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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Based 0n the discussion 0f the irdluer,ce of O0 technology 0n the data base arid the analy— 

sls of the problem of current OODBMS，the ORDB(Object Relational Da ta Base)systems and tech- 

nology are stud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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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数据库早已从实验室走出．进入了社会生产力 

市场 ，成为众所周知的技术之一，仅关系数据库市场 

每年的销售额就高达80亿美元 】，在[7]中，它还预 

言一到2005年，对象一关系数据库的市场可望比关系 

数据库市场规模大50 。 

面向对象数据库～词产生于八十年代初，经过 

十年多的研究和发展，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其 

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和分歧。近年来．随着对象关系数 

据库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商业产品在此方面的努力， 

致使人们看好对象关系数据库技术的未来。为使读 

者了解OO(面向对象)概念对数据库的影响及面向 

对象数据库技术与对象关系数据库技术同的一些渊 

担．在背景一节中从应用需求与OO对数据库技术 

的影响、已有OODB系统中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方 

面进行了舟绍，作为了解对象关系数据库技术发展 

的基础。 

1．应用需求与OO对数据库技术的髟响 

早在10多年前．一些新的应用镀域包括CAD／ 

CAM、CIM(计算机集成制造)、CASE、0IS(办公信 

息系统)~GIS(地理信息系统)等就对数据库技术提 

出了许多新的要求．如工程对象的构成关最较复杂． 

要求存储和管理复杂对象；这些领域中的数据类型 

较多，要隶具有用户自定义数据类型的可扩展能力， 

支持新应用领域中的数据类型．如多媒体、空问数 

据、科学数据、地理数据等。对这些数据类型的处理 

较传统数据复杂，典型的如对空问多维乃至高维数 

据的查找与索引技术．基于图像内容的查找技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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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地 ，还提出了对常规内存的对象管理以及对大量 

对象的存取和计算；支持长事务和嵌套事务的处理； 

由于设计讨程中的交互修改，还要求对模式的动态 

修改能力；为克服所谓 阻抗失配 的问题．还提出了 

程序设计语言与数据库语言无缝集成的要求，等等。 

这些广泛而新型的应用领域和特殊要求在整体 

上推动着数据库技术特别是关系数据库技术的发 

展，在选种情形下，数据库技 术．以至关系数据库技 

术如何发展就成为数据库界关注的最大热点．正在 

那时．面向对象中的封装、继承、对象标识等概念备 

受人们的关注．用对象可以自然、直现表达工程领域 

复杂结构对象，用撵作封裟来增强数据处理能力．这 

样．人们开始尝试以面向对象概念为基本出发点来 

研究和建立数据库系统．导致了在数据库技术中全 

面引入对象概念的面向对象数据库的诞生。以[1]为 

代表．刻画了这类系统的主要特征．以OO或OO模 

型为出发点的面向对象数据库，确实推动了一批批 

原型系统的研究和开发．如 Gemstone、Orion、Iris、 

0ntos、02、Ob~ctStore、Objectmty／DB、Versant、t- 

tasca等等． 

与此同时．扩展关系数据模型韵工作也褥以展 

开，如以 chael Stonebraker为首的 PostgTes系统 

的研究．Won Kim领导的UniSql系统的工作．等 

等，特别地．以[2]为代表．对第三代系统提出了构 

想，使第三代能够支持和礴足新型应用领域的要求· 

这十宣言的提出，也得到了关系厂商阵营的支持·它 

们的基本思蟓就是要将关系技术与对象技术融为一 

体．近年来出现的对象关系一词系统全面地体现了 

这种思想．在[7]中，Stonebraker认为它是数据库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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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发展的下一十大浪潮，人们普遍地看好 ORDB，认 

为它是效据库技术发展的主流，这是建立在对 

OODB同题的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的“] 

2．已有 OODB系统中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 

首先 面向对象效据库系统的研究和开发经过 

了十余年之后，在各十技术层面上都取得了许多成 

就，遗憾的是 目前在面向对象效据库系统的任何方 

面都远未取得完全一致。许多面向对象效据库产品 

在程序设计接口、实现方法(手段)、对查询的支持等 

等方面都存在许多差异。尽管 ODMG一93的颁布到 

今天已有四年了 但许多厂家井来把它做为一十完 

整的标准来真心支持它 它被厂家曲意愿随意支解， 
一 些厂家支持这部分，而另外的厂家支持那部分，例 

如t我们可以注意到目前仅 02支持了ODMG标准 

中的对象查询部分 0QL 

其次-面向对象的数据库产品在～些方面仍落 

后于关系数据库产品，例如，还没有OOD 支持视 

图机制，并且在这方面的先前研究也来真正展开；模 

式演化在OODB中更为落后井 多OODB产品仍然 

夸留在类似CODASYL风格的摸式／应用编译周期 

上；OODB与它们的应用程序语言紧密集成，许多系 

统仅提供～种语言(大多为CH)；除此之外．OODB 

系统的鲁捧挂．可伸嬉挂和容错性都难以赶上关系 

数据库系统 

在应用开发工具，c／s计算环境相关的一些方 

面也存在不少问题 如在工具方面．OODB明显缺乏 

最终用户工具丑应用开发工具．而这方面的工具在 

关系效据库中却得到了广泛应用 

最后，OODB的商业市场的增长建度比璜想要 

慢得多，一些应用领域，如CAD，康指望很决就会从 

文侔系统转移到OODB上来，可现实并非如此；另 

外值得指出的是，一些大型的效据库厂商并来转移 

到 OODB上来 ．它们仍热衷于关系效据库技术。 

[4]也对对象概念对数据库技术带来的各种影 

响敞了较全面的分析，并指出：在面向对象效据库系 

统领域广泛开展矸究工作的同时，扩展的关系数据 

库 系统趋于成熟，其产品可以从几十提供商那里得 

到，如 CA—lngres．IBM．1llustra．Unisql等．事实上， 

这些系统已采用了OODB中在效据模型和查询语 

言方面的一些长处．这十趋势无疑将继续下去 IBM 

的DB2／CS V2支持用户定义的基类型和西数，规则 

和太对象t并且认为，它所采用的面向用户的 Ex— 

tender方式是让 ORDB技术得到接受的一种好形 

式。对象·关系数据库(ORDB)系统的道路已由许多 

研究者基本铺平，如[3]、[7]。 

二、对象关系数据库技术 

对象一关系系统和面向对象数据库系统在许多 

方面不同，它从关系模型和它的查询语言sQL出 

发 从对象的特征上讲．现在的产品提供两种类型的 

对象的支持 即ADT(抽象效据类型)和Row Type 

(或称Composite Types)．窖许增加新的效据类型， 

使 DBMS管理事实内容．如职员的照片信息 Row 

类型是对元组的直接而自然的扩充，使得表中的元 

组具有类似于对象的特征f如命名类型、函数／方 

法)，除了可以具有类型属性外 “Row Object”还容 

许含有引用 Refer曲c Value属性 另外 ，还支持多 

值属性(SETS BAGS．ARRAYS、LISTS)．在 Row 

Type之间还支持继承 

Stonebraker在[7]中，把鄢些既有复杂数据处 

理又有查询功能要求的应用称为对象关系数据库应 

用，开发这样的应用，强烈要求对象关系数据库系统 

的支持 ～十对象关系数据库系统必须尾有以下四 

十基本特征 (】)窖许基幸数据类型扩充。t2)支持复 

杂对象的管理，复杂对象措卤基本的或用户定义的 

类型所构成的对象。为支持复杂对杂的构造．一般应 

提供三个类型构造子．即组合(记录)、集合和引用类 

型构造子．(3)支持结构、效据和函数的继承．包括多 

重继承。(4)对产生式规别的支持。若规则的一般彤 

式为 ON事件DO动作．别应支持更新一更新、查 

询一更新．更新一查询和查询一查询四种基本规则 

类型。 

对象 荚系效据库模式的最瑷层仍是一组命名 

美系，然而，关系中的对象现在可以和 OODB系统 

中所支持的～样丰富．SQL对对象查询．如路经表 

达式、类似于方法的函数引用格式t在FROM子句 

中支持嵌套 的 SETS等方面的扩展均己具备。对对 

象查询的支持，可以从OODB那里学到～些有用的 

经验。 

在系统实现方面，许多 ORDB系统承诺提供用 

任意f许多种'编程语言实现它们的ADT和应用的 

能力。在支持中间屡和桌面应用方面t这些服务器将 

和高性膨、面向对象、具有埋存(Caching)的翦端一 

道工柞．以提供一十开发歼境．使得同一对象摸型可 

在不同层上描述数据库．支持sQL查询和导航式编 

程。在功能实现方面，方法可在客户端舯缓存数据上 

运行．或在服务器方运行．这取决于在哪边运行更便 

宜。对于触发器、参照完整i生以 其他完整性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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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的视图、授权、触发器、限制等功能完整集成。并 

行处理将得到进一步加强，性能将会有更大的提高 

目前，ORDB中的一个同题是厂商产品的差异仍然 

巨大．但 SQL3将会在消除这种差 异l方面起到积极 

作用。SQL3具有 ADT、Row O~lect及 RefereD．ce等 

项内容．可喜的是，现在大的主要的数据库厂商都在 

朝此方向努力．如 IBM、Infor南Ⅸ、Oracle等 
‘

l 

三、ORDB系统与实现途径 

建立一十对象一关系数据库系统t既可 从头开 

始．如 Iliustra．Omniscience等 也可从已有关系系 

统或面向对象数据库系统加 发展 

从一十关系引擎过渡到对象一关系引擎大致要 

完成以下工作- 。 

1．改写分析器，使之戡为表驱动的对象一关系分 

析器。 i 

2．在政写后的对象一关系分折器中 ，应包括对计 

算代价高昂的函数的优化和对蛐承与复杂对象的支 

持。 

3要求原有关系数据库执行引擎具有动态链接 

用户定义的操作函数的能力。 

4．对原有存取方法接口加 改进，使之能容纳 

用户实现的新的存取方法。 ! ． 

5．对索引结构加以改造 ，姗把 B-树变成类属结 

构。 ． 

6．改写客户端的APIt以便执行更一般的查 

并且获得返回结果 ’ 

采用增量式的办法t把一个关幕型的 DBMS引 

擎变为对象一箫幕型韵 目l擎．是许多关 系厂商的演变 

策略。第一个采用增量式演变策略的是Ingres公 

司，它于】988年将它的关系引擎扩展为具有基本类 

型扩充功能和规则管理器的系境，这两个特征是 对 

象一关系数据库四千特征中的两个。开始时，提供的 

功能尽管不够全面，但它较早开始了向对象-关系型 

系统迈进．1990年被 ASK公司购买后，这种演变过 

程基本上停 止了。当 AS K公 司披 CA(Computer 

Associates)公司收购后，采用了一种新的策略，即时 

关方式来得至 对象一关系型的聃能。IBM 已经采用增 

量式演变策略作为它们发展对象一美景功能的簟略， 

并将 UNIX上的关系引擎DB2 000扩展为支持基 

本类型扩充功能和规则管理器的系统．微软也采用 

增量式演变策略 。改写 Microsgft sQ server的某 

些部分，并开放各种各样的内部接 口，它向 SQL增 

加复杂对象。 

扩展面向对象的数据库管理系统．使之成 为一 

十对象一关系数据库系统。前面讲到．目前大多散的 

OODBMS(面向对象数据库管理系统)都与一种特 

定的语言紧密集成．如与 C̈ 或 Smalhalk．它们提 

供与用户程序相同地址空间的运行系统。ODMG中 

的 OQL有与 SQL3相同的特征．但在与 SQL3的关 

系上，存在两种可能的局面．即 OQL和 SQL3相互 

融合，形成 一个单一的标准．或者 OQL被 SQL3埋 

葬，这主要基于推动 SQL3的那些公司的力量所决 

定的，这些公司包括 IBM和Ocacle 这样．OODBMS 

有必要向 OQL系统发展，并要完成以下工作：l实 

现一十SQL分析器；2．实现一个 SQL优化器；3．实 

现一个执行查询计划的执行引擎；4．完成与原有运 

行存储系统的集成． 

市场上的对象一关系数据库系统主要有 下一 

些：pBz／ oo C／S、IHustra CA—Ingrcs、Otto、0一 

dapter、Or0lx{scierice、urIiSQL等．上述系境尽管在 

支持对象一关系数据庠的全面特征土存在差异，但都 

是开创ORDB市场的先锋．Orac 8的出台。进 步 

表现出oRDB发展的强劲势头．随着 hformix、Mi- 

crosoJt，sybase等的对象一关系产品的加入，无疑会 

促进ORDB市场份额的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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