个概念是面向对象数据库系 

统应 当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 ．然而，对此问题 尚无明 

确标准。例如 ORION和 CremStore等系统只支持 

对象 概念 ，而 O 、GOM 和 Sturburst等则 同时支 

持两者 ．与此 间题 柑关．存在至少两种相等性 概念 ， 

即对象 oid相等和对象值相等。ODMG一93虽然没有 

明确提出值的概念 ．但是其 中定 义的不变对象具有 

值的性质 ，因而是一种折中方法 

2)类型 类型定义的内容及语义也是须{寸论的 

问题 有些系统(如 O 、GOM、ONTOS和 IRIS等)的 

类型定义只说 明属于此类型的对象的特征 ，还 有一 

些系统(如 ORION 和 CremStore等)的类型还定 义 

了类方法 ．娄属性及属性的缺省值等 当然，娄型定 

义能表达的语 义信息越多越好 但这会 使模型复杂 

化 同样 ，应当提供哪些搀造子(通常的有 set、tuple) 

来支持类型的数据结梅定义也值得讨论。各模型中 

关于类型 定义的语义到底应是 内涵 的、还是外延的 

· 24 · 

或是两卷都是也不统一 各模型支持封装性的机制 

也不犀相同 ，有些模型 (如 O2 ONTOS、ObjectStore 

等)提供娄似 c一 机制支持封装性 ，而有些模型则j殳 

有此娄帆树 对象之问的美系通常由对象属性及有 

关约束 (如 INVERSE等)表示 ，也有 的模型建议用 

多元关系表 示 (如 FUGUES、IRIS等 )．两种表示是 

否一致及各 自的特点 ．也未赦过研究 

3)方法 在 已讨论过 的各种模型中存在 四类方 

法定义：① 只适用于特 殊对象 的方法(如 0：的 ex— 

ception及 POSTGRES的过程属性值)；②适用于类 

型 中所 有对象 的方法 (即通常所指的方法)；@适用 

于类型外 延的方法 (如 ，ORION及 GemStone的类 

方法)}④适用于多个类外延或对象集合的方法(如 

PDM 的广义方法J 一 个模型应当在怎样程度上支 

持这些方法尚不清楚 

4 J继承 继承的语义 尚需研究。通常继承的语 

义包括 ：特 征继承 、集合包含 行为继承 (可替换性 ) 

及 GOM 模型 中提 出的多替换概念 大部分模型同 

时支持前三种语义。但是在某些情况下，特征继承与 

集合包 古会产生不一致 (如，在允许 并类型 的系统 

中，按集合包古语义，AUB是 A和 B的父类，但是 

A B未必继承 AUB所有的特征)。在不同的系统 

中，引入不同的规定来消除这种不一致性． 

6 结束语 

由于面 向对象技术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 ，而这 

个领域中的研究与开发又非常活跃．因而，使得面向 

对象的概念在对象数据模型中有多种表达和使用形 

式 这些差别甚至反映在有关的标准工作中 虽然找 

们将面向对象数据模型划分四类来讨论 ，但这并不 

是对 往面 向对象数据模型的一个完全分类 ．由于 

面 向对象有关 概念理解的多样性 ，要给出其完全的 

分粪是困难 的，这里只是为讨论方便而给 出的粗略 

划分 

本文的 目的是展示和对 比面向对象的概念在各 

个面 向对象模型 中的表选和使用 的差异．为进一步 

研究面向对象数据摸型的形式化理论奠 定基础，随 

着 面 向对 象 数 据 库 技 术 有关 标准 如 ODMG-93， 

so．L3等的出现 ．其研究和开发工作逐步向这些标准 

靠拢，趋于统一化．因而 ，期望不久台 出现一套面向 

对象数据模型的理论 。(参考文献共 39篇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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