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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The paper disuse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the lield of data bases，that is conceptual 

schema framework．First．the pape r defines the  concept of framework，and d~ ulse．t key terms 

‘an universe of di$COutse(UOD)‘nd ‘concepmaI sche ma(CS)．Then，we elassl the  im tanfes 

Rnd objI~Cts，define a paradigm describing the UOD and CS，and arrive‘t the eonceptuld schema 

framework(CSF)·Finally·the paper discusses some problems of modeling paradigm and implemen· 

tation paradigm．And the pape r is closed OUt by discussing some applications of this framework． 

关键词 DBMSlconceptual schema(CS)．universe of discourse(UOD)conceptual schema frame· 

,sork(CSF)． 

一

、引言 

目前．一般使用三模式(外模式、慨念模式、内模 

式)体系结掏作为 DBMS的系统框架．随着信息管 

理系坑的发展．大多数据库的外模式和内摸式都在 

不断地变化着．在井模式上．用户的需求和复杂性与 

以材相比巳经有了报大的差异．对内模式而言 由于 

面向对象数据库(OODB)连渐进入角色．也睫之在 

变．因此．1{I念模式就囊得越来越重要了，是信息系 

统德定的根源Ⅲ． 

对象管理系统(OMS)是计算机辅助软件工程 

(CASE)环境前苗心，在 CAS E环境中不仅要存储 

有关 CAS E环境以及软件开发过程的填息．而且是 

沟蘧各个工具的煤介．本文主要讨论OMS的鬣念 

模式懈架． 

=、框架 

榧槊是以一种结构化的方式来安排相关氍念集 

的一种手段trJ．描进框架的最好方法是用图来表示． 

谖墨可以是二堆的．也可以是多维的．车文中．将定 

义一十二维{匡槊来说明信息系坑实现的某些重薹方 

面．如图1昕示．瓤向表示r①论域(UOD)是在一十 

现实世界或假设世界中出现的、人们感 趣的、要描 

述的所有对象(实体，的集音；@概念摸式(CS)是 

uOD事件可能状态的描述．包括 uOD的分类、规 

勋I、定律等．fIl向表示实现信息系统昕需 UOD或份 

的开发集．使用这种二维表，就可以开发慨念模式框 

槊(CSF)了 ．下面首先分五十阶晷来开发 CSF孰 

向描建的UOD范啻I． 

三、构建块 

首先考虑术语对象爰其包吉的慨念并考盘 

UOD的定义．一十UOD与真实或假设世界有关， 

但目前只关心真实世界．真实世界对豢是每天处理 

的各种 事物 ．如物理的程序、目标代码、文挡I还有 

另一些概念．如夭、月．小时、工作安捧等．许多对象 

有相似的特征，但每个有它自己的标识和特点，这些 

相似的对象属于一十娄型或共．因此．它幻可以由一 

十组或娄名来调用．而其相位I特征判与类构表示联 

系在一起． 

这些分类目前用两类术语集来措述：一是用类 

(或类型)来标识一组相似的事物，而用对象来标识 

一 十类中的各种事物}另一是用对象来标识分组．而 

用实铸标识属于该组的不同事务．这里．将诗用后一 

类术语．日而实倒意味着各种单十事物．而对象表示 

有相识特征的实斟集． 

在面向对象的上下文中．对象有特定的古义．如 

封装、继承、方法、消息等t而在本文中．对象的鬣念 

并不意味着是遗惮一十面向对象的基础．在开发 

UOD范例的最后阶段要确定它的两十戚份；实倒和 

对象 ．如田 2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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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UOD中的实例 

所有实例的集合构 成了 UOD的棱心．意昧着 

一 十可标识的实例标t囊符与 UOD中的每个实例相 

关，该特征在 OMS的实现中是强加的．u0D任何 

部分的描述总可归化为一个偏序表或 UOD中所有 

实例集合的子集． 

下面考虑 怎样用实例来 描述 UOD的表示 。许 

多情况1多及到了单十实倒的使用．但是多重实饲的 

某种组合作为一十单位是经常出现的，因而可将实 

例分成两类·简单的和复杂的．简单实例是不能分解 

目宅其它实料的成份集．而且在 昕考虑的 UOD应用 

的上 F文中也不能通过在其它实例上执行操作来导 

出或生成．复杂实例分成两类 lA成的和导出的．舍 

成实倒丧示菇它实例的简单组合 或连接 ．并且由这 

些实例标识符的组台或连接来标识 。这些实例的典 

型说明是那些代表数据值(年、且、日值的连接)、地 

址值(驱琦器号、路径名、文件名的连接)的实学9．同 

拌．导出实例是通过在其它实例值上执行预定撮作 

而导出的值来标识的 ．-一些捌子如汇总(如．数量的 

月汇总是由日实倒的值I异加得到的)}统计值(平均 

值等 )I以及计算值(如通过将单价秉 以数量而得到 

的价格总值】． 

台成和导出实例表示唯一的事翱．但是遗两者 

均不能真正独立定义，固为均依赖于形成它的简单 

或复杂实倒．这些慨念类似于数学中的独立和依鞍 

变量。可以将筒单实例看作是独立变量．复杂实例看 

怍是傲帧变量．田 3描述了这种分类和结构． 

UOD范例开发的第2阶段是将实铡的这种分 

类结合起来．并由完整的实例框架(包括简单、舍成 

和导出部分)来描述．如图 7所示． 

五、U00中的对象 

可以将具有帽似特征的实例好为一十对象，因 

而对象袁示了一十或多个实例．这佯就可约定t每十 

实捌必须至少属于一十对象．如果存在一个唯一的 

实例．即其特征与 所有其它实钳都不帽同．郡幺就可 

由其 自己竹成一十单独的对象．一个实例可 以属于 

多个对象 ．这戗犊于对象是如何构想的 ． 

对象是具有相似特征的实例集台的表示．更实 

际地 营．这种特征与对象扮演的角色相关．而且描述 

了事件的壮志。实际上．遗种 角色的扮演不是确 定和 

定义对孽的一十主要嫁崔。 

因此 ，对象具有的特征以及该 对象昕扮 演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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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就是决定一十实例是否属于一十对象的标准．如 

果一个实例具有的特征和扮演的角色与多个对象相 

关，邵幺恢实例就可以属于所有这些对象．图4描述 

丁 UOD中对象和实例的关系。 

六、对象分类 

下面描述 UOD中对象的分类方案。 

(1】语法分类．指依赖于公式表示的方式 ．即实 

例的语法．这种方法可以将对象分为简单的和复杂 

的．筒单对象就是鄂些实例均为简单实例的对象．而 

复杂对象则是至步有一个实例为复杂实例的对象． 

正如实例一佯，复杂对象又可进一步分为合成 

和导出对象 ，但是 使用这种对象组成的方法来进行 

细的分类时，必缉考虑几个问题．如，一十复杂对象 

可以由简单和复杂变例组成吗?一个复杂对象可以 

由合戏千Ⅱ导出实例组成吗?这些问题并不直接影响 

本文的讨论 ．但在使用这些慨念实现系统时是非常 

重要 的，因而有待进一步研究． 

‘2)语戈分类．指涉及到怎样使用 uOD中的对 

象．印使用的方法．下面再次考虑 UOD和 CS的定 

义． 

UOD是所有案例的集合．前CS蜊描述了UOD 

中事件的可能状态．但是景 韧这些定义井投有真正 

表达人t丁要表达和}勾通的思想 ．建立通讯的最好摸 

舟是用 自然语言中曲命题和断言描述 UOD中的事 

件状态．在最低层次．这些断言应用UOD中的实例 

来作出．即实例级断言}然詹就可以嵌鞍子它们所1多 

及的实例对这样的断言进行分类和抽象． 

如果若干断言描述事件的同一十状态，鄂 幺就 

可以作用于属于同_一十对象的鸯个实例上．这样就 

可以用一个对象级的断言 表示所 有这样的断言 描 

述实例所属对象事件状态的断言．实际上．对象级的 

断言总可用于描述 CS．其准确性是通过构造相应的 

实例缓断言井验证其正确性来保证的． 

下面是一些用于描述 UOD中事件状态的冉型 

断言t①给一殷代码命名，@程序有三种表示 谭代 

码．抽象语法树(AST)、符号表．@每个程序对应一 

倮抽象浯法讨．注意．系统的目标、规剐、策略和操作 

包含在有关系坑的这些断言前一个完整集中． 

自然．这佯 个完整集除了茼单的断言形式外 

还将包含断言的许多复杂形式．对这些断言的矸究 

将导致对事件状态的理解．即UOD和CS．进种语言 

_闱 ，可演鼻的匣刷提供了研究干Ⅱ骨析 自然语言的理 

论摹刈．田此在表达成 自然语 言中的一十断言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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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于研究 UOD的CS．从这些埽c则借鉴合适的慨 

念，就可以将这样的语言 断言表达 戚 UOD中对象 

何的语义相关集以及这些相关关系上的约束集． 

在确 定这些 断言中的对象时并没有 太多的困 

难，例如，源代码相符号表对象，称这些为真实世界 

对象．也可以进一步抽象对象概念，并约定描述这些 

对象何语义 关联的关 系也属于一 十一般的类或对 

象，称之为关联对象，该对象的实例具有的登共特性 

是它们描述了真实世界对象河前关联方式。 

从CS的观点看，关联对象和 uOD中的真实世 

界对象在语义上是有差别的，前者描述了对象问语 

义的关联 。 

这里，除了行 为规剐(即约束 )是规定在基本断 

言以上之外，这些规剐还由特定的修饰来确定，如 

。必须 ， 每 十 ，。有且仅 有一十 ，井给出一十称 为 

约柬的对象来描述 ，这些实例的共同特性是它t1对 

关联对象实例所包古的关联方式施加了某些约束。 

因此，三十语 义类是 真实世界对象，断言对象 

以及约柬对象．囝 5给出了整十对象空何的一十圈一 

其中语法类为一十轴 ，语义类为另一十轴。 

倒 

I 

D∞ ～ > 

圈- c耻I}囊 

圊3 寒倒分娄 

拥 i 

简单对矗 

语 

纂 嚣 嚣 
囤6 遘{亍了语 和语怯分类韵对氰空伺 

L 【】D范耐开蛀的苇3千阶段将对象的语义分 

类结 台存了一起 ．该 程如图 7所示， 

应当注意，如果所有关联和约壕实例鄙 镐于一 

十对象，那幺就只有一十关联和一 十约束对象。但 

是 ，也可以对这些实倒进行进一步地分类，可以定义 

多十关联和约束对象，因此对象语义分荚的一般方 

案是，多十真实世界对象和一十或多个关联及约束 

对象． 

七、概念模式 

UOD花例开发的第 4十阶段就是扩充花例 一包 

括由真实世界对象类和其它两十对象类中的对象和 

实例组合而成的 CS，如图 7所示，这十阶段是在对 

象分类之后进行的． 

对开发 范例进 行 总结，就可 以开始 确定用 户 

UOD中的三类实侧．这些实例在对象级归类于真实 

世界对象．通过对描述 uOD事件状态的对象圾断 

言的研究，就可以将对象分为两十语义娄 戋联的和 

约柬的．cs是通过组合真实世界对象以及关联和约 

束对象的实例而构成的．这些组台表达了系统的策 

略、规旯j尊等． 

在对象的语义进行分类之后，琥可以将之用于 

定义CS，也可把它表示为语义同．语义同定义为结 

点和孤的集台．其中，结点(圜田)表示真实世界对 

象，弧(典型符号)表示关联和约束对象的实倒一如图 

6所示“ ，该图不包古任何特定的谟型也范例． 

对 ● 

鼻宴l姜联!约束 
。
。{o ·一 

I 量 毫 蕞 式 

o 0-'o 五-。 

[10B 

范 

侧 

宴 髑 

-,ll{ t J} 
对 量 

鼻宴l姜睚l蚺柬 
L — —  —  

鼍惠 式 

J J J J 
I 野 ∞咀 f千崔式 

嘶 一 目的语 毫示 田t 珊D 一 时 

八、对象分组 

在 UOD范倒开发的最后阶段是墨确定另一十 

慨念对象分组．这对描述 UOD的分类并非必需，包 

从实际的观点旨为完善谊范倒昕必要．遗十氍念类 

似于定义台或对象的概念，确定了形成对象组的一 

十对象集合．对完成 CSF的映射必不可少．如果将 

这种分组建立 在某些谮 义相关的对丧基础之上．棘 

可以将它表示成CS语义同的{l；接部分城于{I|式． 

遗 过程如隔 7昕示 ．用遗十范侧作为基础，可以描 

述 UOD和 CS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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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UOD可以用实啻|和对象来描述． 
’ 在第一层，UOD由简单实例组成，其中每十 

都是不可分但可标识的．每十实例均可指定一十唯 

一

的UOD范匿内的实倒标识符。 

’ 复杂实例是简单实例的合成或导出，依j妻于 

它们形成的方式，可分为合成的或导出的． 

‘ 对象是具有相似特征的实例组的表示．每十 

实铡至少属于一十对象，某些实例也可属于多十对 

象． 1 

’ 对象可以进行语法和语义分类．语法分类可 

产生耐单和复杂对象类．语义分类产生真实世界
、关 

联和约束对象类．这些分类模式相互独立
． 

‘cs可以表示为涉及 UOD对象的自然语言 

断言集．这些断茸可以表示为真实世界类对象与关 

联和约束对象实例的组合． 

’ 对象的语义分类可以将cs表示成语义同． 
’ 可以圾删 UOD中对象的分组．如果一十组 

内的母十对象必复是语义相关联的。郄幺这样的分 

组玻子攥式藏戚了cs语义同表示的部接部分． 

震在-已开发了一十范l捌来描述论域(UOD)及 

其基于 自蒜语盲表示的撬念模式(cs】．定义 了 

UOD范例的构建块t实例、对象、断言和对象组．断 

言表示了对象闫的语义关联，而约束则是对象上的 

甩触t这十UOD范例拇成了CS框架(csF)的岛【向 

分樊． 

下面将讨论 UOD和cs的表示方式．实际上， 

雷 6就是 CS的图形表示，通常用于信息模型之中． 

就此而育，信息模型只是一十选定的UOD的cs表 

示 ．图形 表示 有助于对 cS世行系统的文．1苎i化，而且 

给用户交巍有关CS的信息提供了手段．可以将CS 

以机器可读的形式表示出来．井提供工具设计成标 

准化的记录结构．也可以设计其它范例以满足不同 

的需求。 

在引入一十新的范倒时，将寻f̂ 一些崭新的概 

念·因此必簿对这些新引入的概念以及行为规则做 

新的断言．换句话说，要 入新的 UOD及合适的映 

射，以丧示用户的UOD． 

目前·巳开发了一十范倒来描述 UOD，就可以 

使用同一十薹本范倒衷描述新引入的 UOD了，然 

后可以讨论用户 U．OD成份之间的映射和新引入的 

UOD．下面将讨论如何把这两个UOD(模型化范例 

和实现范倒埔 台到 CSF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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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On 一  

l册D箍删 用户帅D 型忧 口 D 

宴 倒 
·  

耐 象 ／  一 ／ ． ／ 一 

概念模式 ／／ 
对象分组 ／／ 

圈0 将攥丑化范倒结音到cs 中 

gO0 ----------------一 、 

n蓖碉 用户000 模型化宴科l10D 宴理范佣u0D 

倒 十
，  

一 ／  囊 

／  ，  

意攥式 ／／／ ／  
囊舟组 多 ，， 

哪 j年实现筏倒结合刊cs|中 

九 、模型化范例 

1其型化范倒是CSF的第一十横向扩充．在圈8 

中 ，将 UOD范倒应用到用户 UOD．拣后应用刭棋型 

化范啻|的UOD．这十方法使相我们可以确定实啻|、 

对象、各自分类、以及模型化范倒的cs和对象分 

组 }用 户 UOD的 cs由用户 UOD的对象和实例映 

射到1其型化范啻鼍UOD申相应部分来定义． 

要注意下面几十问题．首先．由于模蠹化范例的 

本质特征所决定，一些 UOD范例中的成厨可能在 

模型化范倒的UOD中是不可确定的．铡如．如果模 

型化范例仅用于模型化用户环境 ，UOD范倒对象组 

上的 cs可能投什么用处。但是，用谖摸型作为实现 

摸型化范例的基础时就很重要了，模型化范啻|UOD 

的cs成了通常称为元模型的概念．其次，圈 8中的 

头射箭头显示了最通常的映射类型。发出箭头的格 

子 确定了映射的是用户 UOD的哪十成 厨，而箭 头 

指向的格子表示了映射成份．暂头表明； 

· 用户 UOD中的实 例映射到 了模 型化范 例 

uOD中的实例。 

· 用户 UOD中的对象可以映射到模型化范 倒 

UOD中的实例和对象， 

· 用 户 UOD中的对象分组可以映射判模型化 

范倒 UOD中的实例和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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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情况起韧可能窖易混淆，但均可耗发生。试 

考虑下面的例子t 

使用实体关系(ER)模型作为范倒，用户 UOD 

中的真实世界对象映射到了模型化范倒 UOD中的 

对象实体或属性的实例上．用户 u0D中的关联对 

象映射到了模型范倒 UOD中的相应对象关 幕上， 

这样就将这两个对象的实饲映射在了—起。这些例 

子表明可能存在的映射种类，但这并投有穷尽用户 

UOD和特定模蠹化范倒之何的所有穗射．这种方法 

的实现者必须建立完整的映射． 

十、实现范倒 

正如早先指出的．引入实现范倒就好似引入一 

个新的 UOD。目此．第一步是为谖新 uOD定义 

UOD蓖倒的音适内容。对关系范啻鼍而亩，表 刊、索 

弓l等等均变成了这个新 UOD的真实世界对象．新 

UOD的 CS(有对待为关系范倒中的元模型)匣穗了 

下面三个新亩-表有列I列有格式I一些列可用于索 

弓l之中．一旦建立了这种新 UOD和UOD蓖倒，下 

一 步就是将用户 UOD的或份映射刊在新 UOD中 

的梧应部分上。这个过程的结果如图 9中所示．而且 

箭头表示了所有可能的魄射。在范侧中，如果投有相 

应部丹的存在，可能缺省幕个映射． 
。逭惮映射的结果是相同项的多种表示，因此必 

矫使用堆一的实倒标识符．做到一十无二义性的、一 

致的实现．每个简单实倒至少指定一个系统范围内 

唯一的标识符I然后．蛤一个实例指定标识符或伺义 

词。但是，主标识符必须是全局唯一的．如果蛤实例 

指定了其它橱敞 符 ，那么它 们必须在局部使用的上 

下文中是唯一的．台成实倒可以由组成它的茼单宴 

倒标识符来标识，实现人员也可以指定一个系统范 

围内唯一的标识符．根据复杂实倒的形成方式，可以 

在存贮时指定一个系统生成的唯一标识符，也可以 

是导出的并且动态地用于特定 目的．这种方法保 

证了其要系统内部操作使用主标识符并维护一个同 

义词的分娄，部么实例就是无二义的标识． 

十一、应用 

在将一个新 UOD结台到框架中时，就在用户 

UOD和新UOD的 份之简建立了映射．在某个成 

份没有对应的部分时．这些l戍份仍旧没有表示出来， 

使得在这 范围内表示不韩充分．如果将这佯的范 

例结台到了 C51-之中，井实现了映射，那幺用户 

UOD中的许多成份将仍旧是不酉『映射的。侧如·在 

关系范倒中就不存在用户 UOD中 断育 对象的直 

接对应部分 ．ER范倒的早期敝本就不能表示用户 

uOD中 约束 对象的所有实例． 

下面考虑可使用 CSF作为基础来开发的四个 

应用 。 

1．仓库。CSF为一个仓库提供了完整的信息棱- 

它以一种唯一可标识的方式文档化了用户 UOD的 

成份及其在仓库实现不同范倒中的表示。自然，必须 

增加赣井的处理帆剖以提供必要的仓库最舟。 

2．集成。可以考虑一个集成宦用系统．既可以用 

相同或不同模型化范倒中的两十戒多个模型实现- 

也可以用相同或不同实现范倒来实现两个现存系 

统．不论在哪种情况下，步骤都是相1I=l的 

步 1；用UOD范倒描述摸叠化或实现范倒． 

步 2t建立用户 UOD的■性 成份和在第一步建 

立的摸塑化或实现范倒的UOD成份之I臣I的块头． 

步 3 导出和文档化由两个模型(或系壹E，中某 

一 个所表示的用户 UOD成份，井建立映射。 

步 l：建立在第 3步寻出的用户 UOD虎份在另 

一 个1I|蛩【或系统)中表示的邵些成份之问的映射， 

确定已经在第 3步导出的成份闻的重叠部分井蛤用 

户 UOD添加新发现的或份 ． 

扩 充的 用户 UOD现在表示 了两 个模 型(或系 

统 )的集 成，确定了公共而唯一的区域 。这种描述的 

村单性井 童睐奢集成过程报窖易宪戚，但是在完 

戚集戚的垃程中需要这些步骤． 

3，范倒统一。可以将这种应用看作是一种橐麝， 

是两个范倒的集成应用系鲢，因此这种方法可I；l使 

用步骤 1和步骤2中的操作来完戚．如果用这些范 

倒实现的系统(或摸受)不可用，鄂么步骤 2可以由 

独立比较和槐射两个UOD中的成份米代警。但是， 

如果它们是可用的，这种方法棘能根快达到统一，确 

定这些范倒的公共而唯一的部分。 

4．UOD翻译 ．一且范倒统一了，麓扼受定使用 

一 个范侧创建的摸型翻译成另一个范倒的程度，井 

通过直接将一个 UOD表示的成份映射到另一个的 

相应部分来进行翻译． 

十=、将来的扩充 

CSF确实是一个解决信息管理问题的尝试·概 

忠可能很简单．但过程却根困难，本文所讨论的 CSF 

方洼是处理信息管理问题的一个具体、一致和可扩 

充的基础．尽营道十方法的基础具有某种程旺的直 

世和经验 固京，但它很窨易映射刊更形式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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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如一种使甩谓词演算的逻辑方 法．CSF应用的一 

个实际例子是 Serm 公司的Mezzanine／FileShare产 

品中的集成仓库啪．该产品建立在用面向对象范例 

设计的用户接口之上，内部实现使用了关系范例．有 
一

十内部仓库·而相关的处理代丹使用了一些基本 

的CSF概念。这种剖新选劐了阿个范例问的完垒耐 

射变换 以及相当好 的 自动映射 和髓后的代码生成 

(以C头文件和存贮 DBMS过程的形式)以处理关 

系操怍．这种方法简化了连续变化的处理及系绽进 

化中的改进． 

酋酉开发的 UOD筢倒是 CSF的棱心，蓖倒越 

完善一CSF的潜力就越强．下面考虑范例的完蟾程 

度． 

首先．在模型化原一中．当前i可嚣是基于数据1羹 

型化和过程模型化的阿个方法之间存在差别。一般 

而育，CS方面是从数据模型化的角度说明道十环 

境，因此处理模型化方法的支持者谢 CSF对数据模 

型化很好．但对处理模型化怎样?我们落样使用这些 

概念来对符处理模型呢?回答是据供一个薪的办法． 

其中处理这一氍念抽象为一个对象，而各单个处理 

就是一个实例 有点儿类诅确定关联和约束对象．实 

际上．可以通过引入一十新的与处理有关的 UOD 

韦进一步抽象慨念并将之结音到 CSF中．UOD可 

以建立在与处理攥型化相关的 输入·处理·输出 筢 

倒基础之上。在遗种情况下t输入和输出缺射刊用户 

UOD中的对象分组上，而每十处理变成了新对象 

处理 的一个实倒，它对逮十新 UOD是唯一的。前 

面已经使用了进个概念，只是在考虑导出宴倒的形 

成时投有始以它明确的定义．一 十导出麦倒是一个 

处理的输 出．谖处理过程 在输入到该处理的实例集 

上进行操怍．这个方面如何攥型化井将之结台到 

CSF中将使实现者麓把所有面向计算的处理连接到 

CSF中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上面对论的断言(特别是对象话义分类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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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言，啻I子显示；总的断 言集占完整 CS的一十相 当 

大的部分．但是．不可能建立一个包罗各种情况的全 

集．如果能建立的话．道将形成信息系境的一个完整 

基础。但—些断言包古了对象和相关量诃(类似于语 

法中的形窖词和副词)}另一些包古了条件子旬、基 

于布尔运算符的断言的表达式等等。 

为了使 CSF基础完整 ，必须分析 所有这些 断 

育，引入适当的对象类．扩充到 UOD范倒中。但是， 

从一个实际的角度看，如果一个部分断育类型的范 

例覆盖了断言全集的一十百分比．面谈断育全集对 

开发的目的是足培的 ，部幺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宴 

现方法将是可以接受的．不能因为有一小部分断言 

不耗盛行适当的模型化和实现就 不做下去．使用这 

个标准．甚至仅是一个畸单的断育集(谈断育集可以 

使用语义对象分类·真实世界、语义及约束对象来覆 

盖J就能比传缱方法好得多． 

CSF培新信息系统的实现据供一个飞跃．同时 

对CSF的扩充(横向是增加UOD的新类型，蓦5L向是 

细化UOD范铡)可以相对直接地对系统进行扩充． 

而不需要任何大的重新实现．因此．选就成了进化， 

开放 系境的按心 ．并以一种增量方式说明新的同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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