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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模型的比较 

语 义 数 据 模 型 @) 

Joan Peckham Fred M aryanski 

本节用第 1节提供的参数比较了第 2节 

所描述的对象及其内容，也给出了评价这些 

模型的相对优点的方法。由于数据模型集合 

的范围或对象尚未统一 ，因此评价带有一定 

的主观性。我们仍用早先的“语义模型”定义 

来描述各个模型。 

3．1 基于囊格的比较 

表 1总结了所讨论的各种模型的特点。 

由于所选模型的多样性，表中的信息是一般 

性的而非具 体的，更 具体的参数不可能提供 

切实有益 的比较，尤其在动态建模方面。一 

个 由Urba9和De1cambre~1986]给出的综述 ， 

为静态、动态和耐态建模结构列出了详细的 

表格，但动态建模模型的种类却是有限的。 

表 1中出现了前面没有定义 的 一 些 术 

语，解释如下： 

(1)非结构对象表示是受限分类还是扩展分 

类，这依赖于系统提供的非传统数据类 

型的程度。 

(2)联系表示是独立的实体 、表、函数或属 

性，都取决于模型将联系提供给用户的 

方式。如前所述，许多系统为语义相对 

化起见，为用户提供了多重联系视图。 

合惹的查询语言构造是下一十挑战；逻辑和物理数 

据库设计被认为是对 当前关系系统韵一个挑战，更 

不 要说对具有更加丰富的类型系统和规则的 系 统 

了；为了对此领域申的用户提供辅助将需要数据库 

设计方法学和工具；规则执行的优化提 出 了 重 大 

的挑战，此外允许用户设计并调试面向规则的应用 

韵工具是这 技术成功的关键。我们鼓动学术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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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们根据提供给数据库设计者的 插 入／ 

删除约束将各种方法分类如下：如果提 

供给用户一组联系类型 ，其中均含有插 

入／删除规则，我们就认为这些是 内 部 

规则}若这些规则 由系统自动支持，则 

可认为它们是 自动的，如果用户能对各 

种联系类型的插入／删除语义进行选择， 

那么这类约束是由用户指定的 

从表中可以发现多种建模技术，例如， 

实体一联系模型强调网状模型，而TAXIS注 

重作为主要对象及操作组织特点 的 概 括 层 

次。这里，层次和网状性质上的细微区别对 

建模方法学的应用有-_．定的影响。层次中不 

允许出现循环相当于TAXIS~不允许循环继 

承，另外还有： 一 

，(1)几乎所有的模型都用概括和聚集作 

为建模抽象概念，而分类，尤其是联台，一 

般不被看作是基本建模概念。大多数模型趋 

向于建立单独的抽象概念，侧如，TAXIS注 

重概括，而SDM则用娄定义了其它性质。 

(2)动态建模作为建模过程的一个不可 

缺部分，令一些语义设计者感兴趣。在三个 

有动态建模处理能力的模型 (TAXIS：，SI-IM 

+和事件模型)中，有两个将一种特殊的设 

计方接作为似乎是模型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即筷参不仅提供建模结构而且给设计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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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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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1 数据模重特点 

j联系表示 f层次网络派 语义；动态建模 

c ⋯ 摩：簪网络 自 赋 声 
EVENT 受限的!属 性 l概括、分类I层次系统 自动l的l预定义删事务建模 

某种建模活动顺序以定义数据库模型。 

(3>插入／删除约束条件的定义是 多样 

的。一些模型 (SAM ，SDM) 把这些 约束 

作为联系定义的一部分，其它的模型 (函数 

式数据模型、。实体一联系模型)允许用户定义 

自已所需的规则，而另一些模 型 (础吗 ) 

则允许内部约束和用户自定义约束的混台出 

现 

(4)派生的支持方法也很多，许多模型 

把通过概括联系的继承性作为唯一的派生形 

式，而~I：ISDM这类模型剐有多种 不 同 的 派 

生。 

(5)只有最新的或最专门化的模型为信 

息建模提供了丰富的数据类型，但不能简单 

地转化为AscII码。如表中所示，这些数据 

模型提供了一些非常好的例子，但在这一方 

向的工作仍在继 续 [COl~Ia瑚 。and Maier 

1984；woelk等 19863。 。 

每种模型的建模观点都不相同，这一点 

可 以从前面各节的描述中清楚地看出，表 1 

试图进一步强调这种区别。尽管太多数模型 

致力于解决概念建模中的普遍问题 ，但仍有 

许多模型是用于特殊环境的，从而假定这些 

中等性最适合这些环境。为了进一步评价这些 

模型，必须礴定评价的 目标，这可以从下述 

两方面进行。 

(1)从相同性．及差异性 出发的模型分类 

法，或 ‘ 

(2)针对特殊环境选择最佳模型。 

在实践中，设计者将面临后一种决定 

我们为划分不同语义模型提出了各种参数 ． 

并讨论 了 对给定的任务，选择一种。最佳模 

型 的方法。这就是本l文的实质所在。 

3．2 评价语义模型 

尽管在语义数据模型中有各种概念建模 

方法，但所有模型的作者似乎都一致认为， 

其主要目标是促进数据库的建模和使用 多 

数设计者认为，下述内容有 助于 实 现 此 目 

标l 

(1)模型是否能独立应用，或是象SAM* 

只针对特殊的环境。 

(2)联系是否能高效地开发带有所有内 

部语义 (插A／删除约束，最基本的约束，等 

等)的程序包，就象SDM和 SAM 一样， 或 

是否数据库设计者应能明确指定每一联系的 

语义。实体一联系模型提供了后一种 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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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对每～种联系，设计者都指明诸如维数 

和插入／删除约束等性质。 

(3)联系的结构是复杂的还是基本的。 

例如，二元模型 ~Abrial 1974，AzmOodeh 

等 1986}Bachman 1983，Bracci等 1976~是 

所有 联系曲基率 二元联 系组成的数据模型。 

Brodie(198 4]将其归类为不可约模型，因为 

信息在模型内是原子表示的，而不是复杂的 

事实组台，Tsichritzis和 LoehovskvC1982] 

将二元模型归娄为面向图的模型，因为联系 

经常用图来表示 (关系模型为面向表的初等 

模型)。为了说骝基本二元联系有可能 表 示 

复杂的联系，可以考虑构成实体 的 聚 集 联 

系。例如，设实体BOOK由属{生Title，Pag 

- length，Author(指向另一实体)和Publi- 

shcr(指向另一·实体)组成，可以认为此 联 

系是BOOK及其四个属性 间的一个1：4联系， 

它将 BOOK对象与来 自四个二元联 系；BO 

OK~Tltle，BOOK-Page-length等的每一 属 

性的一次出现联系起来。虽然用二元模型有 

可能构成复杂联系，但可认为提供给用户的 

’是最基本的模型。这种方法与请如sDM之娄 

提供内部的更高级联系的模型是有区别的。 

‘ (4)联系是否能与概念级上的实体 相区 

别。在一些模型，如F_~-R模型中，联系具有 

与实体不同的语义，是基本建模元素，另一 

方面，在函数式模型中，实体与联 系均表示 
一 定 的函数。 

(5)要强调哪些抽家概念。某些模型把 
一

、 两个插象概念作为其主要建模工具，例 

如 ，SDM大量使用了分类和聚集 ，而TAXIS 

则注重概括层扶，其它一些方法，如SHM+ 

等，也 支持了大量的抽象概念。提供少量基 

本建模概念的模型的开发者们 相信，少许有 

力的自由选择将使建模过程更为简单。 

(6)动态建模应遵循什么 方 法。SAM* 

提供了抽象数据类型，而TAXIS中为概括层 

次，事件模型中为信息流。 

上述原则可作为用于评价语义数据模型 

的特征。如果评价的目的就是为分类确定模 

‘70 

型恫 的共性和差异 ，剐这些特性可构成表 1 

中的列。使用这方面的信息，就可望象Bro— 

dieE19843那样将模型分组，开发一 个 如 图 

2O所示的 连续 体 

表 i中的参数可用以为特定的任务选择 

模型。另外，考虑下列三条原 则 EMarch等 

198 4j，它们可以量度个别设计者将 模 型用 

于特定问题领域的简易性。 

(1)用户对所提出的建模结构的意义 (或语 

义3的理解能力。如果用户较难理解或 

错误理解建模工具，则语义模型的优越 

性就完全丧失了。 

(23查询表示的简易性。语义模型发展的动 

力之一就是解决在物理及数据结构一级 

上操 纵数据库的艰 巨性。 

(3)建模结构语义的易说明和易维护性 无 

论模型提供的是～组简单的插 ^／瑚 除 

约束集台或是复杂的约束定义工具，其 

目的应是相同的I语义应是易定义且 自 

动 维护的。 

一 种被广泛应用的评价策略是在表中的 

每一列附加权，如表 2中，权指田了每一问 

题领域中每一规 旺̈的相对重要性。表中的每 
一 行所包含的分数表明相对于每一列的未来 

模型的价值。表 3提出了适台于特殊应用环 

境的假想模型M1和M2的枰价，M1的总计分 

数较高，反映了评价者们偏爱其描述联系的 

方法及它 更易于 理解”。 

在这些评存}过程中，主观性是固有的 

增强的完整性 

—÷联系作为函数 

— ÷明确的联系 

— ’+实体类 
，  

— ÷概括 

— ÷动态建模 

— ÷联台与分类 

一 —÷专用类型 
‘ 

周2o 数据楱型连续体 

釜腿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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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2 以收襄幂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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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回想语义数据模型的 目标，其中之一 

便是事实表示的结果应十分接近于用户的理 

解 ，因此，对一给定的事实， 用户的理解在 

给定l企业模式的模型评价中是重要的。多个 

评价者参 与评价过程 ，可在一定程瘦 上减少 

主观 性。 一 

4 我们向何处去? - 

尽管研究者们较早认识到了表示抽象概 

念和支持联系的重要性，但在语义数据建模 

领域还存在一些其它问题。探索 模 型 的 对 

象、操作和联系语义的各种意义 仍 是 重 要 

的。有些想法可能符合前面列出的要求 ，从 

而产生了可简化数据库设计任务 的 概 念 模 

型 下面给出了这种观点，它们将蛙壤受到 

现代数据模型研究者们的关注。 

SAM,提出了适用于统计学应用和 CAD 

／CAM的数据类型来支持非传统数 据 的 观 

点，其 它研究者则认为提出一些基本原理以 

支持特殊类型的设 计 更 为 有 效 [Copoland 

and Maier 19843。这样就导致了一种更灵 

活的模型——其 目标不是特殊应用而是特殊 

类型的复杂化表示 ，文本，声音(包括语音)、 

数字图象和复杂图形『旬 量的建模原语被用于 

处理多介 质信息[christ0doul矗 iB等 1986， 

Woelk等1986)，这些多介质信息综合利用了 

语义数据建模原理和面向对象的语言思想以 

支持形形色色的和非标准化的数据库应用。 

另两个实质上进展不大的方面是动态和 

对态建摸技术 (意捐包括显式时间和事咎概 

念)。所有的语义系统都支持静态建模技术， 

不过，尽管研究者们已讨论了时态建模[Sn— 

odgrass and Ahn 1986)和动态建模的重要 

性，但也只能找出少数模型包含这些功能。 

Urbam and Delcambre(1986]调查了五个 

模型——RM／T，TAXIS、SDM、SHM+和 

事件模型 发现大部分模型提供动态技术， 

也有一些提供了有限的时态建模性能 表 1 

中含时态建模信息的一栏的确较缺乏内容， 

尽管如此 若要概念建模工具提高后能以一 

种完备的方法描述企业模式，则这种描述就 

必须能表示时态 的性态和事件。 ． 

已提出了各种时间表示法。Ariav[19863 

定义了面向时态的数据模型TODM，它以立 

方体形式把时态数据高效地表示在关系数据 

模型中，Ariav的工作将关系操作扩展到 了 

时态数据。Snodgrass and Atan~1985，19863 

亦将关系模型作为表示时态数据的起点。他 

们区分了事务时何 和有效时间，前者是指信 

息存八数据库的时间，而后者则是信息有用 

的那一段时间。使用这两种概念 ，他们定义了 

静态关系和历史关系。Shosf*ani and Kaw一 

． agO~[19863的方法与其他人不同，他们采用 

了时间序列，即时间值排序作为基本的组织 

概念，他们还讨论了时态数据的物理组织。 

1 ’ 

一 ] 

5 — 3  8  
～ 

～ ■ ． ● 帅一9—4 

m 

8  6  

一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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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telc1983]提出了以时问概念作为 基 本 抽 

象 概 念 的 时态层次数据模 型 (THM)，其 

工作详细地描述了时态对概括和特化语义方 

面的影响。CastJlho等 C1982]开发了一种在 

数据模式规格说明中处理时态语义的语言。 

时态数据研究中l的一个关键概念 是 时 态 约 

束 它允许用户在约束条件中将时间因素和 

数据值 都 包 含 在 内 CAriav 1986~Kung 

1984]。 ’ 

新的信息处理领域的概念建模的需求主 

要推动了语义数据模型的发展 ，本文讨论了 

几种数据模型 能满足大部分企业模式的建 

模要求。提高数据建模能力所需的男一种方 

法是 自动产生数据模型以适台特殊应用环境 

的要求 。数据模型编泽器[Maryanskl等1986。 

~987]和Ex0DuS[C鱼rey等1986；Richard： 

SOn and Carey 1987]研究了这种方法。在 

可变数据模型生成器方面，关键的问题是概 

念数据模型语义的形式说明及表示，第一步 

应确定表示模型的实体、联系、操作和约柬 

等抽象概念。在数据模型编译器中用于表示 

数据模型语义的语言出现在Hung和 Marya- 

nski[1988]的著作中，EXODUS项 目开发了 

E程序设 计 语 言 [Richardson and Carey 

]987)作为基本的说明机制。如果数据 模 型 

产生器的想法是可行的，那么就有可能修改 

语义数据模型来满足企业模 式 的 笋 承．这 

样，设计者头脑中的模型与数据库系统中的 

表示之间的差距就缩，j、了。 

作为此处所提出的模型说昵，语义数据 

建模仍处于研究阶段，商业市场中将不会超 

出关系模型，直到性能合理的语义数据模型 

出现为止。按年代计 语义数据模型比关系 

模型晚七年才出现，而年轻的产品巳开始涌 

现，成熟的系统可望在几年内产生。这些新 

产品的市场目标不是商业数据处理而是科学 

工程产 生的大 量数 据的管理。商业市 场上语 

义数据模型的影 响可能 受下 述条件限制 ： 

(1】商业市场的情性—— 除非利益远大于开 

销，否则把大量数据转换到新模型前 过 

程就不会出现。 

(2)在科学／工程／生产市场的机会——对高 

级数据模型的需求巳经存在。 

对概念建模未来的一个合理疆测将影响 

程序设计语言的发展 。一些语言 (如FORT- 

RAN和COBOL) 自出现以来就一直 被 使用 

者青睐，同时新的语言不断出现，许多语言 

实际上影响了研究者和应用程序员。设计者 

总是为一个任务寻求最佳模型，臆着应用复 

杂性的持续上升，设计者对概念建模的要求 

亦相应增强，且新的模型将不断产生。本文 

中讨论的这些模型是有代表性的 下 一 代 模 

型，但不是最后一代。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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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体并非全部相信其它主体所传递来的信 

念和知识，笔者在一般意识逻辑模型基础上 

曾提出一个信念依赖模型【 1，用于研究 和描 

述多主体环境下的信念和知识的传播特性。 

4．共 同知识与逻辑万能 问题 

如前所述，共同知识与逻辑万能问题是 

单于知识的推理这个领域中最重要的两个基 

72．‘ 

本问题。至今为止，已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解 

决方案。但仍未取得理想的结果。许多计算 

机科学工作者和逻辑工作者都 在 为 之 而努 

力。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认识逻辑及其与知 

识的推理的有关技术将会得到更为广 泛的应 

用 这也可以视为思维科学在计算机科学中 

的应用的一个起点。 ，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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