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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类之间的依赖关系确定类的规模 

胡顺仁 。 

(重庆工学院网络中心 重庆400050) 

欧 阳 

(重庆大学光电工程学院 重庆400044)。 

摘 要 类之间的依赖关系，对于面向对象系统分析、设计和测试郝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对类之间的依赖关系进 

行 了定义和说明 ，并细分其 为数据依赖 和方法依赖 ，在此基础 上，对类之 间的依赖 关系进行 了度量 ，提 出依赖 度和被依 

赖度 两种度 量方法 ，并 以此确 定类地规模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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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irming Class Size Based on Dependency Relations among Cl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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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pendency relations among classes are important for object—oriented analysis，design and test·In this 

paper，the definition of class dependency is first introduced，and fractionated it into data dependency and method 

dependency，then，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tWO methods：depending metrics and depended metrics． Finally，tWO 

methods are introduced tO affirm class size based on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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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向对象系统分析和设计(OOAS,D)过程中，类设计 

是一个重要而不可或缺的环节，有些类可以进一步细分，而有 

些类又可以合并再一起。确定类的规模大小没有一个严格的 

标准 ，实际设计过程中往往根据设计者本人的水平和经验来 

确定，人为因素造成类设计的质量良莠不齐，也影响面向对象 

设计的整个过程。 

类之间的依赖关系是类之间联系中最重要、最普遍的一 

种联系，这种关系广泛的存在面向对象系统中。对类之间的依 

赖关系进行严格的语义定义和度量，并 以此来确定类的规模 

大小 ～“。 

1 类之间的依赖关系的定义和度量 

1．1 依赖关系的定义 

在面向对象系统OOS中，s为 OOS中的所有类的集合 ， 

记为 ： 

S一{C。，C2，⋯ ，C }， 

其中，n为集合 S中类的个数。我们定义类之间的依赖关系如 

下 ： 

定义1 依赖关系 D为定义在集合 S上的二元关系，设 

存在两个任意的类 C．和 C，，且 G∈S，C ∈S，如果类 G被修 

改、删除或移动后，则类 C 也会出现相应的变化，称 C 依赖 

于类 C．，记为：D一{(C，，C．>I C，∈S，C，∈S}。 

上述定义基本上描述了依赖关系的特点，但是这种描述 

是粗略和不完善的，没有能揭示出类具体是如何被修改、删除 

或移动的 ，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重新定义依赖关系。 

由于每个类都有两个基本特征：属性和操作，可以将类看 

作为属性集合和操作集合的集合，类 C 和 C，记为：C．={A．， 

M．}，C 一{A，，M，}。其中，A．一{al1．a∥”⋯a)，Mi一{ml1．m．2 

⋯
，m． }。 

A．为类 C．中所有属性的集合 ，M．为类 C．中所有操作的 

集合。S，u为类C 属性和操作的数目。 

A 一{an，a ⋯ ，a }，Mj一{mjl，m ⋯ ，m } 

A，为类C 中所有属性的集合，M 为类 C，中所有操作的 

集合。t，v为类 C，属性和方法的数 目。 

那么，类C．和C，之间所有的各种关系都是((A UM，)X 

(A，UM，))U((A，UM，)X(A．UM ))的子集(X为笛卡儿乘 

积)，本文研究的类之间的依赖关系D也是其中的一个子集， 

定义如下： 

定义2 设类 C。和 C 之间的依赖关系 D为定义在集合 

(A．UM。)，(A UM，)上的二元关系，记为： 

D一{(x，Y>l(x∈(A。UM．)A y∈(A U M ))V(x∈(A 

UM，)A y∈(A．UM。))} 

其中，序偶(x，Y>表示元素 x依赖于元素 Y，即元素 Y的 

变化会引起元素x的变化。 

1．2 依赖关系的两种基本细分类型 

如前所述，类具有属性和操作这两个基本的特征，类之间 

的依赖关系也是这两个基本性质外部表现。类之间依赖性的 

产生，正是类的属性和操作之间的相互依赖所表现。我们将为 

属性所引起的依赖称为数据依赖，记为 RDD；另一个为操作所 

引起的依赖称为方法依赖，记为 Ruo。这两种依赖类型实际上 

是类之间依赖关系的细分，其定义和描述如下 ： 

1．Z．1 数据依赖[ ] 

定义5 设存在两个属性 a．。和 a ，且 a．。∈A．，a ∈A，，若 

在类 C 中存在属性 a 对类 C．的属性 a， 的引用或类 C．中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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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a， 通过参数形式传递给类 C 的属性值 a 的情况，则称属 

性 a 数据依赖于数据 a 记为a RDD a⋯ 

定义4 设存在一个属性 a a． EA．，一个操作 m ∈M，， 

若在类c 中存在操作 1TI 对类 c．中的属性 a． 调用的情况，则 

称操作 m 数据依赖于属性 a⋯记为 mj~ RDD al 。 

综上定义3，4 n-I得 ： 

定义5 设存在属性 a a． EA，，若类 c．中的属性 a rc的修 

改、删除、移动会引起类 C 中属性和操作的相应变化，则称类 

c 数据依赖于类 C。，记为Cj Roo c．。 

1．2．2 方法依赖 面向对象系统中存在各种各样的操 

作 ，由于类的继承性、多态性、动态联编、消息调用等因素，使 

得方法依赖变得要比数据依赖复杂。所以，研究方法依赖只能 

局限在静态上描述。 

定义6 设两操作 m⋯m 且 m， EM，，m EM ，如果存 

在操作 m 调用操作 m． 或操作 m， 接受操作 m． 的消息激励 

的情况，则称m 方法依赖于 l'la． 记为 In．， RMDm⋯ 

定义7 设两操作 m⋯m 且 m EM，，m EM ，若类 c 

是类 c 的子类，并且存在操作 m， 为类 c，中的虚拟函数，而 

操作 m 。为操作 m 的同名函数，则称 m，。方法依赖于 m ，记 

为 m． RMDm 

综上定义6，7 n-I得： 

定义8 设两操作 m⋯m 且m EM，，m EM ，若类 C 

中操作 m 的修改、删除、移动会引起类 C 中操作的相应变 

化，则称操作 C 方法依赖于操作 C ，记为 C RMDc。。 

如图1所示的两个 C“ 类说 明了上述两种依赖类型。带 

实心箭头的实线表示依赖关系，箭头指向为依赖方向。 

Class A 

{public： 
m t I； 

void oal()； 

C：lass B 

{public 

A B 

data dependency 

1 J 

0a】r、 method dependency 
ob1r、 

图1 C“ 程序和它的数据依赖，方法依赖图 

2 依赖关系度量 

度量类之间的依赖关系之前，本文首先给出依赖度和被 

依赖度【 的定义： 

定义9 面向对象系统中，依赖度为一个类对另一个类依 

赖的程度 ，被依赖度为一个类被另一个类依赖的程度。 

定义10 类 C。对类 C，的相对依赖度 rdc为类C．指向类 

C 的数据依赖和方法依赖关系数 目与类 C。和C 之间总关系 

数 目的比值 。 

定义11 类 C 对类 C，的相对被依赖度rbc
．

为类C，指向 

类c．的数据依赖和方法依赖关系数目与类 c．和c 之间总关 

系数目的比值。 

根据上述定义，我们可得到如下性质： 

定理1 类 C．对类 C 的相对依赖度 rdc,，记为： 

rdc= DI((A．U )×(A，UMj)) 

I(A．U )×(A，UMj)I 

其有效取值范围为：0~<rdc．≤1 

定理2 类C．对类 C 的相对被依赖度 rbc，记为 

rbc= DI((A，U )×(A．U )) 

I(A U )×(A，UMi)I 

根据上述两个定义，很显然我们得到如下结论： 

定理5 rdc，一rbc。，rbc，=rdc， 

其有效取值范围为：0~<rbc．≤1 

性能分析：当相对依赖度 rdc．一0时，表示类 c．不依赖于 

类 c ，这种关系为零关系，即类 c，零依赖类 Cj；当rdq+ rbci 

=1时，表示类 c，的所有属性、方法和类 c 的所有属性、方法 

都存在依赖关系，这时的关系为满依赖；当 rdc，一0且 rbq一0 

时，表明类 c．和类 c，之间不存在依赖关系，这时关系为独立 

关系． 

相对度量应该说是比较科学、客观地反映了两个类之间 

相互依赖的程度，它不仅考虑依赖关系的数 目，而且还用笛卡 

儿乘积来度量两个类之间的总关系，包含了两个类之间关系 

的规模大小。 

5 依赖性度量的细分 

在前面依赖性分类中，类之间的依赖关系被细分为数据 

依赖和方法依赖。这两种类型的依赖可以单独存在 ，也可以同 

时存在两个类或同一个类之间。两个类或同一个类之间也可 

以存在一个或多个数据依赖、方法依赖。我们在前述基础上， 

可以对两个类之间的依赖关系度量进行细分 ，有利于在OOD 

中更全面、详细的把握类之间的依赖特性。 

定义12(数据依赖度) 描述一个类 c 对另一个类 C，数 

据依赖的程度 ，即类 C。指向类 C，的数据依赖关系数目与类 

C。和 C，之间总关系数目的比值，记为 ddc．，则 

， ， IDI(A ×(A U ))I 
“ “ 

t

—

I(A。U )×(A，U )I 

其有效取值范围为；0~ddc．≤1 

定义15(方法依赖度) 描述一个类 C。对另一个类 C，方 

法依赖的程度，即类 C。指向类 C 的方法依赖关系数 目与类 

C 和 C，之间总关系数目的比值记为 mdc，则, 

， lDI(M。×(A，UM，))I 
m dc

t一 网  
其有效取值范围为：0~<mdc．≤1 

数据依赖度、方法依赖度是对类之间的依赖程度的进一 

步细化描述，它比依赖度、被依赖度对类依赖程度的描述更具 

体。很显然，我们从其定义上可以得到如下性质： 

定理4 ddc+ = ． 性能分析：数,据m

依

d

赖

c

度

dc

ddc=O时，表示类 C 的属性不依 

赖类 C，的属性和方法；同样，方法依赖度 mdc．一0，表示类 C． 

的方法不依赖类 C 的属性和方法；当ddc．：oR mdc．=O时， 

得 d。=0，这时的关系为零关系；当 ddc =1时，得 一,-~-indci 

1，这时的关系为满关系。 

4 确定类的规模大小 

在面向对象软件开发过程(如 UML支持的 Rational公 

司的统一软件开发过程)中，设计者在需求分析模型的基础上 

从用况实例中抽象生成出最初的类，这些类只是具有一定的 

逻辑意义，但是对类的规模大小基本没考虑。这种情况对于较 

小的问题领域空间影响不大，但是 UML应用的领域空间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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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通知 VFM．VoIP服务必须交换进来，以提供服务。 

服务提供接口支持在服务提供商和 VFM 之间进行数据 

交换和数据请求。 

网关接 口支持在 VFM 和 Admin Bundle之间进行数据 

交换和数据请求。 

结束语 利用 OSGI的应用动态装载能力，虚拟 OSGI 

框架不仅能够动态按需装载应用程序，而且解决了嵌入式设 

备上内存对 OSGI框架的限制，还初步解决了普适计算模式 

中的应用框架问题。本文提出了虚拟 OSGI框架模型，但是没 

有将它具体实现．只是给出了虚拟 OSGI框架结构模型 在 

OSGI标准下，实现虚拟 OSGI框架，构建普适计算应用的平 

台．将是作者下一步迫切需要进行研究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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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的数目过多会影响设计的成本和延长软件开发周期。下 

面介绍通过类的分解和合并来确定类的合适的规模大小。 

4．1 分解 

所谓的分解就是将规模较大、类 自我的依赖度低的类逻 

辑分解成若干个子类，分解后的每个子类都应该具有一定的 

逻辑意义，并且每个子类内部依赖度较高，子类间的依赖度较 

低。具体分解算法如下 ： 

1)计算待分解类 B自我的相对依赖度 rd 
2)IF类 B自我的相对依赖度 rd较小 

按照类内部的逻辑关系将类B初步分解为于类 B1，B2 
ELSE 

类B不能分解，跳到 5 
ENDIF 

3)B—B1，转到1 
4)B=B2，转到1 
5)结束 

如图zN：示，类 B规模较大，自我的依赖度较低，通过分 

解算法将类 B分解成子类 B1，B2，⋯，Bn。 

类 B 类 C 
— — — — — -． 

●————一 

类B1卜、 类C 

— 一  

图2 将类 B分解并降低其依赖 

4．2 合并 

所谓的合并就是将类之间的依赖度高、规模较小的两个 

类合并成一个类，使得原先错综复杂的类之间的依赖关系被 

隐藏。但是，需要注意一点：合并后的类的规模不应该过大。显 

然·类的合并过程是类的分解过程的逆过程。具体合并算法如 

下 ： 

1)计算类B和类 C的相对依赖度 r ，rdc 
2)IF rda且 rdc较大 

合并类 B和类 B为类BC 

·194· 

ENDIF 

如图3所示为类B和类 C的合并过程。 

除  类D 类BC 类D 丽’ ———— 
— — — —  

图3 

结束语 依据类的依赖关系来分解或合并类的方法，只 

是为我们在类的分析和设计阶段提供指导方法，我们不可能 

也没有必要给出一个类具体的依赖度为多少才合适，或者给 

出依赖度合理的范围。设计者可以在不同的情况，针对具体不 

同的类，综合利用这两种方法，确定一个规模大小、依赖度都 

比较合适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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