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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信息系统的一种面向对象分析与建模方法 
A New M ethod of OOA and OOM for Developing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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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I O0T is one of the main technological sustainments in sOftwal；e industry．the 0MT will be the 

prominent mod el—constructing method in the software—developing area In this paper，the 00T’s essen 

tim characters and  its’important meaning during the period of software—developing are discussedtthe in— 

dividuaI qualities of three kinds of models and  the solid relations between each other are analyzed，the 

basic approaches of OOM  in M Is are also pointed out M oreover on this basis a modeling example built 

by this means is given in br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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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60年代以来，髓着计算机科学及其应用 的兴起 计 

算机软硬件技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 展，结 构化 

程序设计思想和语言的诞生为克服软件危机作出了划 

时代的历史性贡献 。然而随着大型 软件 和特 大型 软件 

的不断出现 ．长期困扰计算机软 件开发的两大难题 ：如 

何超越软件 自身复杂性障碍 ．如何在计算机 系统 中 自 

然地表示客现世界 日益突出起来 人们 曾试图用工 程 

化的方法解决上述问题 ．但收效甚微 究其原因在于用 

冯 ·诺依曼计算机 求解 问题 的问题 空向结构与求解 问 

题方法的方法空间结构不一致 ，进 导致 了程序设 计方 

法和计算机体系结构方面的诸多问题。面 向对象 的软 

件开发 方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 而生的 它一 改过 

去传统的 以功能分析 为基础 的结构化分 析与设计 方 

法．模拟人们理解和处理客观世界的方式来分析问题 ． 

把 系统视为 一系列对象的集 合 其面向对象的设计叉 

将分析 的结果映射到某种实现工具的结构 上 ．当实现 

工具是面 向对象时 ，这个映射过程 有着比较 直接 的对 

应关系 ．使分析者、设计者和程序员都 可使用相同的概 

念，从而使 面向对象的软件开发 比较 自然地模拟 客观 

世界的运动 ，使问题描述空间与解空 间在结构上 尽可 

能一致 这是传统 的软件开发方法所 无法 比拟 的 因 

此 r采用面 向对象方法可 更有效地开发大型软件系 

统 另一方面．随着用 户业务需求的不 断进 化和计算机 

应用的发展 ，用户将对 系统提出更广泛、更复杂的功能 

要求 用传 统方法如结构化分析与设计方法开发的系 

统将难 以满足这种未来 的要求 ．因为传统方法 开发的 

软件 以功能分析为基础 ．强调 的是区分和分解 系统功 

能．这种 方法显然是 目标的最直接 的实现方式 ，但生成 

的系统可能是无效 的，因为如果需求改变 r功能的变化 

可能导致关键数据结构的修改 ，以致使整个系统需要 

做 大的 变动甚至重新构建 比较 起来 O0 方法首 先强 

调区分来之应用域的对 象．然后 围绕对象设计程序 这 

种方法尽管看起来不太直接 r但确实能更好地支持需 

求 的进化 ．使其分析、设计 、实现的系统具有 良好的可 

扩充性 、可重用性和可维护性 。软件毕竟 是建立在应用 

域 自身 基础上的基本框架 ，而不是单个问题 的指定功 

能需求 一个完善的信息管理系统是一个规模 较大、功 

能复杂的系统 ．而且随着 用户业务和计算机 自身 的发 

展将不断对 系统提出新 的功能要求。比如许 多企 业的 

MIS将向 CMIS方 向发展 ．要求系统综台生产过 程信 

息流和物流的运动集市场研究 、生产袭策 、经营管理、 

设计制造与销售服务功能于一体等 因此 r在建立 MIS 

时采用 面向对象的分析与设计方法来建模 ．无疑是十 

分有益的 

二、面向对象的分析与建模 

面向对象的分析与建模模拟人们理解和处理现实 

世界的方式 ．把系统描述成一组交互的对象。它通过三 

种模型 对象模型、动态模 型和功能模 型来 为系统建 

模 r从三个不 同角度描述系统 t以反映系统 的需求。 

对象蠖型 ：通过描述系统 中的对象、对象 间的关 

系 、标识 类中对象的属性 和操作来组织系统 的静 态结 

构 。对 象模 型中含有对象 图，图中结点表示对 象类 ，孤 

表示类 之间的关系。 

·劝击模型 ：描述各对象的状态、可能接受 的触发 

事件及接受触发事件后可 能产生的状 态变化 ，它反映 

的是系统操作 的控制策略。动态模型中包含状态图，图 

中结点表示状态．弧表示 由事件触发的状态之 间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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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耗模型 ：描述的是系统 中所有 的计算 ，它表明 
一 个计算如何从输入值经过控制 处理得到输 出值 ，而 

不考虑计算的次序。功能模型可由多张数据流图组成， 

图中结点表示处理 ，弧表示数据流向，每张数据流 图都 

说明一个数据流如何从外部输入经过控制处理得到外 

部 输 出 。 

三个模型之 间是相互联系的 对象模型描述了动 

态模型和动态模型中的数据结构 ，对象模型中的操作 

对应于动态模型中的事件及功能模型中的功能或控制 

处理 动态模型描述 了对象的控制结构 它给 出了各对 

象的状态及当对象接受事件并改变状态时所执行的操 

作 r它还描述了功 能模型中执行操作处理的次序 功能 

模型描述了对象模型中各对象或类上的操作及各操作 

的输人流和输出流 ，它还描述 r动态模型 中未定义的 

动作及各恬动的定义。上述三种模型相辅相成 ，组成 一 

个完整系统 的正交视图 不 同应用 问题对三种模型具 

有不同侧重 且缺一不可 但 一般 来说，对象 模型最基 

本，因为在描述 系统何时或如何变化之前 ，必须先描述 

系统变化或转化的内容 ， 

在面向对象的系统设计中可 保持分析 中的系统 

分解为子系统的策略不变，在设计对象的框架时 ， 分 

析中获得 的对象模型、动态模型和功能模型为基础 ，将 

对象模型中得到 的类或对象直接引入设计 中，并将动 

态模型中的动作和活动以及功能模型中的控制处理转 

换成操作加入到类或对象中 然后对类或对象 中的操 

作进行算法设计 

三 、举例 

下面以 CMIS环境下的物流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一 

个主要于系统—— 库房管理子系统为例来说 明管理信 

息系统的面向对象分析与建模方法 

1建立对象模型 

库房管理子系统主要日物资入库、出库 、库存管理 

等业务功能构成。入库管理工作主要是对采购 的物资 

进行验收入库 ，添写收科单并记库存帐。出库管理根据 

各部 门顿料单及物资调拨单进行物资发 放．并及时记 

好库存帐 库存管理则主要是对库存物资进行盘 点、产 

生库存信息统计报表、超欠储分析表，并建立和维护库 

存帐 ．为物资计划提供依据 根据这种需求状况 ．我们 

可容易地列出这个甸题域 中的主要对象和类 ： 

蕃 ；f ； ⋯  

根据所确定的该系统的主要对象和类及其相互之 

间的关系容易画出库房管理子系统的对象模型如 图1 

所示 ，它清楚地表示了该系统所具有的 主要对象及其 

关 联 

根据各单据或报表的实际格式、用户的数据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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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给出各单据或报表对象的属性和操作 ，限于篇幅 r 

这里仅给 出有代表性 的锈料单对象和库存统计报表对 

象的属性和操作 ，如 图2所示，其它表单对象的属性和 

操作可以类似给 出。 

图1 库房管理子系统的对象模型 

2建立动态模型 

由于篇幅有限 ，下面仅给 出库房 管理子系统的系 

统主界面对象 、领料单对 象和库存统计 报表对象的动 

态模 型，其 它对象的动态模型可类似拾 出。 

属性 ： 一性 
· 顿辩单号 ： ，报衰 日辫： 
· 疆辩 日期 ： ·报衰页码 
· 顿辩部 门． ·报衰标置 ： 
· 也库毫杯 ·仓库名辣 ： 
， 村辩 名称 { ·村辩名韩 ； 
· 型号拽椿 ； ，型号规格； 
·

计量单 ·计量单位 ： 
· 计划单价 ． ·计如单价： 
· 计划总价 ： ，库存致量： 
· 计划敛 量 ·袱 ＆■： 
· 仓臂员： ·年初库 存致： 
· 镊辩^ ． ，年韧库存黩： 

悖怍服 务： ·谓出致量： 

Pr~edure Pi rstBut L0丌cl i ck ·诲出盘颤； 

(sender：TObje~t】 辟作服务： 

Procedure LastButtonC]Lck Procedure P仲 v'e PrintBu LtOn 

(sender TObjec【]： cli 扛日nder：T曲Ject】} 

Pr~ edure PrtorBu~“H 【]ck Procedure Pri n LBI|t0∞ 

c nder："fObJecI】： cllck csender：TObjec~】l 

Procedure NeltBu L~onCl Lck Pr~ edure CloseBI|t Lol1 

c nd ：T~je： ： C1lck(3ender：TOb}ect】； 
Procedure Ed LtBun0nC1 Lck 

csender：TObjeeI)： 

Procedure ^d口 utt l】c k 

csender：T。bj ecI】； 

P~ edure Dele t~on~l L ck 

cs er TDbJect】． 

P~ cedure 。uer 丌c【] 

( nder TDb ct】i 

图2 领料单对象和库存 统计报表对象的属性和操作 

图3 系统主界面对象的动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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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境主 界 面 峙 象的 动 盎模 型 系统 主 界 面 对 

象活动可能接受的触 发事件主要有 A 收料单菜 单项 

被击 ；B 收料单快捷按钮被击 ；C．颉料单菜单项 被击 ； 

D．领料单快捷按钮 被击；E 库 存统计报丧 菜单项 被 

击；F．库存统计报表 快捷按钮被击 ；G．关闭主界面菜 

单项被击 ；H．关闭主界面快捷按 钮被击 可用图 3来表 

示系统主界面对象的动态模型 ： 

(2)领料单对 象的曲惠模型 领料单对象可能接 

受的触发事件有 ： 

A 显示首记录按钮被击 ； 

B 显示前一记录按钮被击 ； 

C．显示后一记录按钮被击； 

D 显示末记录按钮被击 ； 

E 编辑当前记录 按钮被击 ； 

F．删除当前记录按钮被击 ； 

G 添加记录按钮被击； 

H 查询 数据按钮被击， 

l关闭领料单按钮被击。 

该对象的动态模型如圈4所 示 

圆 圈 圜 圈  ————1]c== — p： 一 

主界面对象活动r—] 对象活动 
—————i==一— 7_—— 

图4 领料单珂象的动态模型 

图5 库存统计报表对象的动态模型 

(3)库存统计报表对象的动态模型 库存统计报 

表对象可能接受到的触发事件有 ： 

A 库存 统计报表预览按钮被击 ； 

B．库存统计报表打印按钮被击 ； 

C 库存统计报表 关闭按钮被击。 

该对象的动志模型如图j所示 。 

5功能模型 

在库房管理 系统 中，主界面对象不接受数据流 也 

不产 生数据流 ，它仅仅是系统主要功能的一个接 口 因 

此不必描述它的功能模型．限于篇幅 ．下面仅考虑有代 

表性的进 货单和商品销售统计报表的功能模型 ，其它 

对象的功能模型可类似给 出。 

(1)颔料单对 摹的功 能模型 领料单对象以领料 

出库数据表为中心，处理的数据流有 ： 

】 服务器中的领料出库教据表 ； 

I 用户输入的领料出库教据 ； 

接受的控制流有： 

A．显示首记录接 钮指令 ；B．显示前一记录按 钮指 令； 

c 显示后一记录按钮指 令；D．显示末记录按钮指 令； 

E．编辑当前记录按 钮指令 ；F 删除当前记 录按 钮指 

令 ；G 添加记录按钮指令 ；H 查询记录按钮指令 ；J．领 

料出库记库存 帐按钮指令 ；K 关 闭领料 单按钮指 令 

该对象的功能模型如图6所示 

图6 领料单对象的功能模型 

受 圆 可匾  
图7 库存统计报表对象的功能模型 

(2)库存统计提表对摹的功 能模型 库存统计报 

表对象的活动以库存表 数据为中心 ，它处理的数据流 

为 ： 

l库存表数据 ； 

它可能按受的控制流为： 

A 预览库存统计报表按钮指令 ；B 打印库存统计报表 

按钮指夸。该对象的功能模型如圈7薪示 

结束语 分析建摸是 OMT方法学的 第一步 ．也 

是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步。它涉及到对象的三个要素 ：静 

态结构(对象模型 )，变互次序 (动态模型)及数据 变换 

(功能模型)，以建立客观世界的抽象 、明确、可理解的 

正确模型。本文给 出的建模方法是基本的 、一般的 ．具 

有普遍性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分析建模并非机械过程 ． 

并不 一定按照某种严格 的顺序来执行 ．特 别对于大型 

模 型更需反 复构造。分析 者必须和 用户反 复接触 、交 

流，以澄清二义性和错误概念 ．促进问题精确描述 的形 

成 成功的分析模型应该说明系统必须干什么 ．而不是 

如何做 应该避免实现中的细节考虑．分析建模 的目的 

是帮助人们理解 同题 的实质．从全局上把 握系统的全 

貌及相关部件之间的联系，以为系统实现作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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