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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算 机 辅 助 软 件 工 程 研 究 

姜旭平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信息系) 

随着DEC、ORACLE、IBM等 各 大 公 

司纷纷推出自己的计算机辅助软件工 程(c— 

omputer Aided Sottware Environment，C— 

ASE)软件系统，九十年代初的软件市场异 

常活跃起来，各种CASE版本在各种不 同 类 

型的大、中、小、微型机上不断涌现，几乎 

主宰了软件 l 场。技术的发展同时也引起 

学术界，理论界的高度重 视，以Informati— 

on and So~tware Technology和 IEEE Co— 

reputer为代表的一些学术刊物也在大量征稿 

准备出CASE专辑。CASE究竟是 什 么? 它 

有目6些特点?为什么会 引起 如 此广泛的兴 

趣?下面 结合 笔者 近年 来的研究对 上述问题 

给出一些粗浅的看 法。 

一

、 CASE的产生与发展 

CASE是八十年代末期从计算机辅 助 编 

程工具、4GLs(第 四代语言) 以及绘 图工具 

发展而来的大型综台计算机辅助软件工程开 

发环境。早先的CASE1~工具和辅助开发 环 

境的面貌丽出现[1，。 ，它麒自动 化 的编程 

环境来取代原有的那些结构简单、功能较弱 

的开发工具(如Pc—Base等等)。但随着技 术 

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加深，CASE逐 渐 朝 着 

从 可进行各种需求分析，功能分析 生成各 

种 结托化图表 (如数据流程图、结构图、宴 

体关系尉、层次化功篚图、矩阵围)等演变 

成为支持系统开发整个生存期的大型综合系 

统。CASE的概念也从工具发展成为一 门 方 

法学【 ，最为典型的例子是DEC公司的Dig- 

ital Cohesion cAsE[5]和ORACLE公司的C— 

ASE*Method[ 等等。 目前CASE的 发 展 已 

从支持结构化的约当方法f1‘1、面 向 对 象的 

杰克逊方法 】、原型方法 到 支 持知识工程 

处理语言 (如OPS5t 1等)在 内的大 型 综 台 

软件开发环境。CASE目前的发展是一门工具 

和方诖相结合的产物 

=、CASE的结构 

E}前正怍为开发环境工具发 展 的CASE 

是一个广义的概念，而不是特指某几个特定 

软件工具的组合，它没有具体的 系 统和 结 

构。但就一个信息系统或软件工程的开发过 

程来看，它所需要的辅助或支持是有一定范 

围和共性的。为此耍开发出一个支持这一开 

发过程的CAS E 具，就必须有其最 基 本、 

最核心的功能结构。实际分析各家所推出的 

cAsE软件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尽 管 它 

们形式多样，各有所长，恒就其最基本的部 

分来说， 却表现出一定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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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ASE的结构屡次 

CASE的结构是由应用软件开发过 程 必 

备的功能所决 定的，所 以支持从需求分析 到 

系统分析、系统功能设计、数据库设计 以至最 

后完 成应用系 统程 序的 自动 转换 (生 成)就构 

成了如图1所示的CASE的基本结构。图申基 

础软件层是CASE的 技术 基础 ，包括关 系数据 

库系 统RDBS、4GLs、图形系统、以 及从 图 

形 (主要是各种分析设计图形)到应用系统 

程序代码的自动转换。在这一层上，各家产品 

差别不大 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的 是CAsE 

内核层，由于这部分内容各家的命名和功能 

都不完全一致，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哲称为 

CASE~。CASE库 是 整 个CASE系 统的核 

心，也是连接基础软件层~CASET_具 层 的 

纽带。在支持信息系统开发生存期中各种箭 

析、设计 、实现工作均由第三 层 即CASEZ 

具层带到这一层次来完成，并对分析设计的 

结果建立数据库，产生相应的应 用 系 统 程 

序。所以这一部分是CASE最重要、最关键的 

部分。第三层是工具和应用系统层，对于这 
一

层次，在各个公司推出的CASE中差 别 矗圭 

} }晨 
一  

CASE 

I 

大。它包括适用于系统开发不同阶 段的各剥一 

窗口软件、分析设计工具、应用系统建立工 

具 、数据库建立工具和一些专用 的事务管理 

功能 (Business Functions)软件包等 等， 

它是CASE系 统的 对外 接 口。 

2．CASE库 

CASE摩是CASE的核心部 分，它 在 整 

~CASE开发策略 中具有极其重要 的 作用。 

cAsE库一般是 传统 字典系 统 的 扩 充 和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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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它不但保 留 了 传 统字典存贮各种实体 

(主要 指数 据和数据定义， 如 字段、记录、 

关系、数据库、格式、程序 和 规 则 等)功 

能，而且还 增加了存贮 有关 对 象 (Object) 

和方法 (Method) 的信息。这种对 象 是 指 

任何与软件开发和信息管理有关的内容，如 

模型、编码、档案、图 形、表 格、文 件 等 

等；方法是指对一种或多种对象进行分析、 

操作、处理的形式，如刨造、编辑、显示、 

镓 合 、分 析等等。 ． 

下面列举二个较为典型的CASE库 必 看 

一 下其结构和主要功能。 

(1)DEC,公司的集成化CASE~ 

DEC公司推H{的集 成化Cohesion CAS— 

E中的CASE摩 (De~ital Rcposition，DR) 

是Cohesion CASE承上启下的核 心 部 打， 

对上 |』支持围绕DEC数据库系统 t包括它的 

分 布式 数据库系 统) 的定义、建立、应用程 

序原码的生 成、应用系统的建立等 等操怍 

对下司提供一个开放式接口和对所有工具都 

普遍适用的一系列服务，为用户创造了一个 

既方便灵活、又功能齐全的、能支持整个系 

统开发生存期的开发环境。 

@DR的主要功能： 

· 为系统开发 者提 供统一舟勺结构框架。 

所有实体都在一个叫fashion的控 制 下 统一 

篱理，保证 ，定义的一致性。任何一个开发 

者都可自由地使用 (如果没有权 、保搿等 

要求的限制下)DR中的信息，从而提 高 J 

系统开发的质量再』稳定性。 

· 提供产生、转换 处理等支持系统j - 

发的功篚。它包括对数据和实体的橙查、跟 

踪 、设计能力 、系统管理、效用分 析 以至最 

终形成应用系统的全部工作。 

· 提供单个组织的数据 库系统 通过各 

种外部的CASEZ具，如决策支持工 具、数 

据处理工具等， 1可帮助管理信息系统和决蕞 

支持系统开发者很方便地建立和使用一个短 

杂的宴际应用系统。 

②DR所支持的其它软件。DR对其下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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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CASE~具实现全开放式的支持。目前D— 

Ec的大部分软件工具都已与DR连接，而 且 

还 在继续升展 这娄工作，预计 在 不 久 的将 

来，DR将会支持所有 软件工 具，为 用 户 

提供更加完备的软件开发环境 目前 已连接 

的 有 DEC de．sign、VAX Rat,／VMs wi— 

th SQL、VAX DB鹏 、VAX RALLY、R— 

M S、 VIDA with DB2、 VAX DATATR— 

IEVE、 VAX Link、 DEC forms VAX A— 

CMS以及各种语言生成器等。 

(2)ORACLE公司的CA-SeE摩 

ORACLE公司推 出的CASE*Method~C* 

D)中的CASE库是一 ／卜分布式多用户 资 料 

库。它可帮助系统开发者收集、管理、存贮 

系统开发过程中的信息，如数据定必、功能 

需求0设计分析、决策处理和 实 现 细 节。 

C--．D~系统的内部自动 产 生 统 一 的定义格 

式，并综合开发过程 申的各种资料，对其结 

果进行分析 、验证，确保系统开发工作的避 

行 C*D的结构和用户使甩C*D的关系 如图 

2所示。 

精撂舟析 爪 幕兢舟析婿 

除热 
数据库 
理员 

图 2 

①C*D支持系统开发策略规 4和需求 分 

析婚各个阶段，如各种需求分析工具，策略 

摇辩 功能分析 数据定义与数据流程分析 

等等。 

@c．D支 持以x Wondbm标 准建立由争 

匝彤式多窗 口自争开发平 台 (p 疆of血》一  

cAsE设计器 (CASE．Dos'~g-ner)，允许 用 

户在这个平台上开发设计多种开发方法，如 

功黼 必图 实体关系图、矩阵图等生成工 

具 。 

③c*D支持从各部分的分析设计鲥建 立 

和维护应用系统的机器自动转换过程，也支 

持实际阿题的最后求解，如图3所示。 

}．e ŜE'v具 

图 3 

CASE工具是指CASE的最外 层，即 用 

户使用CASE去开发一个应用系统时所接 触 

到的前述所有软件工具。这一层次的软件极 

为丰富且各家公蔚也不尽相同，各有所长。 

粗略地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类： 

①图形工具。绘制结构图，生成系统专 

甩 图。 

@屏幕显示_耜报告生成的各 种 专席 系 

统。可支持生成一个简单的原型系缔。 

固哮蔚检澍J工具。用以测试不一致的。专 

用工具及其生成的信息。 

④代码生成器。从原型系统的工具中自 

动产生可执行代码。 

⑤文件生成精。产生结梅化方法和其它 

方法所需要的用户系统文件。 

按目前技术的发展趋势，这一层次的大 

型化、综合化程度还在增加，有的甚至把以 

前讲究的所有软f!}}都与CASE~梧联，归 纳 

为CASE~具的范畴，有关这一层 次的内容 

在此不可能做全面的归 纳。 

三、Ô  E靠渣掣 

由于cAsE工具对整个信息系统或软 件 

工程开发过程的垒词支持，引起了系统开发 

方法学领域从技术，方法到观念、认知体系 

的变化，方法学研 究领域也受到了冲击和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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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从而使CASE演变成了一种独特的、以 

自动化支持环境为基础的系统开发方法学。 

CASE既支持自顶向下的结构化系统分析 与 

设计的约当方法和SADT方法，也支 持面 向 

对象的杰克逊系统开发方法和原型方法。 

CAsE方法的系 统开发过 程 和CASE~ 

具对方法的支持如图4所示。传统的系 统 开 

发方法研究中的某些概念和 界 线在CASE方 

④ 田  

：@臣 l ‘ —。— 1———一 

：@由  f L—_二，_— 

：回 囱  
@[壶] 
@ 由  

0应用定必；功能层次；实体定义；实体图 。@功 

能定必；数据详细定必；数据流程图．@缺省数据 

设计；数据库规模预测；程 模块结构。0 程序 

文档；散据库，文件定义．⑤更新现存数据库定义． 

@效果分析预飒f；重定义与重组文件。 

图4 

四、CASE的特点 

与其它方法相比，CASE方法一般 来 说 

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 强有力地支持软件／信息系统工程。 

· 使结构化方法更加实用。 

· 自动检测方法大大地提高了软件的质 

量。 

· 使原型化方法付诸于实施。 

· 简化了软件的管理和维护。 

· 加速了系统的开发过程。 

· 使开发者从繁杂的分析设计图表和程 

序编写工作中解放出来。 

· 使软件的各部分能重用。 

56· 

· 产生出统一的标准化系统文档。 
· 加速了软件开发而且功能 进 一 步 完 

善。 

五、关~CASE概念的探讨 

本文结台笔者近年的研究谈了关 于CA— 

SE--~ 的看法。笔者在工作 中 深 深 感 

到，就目前所~ CASE来说是一个发 展 

的、广义的概念，其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 

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下面提出几个问题 

希 望与大家一起探讨。 

1．CASE是一个发展中的 概 念。它从 

工具、环境发展到方法学，目前还在继续深 

八地发展。 同时CASE也是一 个 广 义 的 概 

念，是为了解决应用软 件 开：发 的“瓶颈-何 

题，利用计算机系统自身的资源对整个软件 

开发过程进行支持，所以这就决 定 了CASE 

不会是指某一具体的系统。而且从发展的观 

点来看，今后也 不 会 有 一个确定 的CASE 

模式。它的发展将会是随着人们对信息处理 

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而 

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 

2．CASE是一门全新的方法学。与自顶向 

下结构化方法和面向最终处理对象的原型方 

法相比，它更强 调 工 具 的作用、工具对方 

法的支持。CASE方法学的诞生，将会动 摇 

传统方法学研究的某些基础，引 起 人 们 思 

想、观念上的某些变化。今后 以CASE为基 

础的系统开发方法学的研究，将促使人们放 

弃从开发过程每一阶段实现的方便程度来研 

究方法的传统做法，朝着进一步研究信息系 

统自身的处理规律的纵深方向发展。 

3．CASEI具是一个不断丰富 和 完 善 

着的软件工具的集合。CASE的发 展朝菅全 

面的支持计算机在各个领域 的’应用。发 展。 

CASEI具已发展成为一个 永无止境的，联 

系CASE库的软件工具的集 合。根 据CAsE 

方法和系统开发策略的要求，cASE库 正在 

联合更多的Compilem和软件开发工 具。根 

据这一趋势的发展，今后的CASE工具将 岔 

更加丰富多彩，各有千秋，而不会形成一个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计算机科学1991№．6 

基于类网络的OODB事务处理模型 

李伟华 胡守仁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系) 

1、目I 盲 

当前，OODB 成为数据库领域的热 门 

话题，并从实验上和理论上获得 了高 磨重 

视【。 ‘‘ “  ̈ -ZoI。但是，关于 这 种 系统 

的 定 义 还 存在着不少争议，有三点可以概 

括OODB初期研 究阶段的状况t (1)欢 少 形 

式化的定义，(2)没有共同的数据模型，(3) 

大量的实验性活动。这些问题同 样 存 在 于 

OODB事务处理的研究之中【 “⋯】。 

事务处理机制是数据库系统中广泛采用 

的控制程 序并发执行的手段，通常，事务被 

看作数据库并发和恢复的基本单 位。OODB 

比关系数据库 (RDB)具有更丰富的语义和 

更强的数据模拟能力，自然会包含许多可能 

影响我们对事务认识的新特性。 

1．1 面向对象数据横迥概要 

OOODb~ E ¨̈ 伸1使 用的数据 模型可 

以甩若干概念来表征，这些概念主要借 自于 

Sm~!ttatk-80~ ，OI~ON[如‘‘3】和 (t) 

所有概念上的实体都模拟成对象，每个 

对象都有一仓唯一性标识符，对象的状态存 

储在它的属性 (或称实例变量)中，属性的 

值本身也是一个对象，对象的行为封装在它 

的方法中，所以，对象可以用来描述数据的 

结构和行为。~[S-PART-OF关系所联系的 
一 组对象统称为一个组台对象 对象之间的 

通信是通过发送消息来实现的，处理一个消 

息就是执行相应的方法。 

固定的模式和确定的范围。 

4．CASE库：~CASE的核心。目前 技 术 

发展的超势是所有的软件工具只要能与cA— 

S宦库相连，就成其为cAsE工具的范畴。CA一 

·》e々 尚技术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SE库的发展不单纯是数据或实体集 成的 执 

行者 而是整个开发环境中的驱动和控制力 

量f 5】。 (参考文献共19篇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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