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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introduces a second—generation object oriented deve[opment method一一Fusion 

Object—oriented．Development method+Ana[ysis，Design 

继第一代OO开发方接[1-x03之后，g4年出现了头 

一 个第二代 OO开发方芒-- Fusion方法In]。同以 

往的许多开发方挂一样，Fusion方法也把开发过程 

捌舟为分析、设计和实现三个阶段，但它的基本思路 

与焱不同。本文介绍其分析与设计部分，特色尽在其 

中。我们假定读者熟悉面向对象技术中的基本概念 

和术语 ． 

一

、分析 

Fusion的分析阶段产生两类模型；①对象模型， 

被用来捕捉问题域中存在的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荚 

系，以确定系绕中信息的静态结构。@界面模型，用 

于表达系统的行为． 

1．1 对象模型 

对象模型表达为应用域中类(class)的联系图， 

联系的方式有三种：关系、聚集和一般与特殊。类的 

图形表示为 ： 

厂 

I．．．．．．．．．．．．．．．．．．．．．．__J 

其中类名标识符以大写字母开头． 

1．1．1 关系 是对象的元组．二元组是二元关 

系．多元组是多元关系。关系应有关系名，以小写字 

母开头。关系以菱形最示，如图1。关系也可以有属性 

(如果必要)。 

为了限定关系中各方对象的散量，Fusion采用 

四 种形式的基数(cardinality)表示：数 (如6)，范围 

(如1．．4)，星号 *(表O或多)和加号+(表示1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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囤1 关系的图形表示 

Course 

在涉及关系的类中，如果每个对象都必须参予 

谈关系．可用弧上的全体符号-来指明。倒如图中的 

-表明每门谭程均需有人数。 

有时．对象模型中有些特j糸的特性不能用基数 

等有限地符号表达．可能需要进行一定的文字注释， 

若用谓词的形式写成不变式，周 较为简洁。 

在某些情况下，同一娄中的对泉会具有某种关 

系．例如Person类中的家长关系一也可以同样用关 

系图表示，但在关系两边应该洼以大写字母开头的 

角色名。如图2所示： 

图2 同类中对象的关系 

三元或多元关系也类似表示，不赘述。 

1．1．2 聚奠 是一种构造机制，用以由成分类 

构造聚集类．聚集的圉形表示如圈3。成舟类的框嵌 

套在聚集类的框内，成分类的基数写在成分框的外 

边，其缺省值为1。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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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集 类 

n

罔也罔⋯血圈 
图3 聚集的图形表示 

1．1 3 一般与特殊 一般化允许从n个子类 

(subtype)抽取公共特性而形成超类(supertype)；特 

化则相反，由超类确定更特另̈的版本而形成新子类。 

超类的属性和关 系被其所有子类继承 每个子 

类可以有另外的属性 ，及参预另外的关系。一般化的 

重要特性是，子类的所有对象都属于超类。一般化的 

记号是联系超类和子类的空三角，如图4。 

曰 
l 

厂一 —] 

日 目 
这里有一种特殊情况：子类分割超类，亦即善于 

类无公共对象，且所有子类对象的并就是超类的对 

象集。为表达这种特殊情况，只{l亭将空三角改为实三 

角。 

Fusion规定，子类只能扩 展而不能改动超类的 

特性 ，因而子类的对 泉才总是超类的对泉 。许 多 

OOPL都不符合这一要求，可见．一般与特珠对应于 

OOPL中继承的受限使用。 

把应用域中的所有对象类按以上三种联系方式 

连接起来就形成对象模型 如果对象摸型的图形表 

示大而乱，允许适 当地破分为若干子图．或者省略嵌 

套中的某些内容，而对泉模型恰是所有子图的并。 

1．1_4 系统对象模型 对象筷型中的类和关 

系同时指明了属于系统环境和 系统本身的概念。系 

统对象筷型则是由对象模型排除属于环境的所有类 

和关系而案下的子集。这种边界圈定必须保持系统 

对象模型仍是个完好模型，即满足：若某个关系属系 

统对象模型，则涉及该关系的类也必须属于 系统对 

象模型。 

1 2 界面模型 

界面模型描述系统的行为。无论是人还是 另̈的 

硬软件系绕．所有能与系统通讯的括动实体都被称 

为 agent。系统的环境就是与莱绕通讯的 agent集 

系统与其环境通讯的原子单位是事件(event)。 

输人事件由agent发送给系统}输出事件由系绕发送 

给agent。这种通讯是异步的，发送方不等待事件被 

接受。发送方可能随事件提供数据值和对象。 

当系统接受事件时，会引发 系统状况的改变和 

发送格出事件，其效果由随之提供 的值和系统 当时 

的状况决定。一个输入事件连同其效果被称为一个 

系统操作。 

系统的界面是它能接受的系统操作的集合和它 

能输出的事件的集合。 

一 般地说，一个系统不能以任意的模式同环境 

交互，可允许的通讯序列称为系绕的生帝周期。 

为了捕获系统行为的不同方面，界面模型分两 

种 ：操作模型和生命周期模型。 

l-2．1 操作模型 以系统状况的改变和发送 

的输 出事件来说明系统操作的行为。一个系统操作 

可能会：创建新的类实例；改变现存对象的属性值} 

给某关系加入或删去某个对泉元组}发送事件给某 

agent- 

操作模 型由一系列模式来表达。每个系统操作 

至少有一个模式。模式用结构化的文字表示 

Operation： 名字 

D自 0n r 文字 

R肺d3： 项表 

Changes： 项表 

send：： agent与事件表 

AssllEncs： 条件 

ResultI 条件 

操作名是自由格式的标识符}文字是系统操作 

非形式的简要描述 ；Reads的项表列出操作可能访问 

但不改变的所有量。标识符前若加关键字 Supplied， 

则为参数 ；Changes的项表列出该操作可能改变的 

量。标识符莳若有关键字 New，表明新创造一个对 

象；Sends子句分组列出谈操作可能发送的输出事件 

和接受 agent；Assumes子句的条件是用 and连接的 

逻辑谓词，表示操作时必须为真的前置条件，缺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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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trueiResult子旬中的条件是确定后置条件的谓 

词，操作完成时必须为真。可见-操作模式是对操作 

的黑盒描述 

1．2 2 生命周期模型 生命周期表达式用于 

确定系统在其生命期内可能参预交互的允许序列， 

亦即确定通讯模式。若某一时刻遇到了不允许的输 

人事件，系统将拒绝该事件，保持状况不改变。生命 

周期表达式的语法和语义为： 

·原子式 输人或输出事件的名字，输出事件前 

辍以 # 

·运算符 若 x和Y是生命周期表达式 ，则 x·Y． 

表 x后紧接 y}xfY，表 x或 Y之一出现 ；x*，表 x的 

零次或多次出现；x十，表 x的一敬或多次出现；[x]， 

表 x是可选的 ~xffy，离指任意夹杂 X和 Y的元素。这 

些也是生命周期表达式 。 

-替换 可以用名字来替换表达式：Name 生 

命周期表达式 ．Name可用于其他表达式，但替换不 

能是递归的 

·运算 符优先性 按递减的次序，优先性 是： 

[ ]，*，十⋯ f， 可以用园括号改变运算符 优先 

性。生命周期被实现为有穷自动机。 

1．2．3 两个模型的互补 系统的行为由生命 

周期模型和操作模型共同描述 。操作模型描述单个 

操作的有关数据和效果-生命周期模型则决定操作 

的合法次序。 

生命周期决定事件的可接受性，而前置条件则 

决定系统操作的效果。伪如，没有在银行开户，就不 

能存取款．这由生命周期描述}取款时透支刚属前置 

条件不端足。 

～ 般来说，一个操作只有在生命周期允许且前 

置条件为真时才能正常执行，参阅下表。 

false 

茔受 行使操作 不确定 

拒绝 不理 不理 

1 3 数据宇典 

在 Fusion的各开发阶段都需要构造或使用数 

据字典坨 是定义术语和概念的中心资源库。在交叉 

检查模型的完备性和一致性时，数据字典起着棱心 

作用。当热，它还能帮助非开发者理解系统。数据字 

典取以下格式 ； 

·8O· 

名 字 种 类 描 述 

类，系 统 操 作，a— 定义或解释设条 目 
条目名耘 

gem。事件等 的文字 

构造数据字典应遵从命名易理解、避免别名、不 

应重复模型内已含信息。 

1 4 分析步骤 

系统分析的起点是系统用户用文字写出的非正 

式需求文件。分析者据此展开调查和舟析工作。舟析 

工作的步骤如下： 

1)为应用域开发对象模型。 

2)决定 系统边界。①识别 agent，系统操作和事 

件a向对象模型加人边界而产生系统对象模型 。 

3)开发界面模型。①开发生命周期模型。@开发 

操作模型。 

1．4．1 对象模型的开发 开发工作 围绕识别 

对象类及其关系进行。候选类的所有可能来源是问 

题域中的物理对象、人或组织、抽象概念 。识别对象 

类当然还包括确定属性。 

关系是一种语义关联。其可能来源包括通讯、物 

理相关、包含和动作。识别关系时，应同时考虑到有 

关类的基数和可能的不变式。然后，聚集、一般与特 

殊的结构关联也必须注意识别。 

把这些识别的结果用约定的记号以图形的形式 

表达出来，就得到对象模型。子图的划分依赣于分析 

员的经验。所有的类和关系都应写进数据字典。 

1 4 2 系统界面的确定 确定系统边界在于 

确定 agent、系统操作和事件。关注同题域行事习惯 

的脚本(scenario)是一种有效方接。脚本是为某种目 

的，在 agent和系绕之间流动的事件序列。脚本被表 

示成时序图，以表明系统操作和流向 agent的事件的 

时间顺序 时序图的形成与 OMT中的相同。 

为系统要执行的所有任务都写出了脚本并画出 

时序图之后，agent和事件都显得十分清楚。由此，输 

人事件、输出事件和系统操作也容易确定。这时，系 

统的边界也就自然地显现出来。记住．系统对象模型 

由对象模型提炼出来。它本身也是个完好的对象模 

型。 

1．4．3 界面模型的开发 生命周期和操作模 

型的开发顾序虽不必固定，但以先开发生命周期模 

型为好。 

1)生命周期模型 

生命周期模型通过开发生命周期表达式而形 

成。一个生命周期表达式能确定一组脚本，不象时序 

图只能表明单个脚本 。形成步骤是t①综合各脚本，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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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卜 

i 

{ 

以形成命名的生命周期表达式。②联合各生命周期 

表达式．以形成生命周期模型。 

根据语法，单独的输^或输出事件本身就是个 

生命周期表达式。把单个脚本用表达式来表达也不 

困难 ，关键在于综合．使得最后的总表达式(即生命 

周期模型)既能概括所有脚本，叉没有多余的东西。 

这有赣于分析者的经验。 

2)操作模型 

操作模型确定每个系统操作的语义 。每个操作 

模式中的 Assumes和 Res u1ts子句应确实表明系统 

客户对该操作的需求。分析者还应保证最后产生的 

操作模式是可满足的．即对满足 As sumes子句的所 

有初始值，操作的最后值均满足 Results子句。操作 

模式的开发步骤是： 

A．开发As sumes和 Resuhs子句 

·以 Re目uhs的子句分开描述结果的每个方面 

·用生命周期模型去寻找 Re8ults中的输 出事 

件 。 

·Resuhs不允许不想要的值，需检查。 

·给 As sumes和 Results加进贴切的不变式。 

‘

保证 As sume s和 Results是可满足的． 

·将系统操作和事件列^数据字典。 

B．从 Resul忸和 As sumes抽取 sends．Reads和 

Changes。 

1．5 分析模型的检查 

检查分析模型有两个方面：完备性和一致性。模 

型是完备的．如果它捕捉了问题中垒部有意义的抽 

象。模型集是一致的，如果这些模型明里暗里彼此均 

不矛盾． 

1)以需求为背景的完备．仔细重读需求文档．同 

客户议决突出的论点，盛清客户对系绕要求的东西， 

然后检查。 

·是否所有可能的脚本部被生命周期模型复盖 

了 。 

·是否所有系统操作都用操作模式确定了。 

·是否所有静态信息都赦系统对象模型捕获了． 

·

数据字典中的任何其他信息(如技术定义和不 

变式)。 

2)简单一致性。这些检查涉及各分析模型间的 

相选部分。 

·操作模型中提到的所有类、关系和属性是否都 

出现在系统对象模型中。所有其他概惫(如谓词)都 

必须在数据字典或其他引用源中定义． 

嘈；统对象模型的边界同生命周期模型给出的 

系统界面一致。 

·生命周期模型中的所有系统操作是否都有操 

作模式。 

·所有模型中的标识符在数据字典中是否都有 

相应条目。 

兰命周期横 型 

事件 

系统摊作 

禹 迪募 

曼墅! 堡 二 

／ 茅，粪 

属性 ，不壹或 

捶作模 型 
～

- - 一  

图5 检查模型示意 

3)语义一致性。这些硷查试图保证各模型的含 

义一致。 

·生命周期模型与操 作模型中的输出事件必须 

一 致。 

·操作模型必须维持系统对象模型的不变式。 

·用操作模式人工检查脚本。 

选择脚本的用侧，井确定应当出现的每次状况 

改变。然后。执行”脚本，用操作模式去确定每个系统 

操作的行为 ，检查结果是所期望的 

二 、设计 

分析阶段的系统对象模型抽象地描述了系统中 

的类和类间拥有的关系．设计阶段的相应输 出是台 

有同样信息井维持同样关系的面向对象软件结构。 

出自分析员的操作模型确定用户预期的系统功能。 

设计的相应输出是实现操作模型的交互对象组合。 

Fusion方法要求在设计阶段开发四个模型 t 

·对象交互圈 描述系统运行时对象如何交互， 

以支持操作模型所定义的功能。 

·

可视圈 描述对象的通讯路径。 

· 类描述 提供系统中所有类的接口、数据属 

性、对象引用属性和方法的定义。 

·继承圈 描述娄／子类的继承结构。 

此外，继续使用和／或完善数据字典。 

2．1 对象交互圈 

每个系统操作对应一张对象交互图。它把该系 

统操作的功能分配给一组台作的对象而实现该操 

作。这时，会确定分析阶段 未曾定义的对象方接 接 

口 。 

2 1 1 记号 对象交互图是一组用矢线连接 

的框。框表示设计对象．其中有对象名及所属类名 。 

矢线表示消息传递．每图有一个框是控翩元，有一不 

始自任何别的框的矢线指向它I此矢线用该对象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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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图要实现的系统操作的名字作标记。图中其他框 

部是合作元 。其余的矢线均有起始框。这些矢线用消 

息名作标记 ，可以附以适当的参数。矢线的连接使得 

任何框都能从控制元循一条矢线路径到达。 

设计对象间的消息序列决定图中各设计对象的 

联台功能行为，从而确定系统操作的高层功能的实 

现。 

每个对象交互图在数据字典中均有相关的文字 

说明 。 

设计对象是分析期间所识别的对象的延伸，应 

有一个方法接口．各对象通过消息进行通讯，以援引 

这些方珐来执行任务。设计对象对应于高层设计部 

分，它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分解，用～组对象来实现。 

在对象交互图中，单个对象以实线框表示．而一 

组同类对象则用虚线框表示。 

消息传递是有向的点刊点通讯 ．以方j击的调用 

来实现。矢线的起始点是消息的发送方，到达点是消 

息的接收方．有时也把发送方称为客户，把接收方称 

为供方。矢线的存在表明发送方可能发送消息．而不 

是一定发送消息。接收方得到消息之后．便引用其接 

口中对应的方j击。 

对一组同类对象发送消息．意味着对其中每个 

对象发送同样消息。这时，还可以在消息名之下加一 

个选择谓词，表明该消息只发送给其中使此谓词为 

真的对象．其缺省值为 仃ue． 

卤一 
l Change—m e 日  (newval；Mode)J 圆圈 

图6 对象交互图 

若某对象前冠以关键字 New．表明该对象在执 

行中生成。就是说，首先必须有特定消息 Creat发送 

给新对象，并附以适当的初始化参数。否则，该对象 

处于不确定状态，不能接受其它消息。 

2·1．2 对象交互圈的开发 设计期间，须为每 

十系统操作建立一十对象交互图．这涉及四十主要 

步骤： 

1)识别操作中劳及的相关对象 

2)确定每个对象的作用。④识别控制元，即对该 

系统操作负责的对象。@识别所涉及的台作元。 

3)决定对象间传递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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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对象交互图中记录已识别的对象如何交 

互 。 

设计对象交互图的主要依据是分析产生的操作 

模型的模式 ，那里既指明了读和访闻的对象，也有功 

能的简单描述。 

有时控制元并非明显是某个对象．可能有多种 

选择。这时．以不同的对象作控制元，就舍得到很不 

同的对象交互图．设计者必须权衡，作恰当的决定 。 

设计是个反复进行和逐级分解的过程。所得的 

对象交互图就提供了算j击结构的直观表示，而方j击 

也可能需要逐级分解。 

对设计的结果必须进行两种基本检查t①与系 

统说明的一致性。检查系统对象模型中的每个类是 

否在至少一个对象交互图中出现过。③功能效果的 

核实。检查每个 Results子句是否部满足了。 

2．2 可视图 

为使客户能发送消息给供方 ，供方对客户来说 

必须是可访问的(即所谓可视的)．可视图的 目的就 

是确定系统中类的引用结构。这个任务是为每个类 

验明；①类实例需要引用的对象。③对弓f用对象的适 

当引用种类 。 

圈 

图7 可视图示意 

2-2．1 记号 可视图的成分是客户框、供方 

框、和从客户框连到供方框的可视性矢线。客户框表 

示须作访问引用的类．其矩形框内台谀类的名字．供 

方框表示被访问的对象，其矩形框内台该对象及其 

类的名字。客户框有四种框边t单边、双边、虚边、实 

边。可视矢线则有两种．实矢线和虚矢线，分别代表 

不同的语义 。 

2．2．2 可视关系 在考虑类的引用结构时，必 

须作出某些设计决定t 
·

导f用期 对单十对象的动态引用(虚矢线)和 

对一组对象的持续引用(实矢线) 

·供方可视性 排他引用(双框)与共享(单框) 

，供方受同性 若供方生命期囿于客户，在可视 

图上把供方框蜘在客户框内。 

·引用的可变性 在供方名前冠以关键字 C0Ⅱ_ 

start或 VarlabIe．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L 

} 

2 2．3 可视图的开发 可视图由对象交互图 

按以下方式开发 ： 

1)检查全部对象交互图。对于从一个对象到另 

一 个对象的每条矢线，发送方的类要求能引用其接 

收对象的可视性 。 

2)对于每个类 c，考虑出自c的实例的所有矢 

线。以C为客户框，用可视矢线连向供方框。 

3)为每条可视矢线确定适当的可视性信息：① 

引用生命期；②供方可视性 ；③供方受囿性 f④弓}用 

可变性。 

此外 ，对象交互图矢线上的袁dip方法名)必要 

时可能被拷贝到可视图上。 

2．2．4 检查 可视图完成后．有三个重要的检 

查： 

1)与分析模型的一致性。对于系统对象模型中 

的每个关系，我们期望在对应的设计类之间有一条 

可视路径。 

2)相互一致性。检查排他的供方对象不被多于 
一 个客户引用。 

3)完备性。看看对象交互图中确定的所有消息 

传递是否都在可视性图中实现了。 

2．3 娄描述 

类描述中的信息先从系统对象模型、对象交互 

图和可视图中整理。每个类有一个类描述。这时，每 

个类的方珐、某些数据属性、以及对象值属性均被确 

定。当继承图产生之后，再在类描述中加进反映继承 

结构的信息。 

2．3．1 记号 类描述由以下信息组成 ：类名、 

直接超类、类的属性以及该类提供的方法 。描述记号 

是： 

c <类名>[is8<超类名表>] 

∥对每个属性 

[att hL_te][变动性]<属性名>：[<共享性>] 

[<受阿性>]<类型> 

∥对每个方法 

[method]<方法名><参数表>[：<类型>] 

endclass 

类描述以关键字 class开头，以关键字 enddass 

结尾。Class之后紧随类名。如果有直接超类，便列在 

关键字isa之后。 

每个属性以可选关键字 attribute目}进。属性名 

与其类型之间以冒号舟隔。对象属性的可视信息用 

适当的关键字表明。 

<变动性>：：~constant＼variable 

<共享性>：：=shaved~exclusive 

<受囿性>：：=bound＼unboul1d 

三者的缺省值分别是 Variable、Shared、unbound。 

每个方法以可选关键字 method引进。方法名和 

参数袁的列出如同一般程序语言中的过程和函数。 

如果有回送值，则在最后加冒号及其类型。 

2．3 2 类描述的开发 类描述是编码的依据， 

指明类的内部状况和外部接口．必须为每个类逐个 

建立类描述。 

1)方法得 自对象交互图，该类的对象参预其中 

的所有对象交互图要一井考虑。对该类对象发送的 

消息被整理在一起，形成该类的接口，对象交互图上 

所标出的消息提供方法名和所需参数的类型。方法 

的其他参数从可视图得来。 

2)数据属性的来源是系统对象模型和数据字 

典。系统对象模型确定类及其属性，数据字典中的方 

法描述也可能产生属性。 

3)对象属性从该类的可视图抽取。所有的持续 

引用都用对象属性来实现，而类描述指明可视引 

用设 计成 哪一 种，即 constant／variable，bound／un— 

boul1d，sharedl／exclusive。 

4)类描述的最后方面是继承信息，继承馓赣在 

继承图之后记述。对于每个类 从继承图整理它的直 

接超类是容易的。 

2．3 3 类描述的检查 尽管 类描述的信息内 

部都是从别处抄来的，也仍要作下述检查。 

1)数据属性。检查系绕对象模 型中的所有数据 

属性是否都已记述了。 

2)对象属性。检查所有可视引用是否替已记述 

了。 

3)方法和参数。检查对象交互图中的所有方法 

是否都已记述了。 

4)继承。检查是否所有被继承的超类替已被记 

述了 。 

2．4 继承图 

分析期间的一般与特殊是应用域 中的语义关 

系．是域模型的特性，是描述性的。一般和特殊可直 

接用继承来实现。设计期间的继承是系统的特性，是 

指定的。 

2．4．1 记号 对继承所用的记号同对一般与 

特殊所用的对象模型记号一样．不再重复。 

2 4，2 继承囝的开发 凡为把类结构组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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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层次而B『进新类时，就要给它建立继承图。这一 

步的输入是系统对象模型，对象交互图、可视图和类 

描述 。 

1)系统对象模型——一般与特殊。系统对象模 

型的一般与特殊为构造继承结构提供了明显的出发 

点．特殊的分析类是 于类．而一般的分析类是超类。 

也可能为效率或代码重用的原因而引进继承结构 ， 

但缅小心做到，新引进的继承不干预初始子类型语 

义结构。 

2)对象交互 图和类描述——公共功能。每个对 

象交互图确定一个操作的功能 ，井推动实现时所涉 

及对象的外部接口的确定。这些类接口说明记载在 

每个类的类描述 中，交叉检查每个类描述就能发现 

公共功能 ，这些功能可以提取来建立新抽泉类。 

3)可视图——公共结构。以其他可视图为背景 

交叉检查每十可视图以提取公共结构。如果两个类 

有共同的引用结构 ，就有可能确定一个定义读共同 

B『用的抽象类． 

最后，培定～个稳定的继承图结构后，设计者应 

当更改类描述，以反映这些新抽象类和继承结构。 

2．4．3 继承圉的检查 继承图必须用下列模 

型来检查 

1)系统对象图。通过检查，确保分析时的一般与 

特殊关系都用继承机制维持下来了。 

2)对象交互图。检查对象交互图中的所有类都 

在继承图中表示了．(这要求很高) 

3)可视图．检查可视围中类的共同结构是否都 

确定了抽泉类． 

4-类描述．检查新的类描述是否捕捉劐了韧始 

类描述的所有公共方法，以及是否考虑到继承图． 

三、简评 

与第一代 OO开发方法相比，Fusion确实进了 

一 大步。初步比较一下，就很容 易发现它的一些优 

点： 

1·更纯的面向对象。在 Fusion中，不容 易察觉 

传统方法的影子． 

2-对系统行为的描述有说服力。系统行为的描 

述一直是第一代 OO开发方法的弱项．而Fus n以 

操作模型和生命周期来描述 ，显得自然而实际． 

3-平滑过建．舟折、设计，实现三大阶段的过渡 

· 84· 

比较平滑 ，每个阶段内的步骤连贯性和一致性都比 

较好。 

坦是 ，Fusion也有不大令人满意之处： 

1．只重视问题域．作为软件系绕的设计·有一些 

因系统本身的需要而产生的问题 ，如人机界面，用户 

管理⋯⋯等，是不应忽视的． 

2．不尽合理．例如．系统的生命期似乎是某类对 

象的生命新 I是否所有类都必须在继承图中出现，值 

得商榷 ；为定系统边界而使用脚本，但脚本本身是 a- 

gent与系统之间的事件序列，有些矛盾． 

3．未涉及系统的层次结构。开发大系统时，子系 

统和模块的划分是不可少的 Fusion中见不到这些， 

本来可视图是与模块划分有关的．但不见作者有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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