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规划求解部分是实例 Agent的基本功能部分 

它负责根据感知的信息，采用某种同题求解模 和 

方法t为问题求解规划有效的搜索过程和问题状态 

的转移。规划求解部分的主要功能有推理功能、规划 

功能和控制功能。 

认知学习部分是实例 Agent智能行为的体现 

它负责实例 hgem 的学习、演化和维护 通过学习 

使 Agent内部发生适应性变化 因而 Agent在以后 

求解同一问题范围中类似的问题时有较高的效率。 

Agent的学习、演化和维护功能使 Agent的性能可 

以根据 由环境反馈的信息不断得到提高和改善t并 

成为一种 自适应 Agent 认知学习部分的主要功能 

有学习功能、演化功能、评价功能和维护功能。 

信息知识部分是 Agent的基础数据信息部分。 

它包括 Agent问题求解所使用的知识、数据、信念 

和有关领域知识等。该部分包括知识库、事例库 数 

据库和有关信念丑事实库等。 

在 MACRM 中，采用面向对象的思想，为系统 

的实例 Ag ent定义了相应的“类 ，每个“类”代表一 

个 知识对象”，A nt的恬动就是由 Agent向这些 

“知识对象 发“消息 ，从而获得结果的．因此在 

MACRM 中．随着问题的不断解决，可以动态地建 

立新的实例 Agent或构造新的实例，这些新的 A— 

gent和新 的实例是对相关 Agent“类 的继承和重 

用，极大地扩展了 CBR求解动态不确定和具有分布 

式特征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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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方法，其中包括对象标识属性(ID)。元对象有两个 

子类 ：空间对象和时序对象。空间对象是具有空间属 

性的多媒体对象的抽象，它包含显示的尺寸大小：左 

上角坐标点(K—origint y-origin)、画面的宽(Width) 

和高(Highth) 空间对象又细化为图形、图像类。图 

彤类是由矢量表示的平面显示 ．而图象是由光栅表 

示的平面显示。图像又可细为 BMP、PCX、JPG等不 

同的图像编码类型。对序对象是具有时序属性的多 

媒体对象的抽象。视频对象因为具有时空特性 ，因此 

它同时继承了空间对象和时序对象的属性，进一步 

叉细化为 MPEG编码和 JPEG编码类等。音频对象 

不舍空间属性，而只是时序对象的子类。由此可以看 

出，多媒体类型构成了一个层次结构 上层与下层的 

关系为继承关系。在已有类型的基础上，可以定义其 

子类(g-展新的属性)，具有很强的可扩展性以及原 

类型描述的复用。 

总结 我们通过对多媒体数据特点的分析，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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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传统数据库模式对多媒体数据的不适应 分析 

了面向对象机制对多媒体数据描述的有效性，进而 

讨论了多媒体数据对逻辑分割的需求 ，最后给出了 
一 种面向对象多媒体类型定义的层攻结构，该结构 

作为我们实现多媒体数据库的模式 我们将根据该 

机制开发多媒体数据库管理系统，作为我们实现多 

媒体编辑与浏览查询的支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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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media are analyzed．and the insufficiency of traditional data 

model is pointed out；the effectiveness
,

ot object—oriented mechanism to multimedia is mvestigated 

Furthermore，the logical segementation is neccessary tot multimedia object Finally a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multimedia types, give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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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蝶体数据的产生丰富了信息的表现形式 ．用 

户不但可以通过计算机屏幕来观察浏览视频、动画、 

图象等可视化蝶体数据，而且还可以通过扬声器感 

受声鞭数据 ，即人机变换的方式发展到多维化 这显 

然是信息领域中的一场革命。多媒体应用系统不断 

涌现 ．如．交互电视(Video On Demand)．电子购物． 

多蝶体教学等。这些多蝶体应用系统一般还都是借 

助于文件系统去管理多媒体数据 ，为了提高多蝶体 

应用系统的开发效率，保证软件的可复用性 当前迫 

切需要多蝶体数据库管理系统的支持。而数据库管 

理系统的建立是基于对数据模型的选择，也就是数 

据库模式的选择 ．其选择经历了“网状模型”、“层次 

模型”，“关系模型 三个主要阶段[I] 但是对于多蝶 

体数据来讲，针对字符数值串的传统模式 已不能适 

应．亟需寻找一个适合于多蝶体数据的模型。本文从 

多媒体数据的特点出发，探讨适合于多蝶体数据的 

模型。 

1．多媒体数据的特点 

多媒体数据虽然生动、丰富旭 是与传统数据类 

型(数值字符串)之间有很大区别．遮主要体现在： 

(I)多媒体数据量巨大。一幅彩色图象 即使在 

压缩的情况下，也需要几 k甚至几十 k或几百 k字 

节的数据量 而一个小时左右的视顿电膨，即使在 

MPEG压缩的方式下也{2言大约600M 字节左右。这 

样大的数据量显然对存储方式和管理方式带来很大 

的挑战。 

(2)具有空间特性。多蝶体数据 如图象，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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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等，都具有空间显示尺寸，目此必须给出多蝶体 

数据的这种属性．否则．我们是无法显示这种数据 

的。 

(3)具有时序特性。多蝶体数据的时序特性体现 

在与时间相关的性质上 如视频、动画、音频都具有 

时序特性。这种时序特性刻画了多蝶体数据的实时 

要求池 就是说数据接一定的播放速率来展示。 

(4)包含的内容复杂 传统数据的表示和其所含 

的意义一致．对应单一 ．而多蝶体数据的表示本身与 

其所包含的意义之间关系复杂．存在多视性．不同的 

用户对多蝶体数据所反映的内容的理解往往不同。 

倒如，一位地质学家注意一副照片中的地质结构信 

息．而一位生态学家则注意照片中的生态信息。 

2．多媒俸数据模型要求 

由上节可知 ．多蝶体数据要比传统数据复杂得 

多．目此在选择数据模型时必须考虑这些特性。网状 

数据模型与层次数据模型自身含有存取路径信息． 

目而在雕除，修改某些数据元素后，就会影响存取路 

径结构。因此，这种删除不是实质上的删除，会有根 

大冗余数据。另外 由于数据元与其所在的网状(或 

榭状)结构中的位置有关．使得对兹据元的查询具有 

不同特性，从而极大地增加了用户的负担 因此．八 

十年代栅产生了要系型数据库。这种摸型整齐简单 

宴体数据与实体之间的关系用二维表的方式表示。 

查询利用 SQL语言．选种查询方式面向集合．对所 

有数据项的查询均对称 极大地提高了用户的效率。 

的确是数据库发展史上的一场革命 商业上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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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据库系统COracle，Syhase DB2．In[ormix等)一般 

都是选择关系模型开发实现的 但是关系模型对于 

多媒体数据的管理存在如下的不足： 

(1)虽然这种模型将 多媒体数据看作 BLOBs 

(Binary I arge 0bjects)。但对 BL0Bs的解释需用户 

自行解嵌 这显然不是数据库系统发展的趋势 

(2)多媒体数据语义关系复杂。关系模型不能有 

效 刻画 多媒 体数据 之 间的 持 化 (IS—A)与构成 

{PART—OF)关系。 

(3)多媒体数据具有时空特性，关系模型难以描 

述这种性质 

(4)可扩展性 差。新的多媒体数据类型不断出 

现 而关系模型是静卷的，不能刻画新的类型。 

综上所述，必须寻找一种新的模型来描述多媒 

体数据 当前商业化的数据库系统都进行了模型描 

述的扩充，利用抽象数据类型和用户自定义函数将 

原来的关系模型扩展成了对象关系型敬据 。这 

是考虑到关系模型技术上的成熟性和多媒体数据的 

要求的一种实用的折中方案。但由于这种模型的底 

层仍靠关系模型支持，所以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面向对象机制的成熟与发展，将多媒体数据库 

系统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 们纷纷采用面向 

对象的方法击描述多媒体数据[3’ 。下面 ，我们进一 

步分析一下，为什么面向对象的描述机制适合于对 

多媒体数据的刻画。 

(1)继承性。多蝶体数据类型繁多，不过新的类 

型一般可由IEt类型增加某些属性和操作方法就可以 

满足。利用面向对象机制的继承性 t我们可有效地复 

用旧类型的一些属性和方法的定义t这样可以克服 

数据库模式描述的冗余。 

(2)封装性。一般讲 ，多媒体数据的操作非常复 

杂，涉及到非常多韵模式识别方法。封装机制可将这 

些复杂方法的实现对外透明，外界看到的只是对象 

的接口，利用这些接口控制对象的行为。 

(3)方法的可重构性。面向对象的可重构性可使 

具有相同操作特性的多媒体对象的接 口一致(实现 

可独立进行)。倒如，图形和图形的操作方式是一样 

的 但算法的实现是不同的，利用方法的可重构性可 

描述这种需求。 

(4>引用特性 面向对象的属性还可以定义为对 

象的标识 这样就定义一十对象到另一十对象的引 

用关系 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机制刻画多媒体对象之 

问的复杂关系。 

(5)标识符。对象都有一个唯一的标识符ID。它 

独立于对象状态的变化，唯一代表对象本身。这样可 

以保持多媒体对象的实体完整性，因为对多媒体对 

象的修改和编辑是经常性的，我们可以利用面向对 

象的标识符机制保证实体完整性约束 

(6)可扩展性，面向对象的可扩展性，能够允许 

用户根据需要随时增加对新的类型的定义。这样可 

保证多媒体数据类型不断增加的需要， 

(7)对查询与浏览的支持 面向对象机制的类化 

特征(classification)，使具有相同属性和方法的多媒 

体对象类聚在一起，仍然可以利用集合的方式查询 

多媒体对象。而对象中所定义的引用属性 ，可帮助用 

户根据语义浏览多媒体数据 

根据 上的分析研究，我们可以看到 ，面向对象 

模型机制比传统的模型机制对于多媒体数据具有更 

强的描述性 ，所以是实现多媒体数据库管理系统的 

旨选模型， 

通过对 多媒体数据模型的进一步分析 ，发现尽 

管面向对象机制是多媒体数据描述的有效方法，但 

是多媒体数据仍然有一些新的特点需考虑。最 为主 

要的就是多媒体对袅的分割问题。因为多娃体对象 
一 般都 比较大。应用上有时只需其中～小部分。倒 

如，图像的子图像 ，视频的一小段。因此，应根据多媒 

体数据所反映的语义内容 ，将多媒体数据逻辑地分 

割成较小语义单位。这样可让用户快速查询到所需 

的内容。这种需求对传统数据(字符数值串)是不存 

在的．在较早时 有的学者提出物理分割的方法 ．但 

这种思坦后来受到诸多学者的批评。其原因是．物理 

分割在对多媒体对象重新编辑时，会造成严重的硬 

盘重整．这是很不经济的。 

5 多媒体对象的层次结构 

我们利用面向对象的继承机制．构造出了一种 

多媒体类型的层次结构 ，如图1所示。 

其中根节点为元对象类，描述了最基本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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