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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计和实现做好关键的一步。 

过去的几十年里 ．在实际系统开发 中成功使用了 

面向过 程的方法、面向数据的方洼以及两者并重的信 

息工程 的方法 但采用这些开发方法实现的软件系统 

在可靠性 、可维护性和可重用性 方面仍存在很大不足 ， 

由于以上方法针对具体 同题 的功能 ，任何改变将台在 

其它部 分产生影响 儿而需做大量重复 、烦琐 的工作 ， 

不能解 决数据抽象和信息隐藏，不能程好地适应复杂 

系统的建立和扩展 实践 表明：对这样的系统采用 面向 

对象的方 洼是处理这种面向用户系统的一种更 自然 的 

方法 面向对象方法集中了前三种方法的精华 ，同时克 

服了它们的不足 ．形成了 自己独特的优势 ： 

1．面向对象方法是一种 面向客观世界 问题域 的 

方法 能本质地反映客观 世界的需求 

0．面向对象方法可 以贯穿 软件生命周期的全过 

程 ，可 以实现从分析到设 计再到实现的无缝联接 

3．面向对象方法有利于构 造灵活的软件结构体 

系 

4．面 向对象方法有利于软件重用。 

近 年来 面向对象技术 的应用 已遍 布计算机 的各 

个领域 ．如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语言 、面 向对 象数据库 、 

面 向对 象的知识表示、面向对象的计算机体系结构等 

面 向对象分析与设计方法巨大的优越 性 ．使得计算机 

界将其视为解决软件危机的一个有效方法与途 径 ．从 

而使面向对象技术的研究成为近年来计算机研 究和应 

用的一个重要 内容和领域 

要 用面向对象的思想来构筑系统 ．必须按 照系统 

分析 、系统设计 、系统实现步骤进行实施 而系统分析 

是 整个过程的首步 ．是设计、实现的基础 本文主要 探 

讨 如何用面向对象 的分析方法进行分析 ，且通过 一个 

实例加以说明，并作 出评价 ，最终产生一个可见的 、可 

复查的和可管理的、稳定的面向对象的分析模型 ．为设 

二、Coad—Yourdon面向对象的分析方法 

面 向对 象分 析 方法 有多 种．其中 Coad Yourdon 

方法是一种最为常用也是最为有效的 一种面 向对象的 

分析方法 ， 

Coad Yourdon方洼 由六部分内容组成 ．它们 是： 

1领域 ：领域是确定分析的对象与范 凋．它给 出了 

该分析方洼所要考虑 的客观世界的范 围 

2主题 ：遵循从上至下的原则 ，可 将一个领域分 

成若干个相对独立的部分 ，每个部分称为 一个主题 。主 

题是一种抽 象 一种控制读者在一 个时间所能考虑和 

理解模型的多少 部分的机制。它提供 了从更 高层次的 

角度来观察全貌的手段 

3标识对象 (类)：可以进一步将 主题分 解成若干 

个独立 的对象(或称类 )，对象是 一种静 态数据 与动态 

行为结合体 ．其中静态数据是一种对 象的属性集合 ．而 

动态行为则是一种操作集合 

4+标识结构 ：对象间可以有多种关系 ，它们是 ：继 

承：可用一 表示 ；合 成：可用—— 表示 建 立对象间的 

合成与继承关系 ．从而构成对象之 间的层次结构。 

5．定义属性 在这 步中进 一步对对 象的静 态特性 

作描述 ，分析每个对象所具璃的特征 ，最后 对象的属 

性形式表示 

6．定义服务 ：(2Y法／消息)：在这 步中进～步对对 

象的动态行为作描述 ，它称为方法 ，同时在这步中建立 

对象的外部接口—— 消息 

将对象属性 和方法封装在 一起 ．从而构成一个 完 

整对象描述 ． 

7重复3～6步骤 ：对对象、结构、属性 、服务进行再 

提炼 

8附加文字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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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以对象类为单位作类 圈说明 ：娄圉 中包含 下 

的内容 ：类编号 、类名、超类名、子类名 、类属性t附嵌套 

类名)、类方法、类消息 格式如下 

三、用 Coad～Yourdon的方法分析房产登记发 

证系统 

我们于1998年用 Coad—Your~orL方法分析了 一十 

应用开发项 目 房产登记发证系统并取得了较好成果 ， 

现介绍如下 ： 

1．领 域 

房 屋登记发证工作 由房屋产权监 理处负责 ：处理 

所 属地域所有房屋的产权的登记 、管理 、测绘 、登记 井 

像管所有房屋的有关 信息+如房产地点 、建筑年代 、样 

式 、层数、面积等 ；处理与房屋产权有关 的其它一些 业 

务 ．如房 屋抵押、产权证 错、产权证挂失等，此外还 保 

存在业务处理过程中的资料和数据，并提供相应的查 

询。登记发证系统的主要业务是：报据申请人提供的材 

料 ，调查档案信息 ，核定产权 ，并 绐产权人颁发产权证 

书 然后把相应材料归档 

2 划分主 题 

产权 相关人主题 ；产 权主硒 ；收件 资料 主硒 {档 案 

主题 ；案件总控主题；工怍人员主题 。 

图1 房产登记发证系统类的总结构层次圉 

3确定对象和 类 

产权相关人主题 ：经分析 由七十持 久类构成 ：其中 

五十为扮演的人员角色一产权人 、个人产权、单位产权 

人、领证人、代理人 。 

二个为组织单元——家庭情况 、售房单位 

产权主题 ：经分析 由八个持久类构成 ：它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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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它项权 、共有权、所 有权 、土地 、丘权 、幢房屋、四 

至墙界等 

收件资料主题：经分析由三十持久类掏成 ：它们是 
— — 收件资料、扫描图像、收件资料列表。 

档案主题 ：由一个类构成 ：它们 是——档案。 

案件总控主题：由案件总控、业务项控制、钮证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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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收费情况、审核记录等五个持久 类构成 

工作人员主题 ：由一个人员 角色构成 —— 工作^ 

员持久类 

4 刊分 结 构 

产权人、十人产权^、单位产权人等持久类可组成 
一 十分类结构——是一种继承关系。 

产权、他项权、共有权、所有权等持久类可组成～ 

十分类结构——是～种继承关系。 

产权^、家庭 情况和 售房单位等持久娄 可组成～ 

个组装结构——是一种台成关系。 

幢房屋和产权等持久类可组成一个组装结构—— 

是～种合成关系。 

房房屋 和幢房屋等持 久类可组 成 一十组装结 构 
— — 是～种合成关系。 

四至墙界和房房屋等持久类可组成一个组装结构 
— — 是一种合成关系 

扫描图像和收件资料等持久类可组成一十组装结 

构一 一是一种台成关系 

业务项控制、领证情况 、收 费情 况、审核 记录与案 

件总控等持久类可组成一个组装结构—— 是～种台成 

关 系 。 

5．定 jL每 个 粪 的属 性和 方法 

产权 包括产权编号 、产权证号、产权设定 日期、注 

销 日期、丘权号五个属性 

收件资料 ：包括收件 日期 、内容 、收件姓名 、发件单 

位等属性以及登录 、借阅、扫描、显示等若干方法组成 。 

其它类的属性与方法略 。 

6 确 定 消 息 

由消息通信的持久类名 性质 (服务与被服务) 

产权 与产权^ 被服务 

丘权 与产权 服务 

土地 与丘权 服务 

领证^与领证情况 服务 

档案与案件总控 服务 

收件资料与案件总控 服务 

工作人员与业务项控制 服务 

工作人员与审核记录 服务 

工作人员与收费情况 服务 

工作人员与钡证情况 服务 

图2 系统类之间的消息通信 

7．通 过 “ 上 舟 析 过程 ，我 们 把 得 到 的 熹 结 构 丑 粪 

之 间的关幕相连 接用一张总图概 括 出束 见房 产登记 

发证系统总结构 图(见图】)。 

8 粪 为单 位作 熹 图说 明 

类图说明的举例如下 

类编号 l 01 r类名 l 产枉 
超类 l 无 I子类名 l他项枉、所有权、共有权 
类属性-产枉编号、权证号、产权设定 日期、注销 B期、丘权 

号 ． 

类方法 培 

类消息 ：培 

以上我 们运用 Coad—Yourdon方法 对房产 登记、 

发证 系统进 行了分析 ．建立了系统分析 模型 在此 ，蠡 

们以房屋产 权登 记、发证 分析为 倒，说明 Coad—Your— 

don方法在实际 问题 中的运 用。按上述方 法和步骤 所 

得 出的面向对象的分析 模型包括对 象、结构 、主 题、属 

性 、方法和消息等方面 ．它能 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房屋 

产权登记 、发证系统的现实世界。 

四 应用的评价 

应用本文的分析结果 ，我们 已研制与开发了 ～个 

房产产权登记、发证 幕统软件 ．该软件已在江苏南京、 

西安等地成功地应用。在开发与应用过程中我们发现 

该项分析有如下的优点 ： 

1)能较好地反映房产登记／发证的实际需求 。 

2)系统具 有较好的灵活性 ，在开发及使 用过 程中 

能报据用户实际需求随时调整软件系统。 

3)整个开发过程使用统 一的概 念(即 面向对 象概 

念)使得开发极 为方便与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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