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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空值环境下扩展关系模型的冗余处理 

王艳亮 孙 生 赵红梅 

(燕山大学管理学院工业工程系 秦皇岛农业银行科技处 秦皇岛066000) 

摘 要 本文将模糊空值环境下的关系模型扩展为扩展关系模型，并借用模糊语义距离给出清除扩展模型上冗余 

信息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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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anding Relational M odel under Fuzzy Null Value Envir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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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ands the basic relational model to the expanding one under fuzzy null value enviroment，And if also gives 

out the methods how to clear the redundant information in the expanding relational model with using the definination of fuzzy dis— 

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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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了表述不确定、模糊值，关系数据库引入模糊 

空值[1]。模糊空值环境下数据库更新也包括插入、删 

除和修改三种操作，但由于模糊空值语义的不确定 

性，使得元组对更新条件存在不同确定程度的满足， 

因此引入取值E0，1]之间的模糊逻辑值作为更新条 

件判定的逻辑结果。模糊空值环境下，插入操作与模 

糊空值关系不大，而删除、修改则要依据元组对更新 

条件的不同满足程度施以不同的处理。确定满足条 

件的元组可直接进行删改操作，一定程度满足条件 

的元组要在更新的同时保留原数据备份，以防把可 

能不满足条件的元组删改后不能恢复而破坏关系一 

致性。为此，引入扩展关系模型r ]进行模糊空值环境 

下关系数据库的更新处理。本文介绍模糊空值环境 

下的扩展关系模型及模型上冗余信息的清除。 

2 扩展关系模型 

式 。 

扩展关系模型中引入基本表(B表)、修改基本 

表(MB表)、删除附加表(DA表)和删除修改附加 

表(DMA表)来记录关系中因为更新操作产生的不 

同性质的信息。一个含模糊空值的二维关系，最初元 

组在 B表中，MB表、DA表和 DMA表都是空表。 

插入操作只涉及B表；而进行删除和修改时，在满 

足关系约束的条件下，不确定满足删除条件的元组 

附带删除条件进入DA表；不确定满足修改条件的 

元组，修改前和修改后的元组附带修改条件一并进 

入 MB表；MB表中不确定满足删除条件的扩展元 

组及DA表中不确定满足修改条件的都进入DMA 

表。B表、MB表、DA表和DMA表的结构分别如下 

所示。 

模糊空值环境下的关系模式[1 可以表示为 R 

( ，D)，其中 为含有模糊空值的有限属性集合，D 

为属性集合对应的含有模糊值的域。将这一模式扩 MB． 

展为R( ，U，D)c 的形式，对应的二维表就是由元 

组对形成的扩展元组，再将更新条件项加入扩展二 

维表中，就构成模糊空值环境下更新操作的扩展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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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信息冗余处理 

扩展关系的信息冗余存在两种情况：表内冗余 

和表间冗余。表内冗余指基本二维表内的两个元组 

相等、等价[1]或是扩展二维表内两个扩展元组的左 

边元组和右边元组对应或交叉冗余 表间冗余则指 

二个表内的元组之间或元组与扩展元组的左边元组 

或右边元组之间相等或等价。表内冗余可通过消除 

互为冗余的元组或扩展元组中的一个而消除，表间 

冗余要根据不同冗余情况做出相应处理。需说明扩 

展二维表MB表和DMA表中两个扩展元组左部与 

左部不冗余，可能左部与右部冗余，只有当两个元组 

左部与右部对应或交叉均不冗余时，两个扩展元组 

才是不冗余的。 

(1)表内冗余消除 

比较元组等价，需要依次比较元组每个属性值 

是否等价，因此给出e一相等概念。 

定义1 设 D(z， )表示模糊集z、 之间的语 

义距离L3]，e是一个实小量且有e>0；如果SD(x， ) 

<e，则称模糊集z与 为e一相等。记为：z— 。 

算法1 表内冗余检查算法rain—in(R ，e) 

输入：扩展关系R，冗余系数e 

输出：消除冗余元组后的结果扩展关系R 
PROC simply—min(P,~，e) 

BEGIN 

G一 ； “，，l一 0； 

For i一1 to ( 是关系R 的元组数目} 
For — +1 to，，l (，，l是关系R 的属性数目} 
If SD(t，，ti)<e Then G=GUt，；(利用语义句里判 

定属性是否相等} 
Next ； 

Next i； 

凡 一R 一G； 
END： 

ENDPR0C． 

(主程序}BEGIN 
simply—rain(R8，e)；simply—rain(RD̂，e)；(B表、DA表的 
处理} 
m一 ；(MB表的处理} 

For 一1 to ( 是 MB表中扩展元组的数目} 
For — i+1 to 

Rl—t．的左部Ut，的左部；R2一t 的右部Ut』的右 
部； 
R。一 t．的左部Ut，的右部；R‘=t，的右部Ut 的左 
部； 
simply-min(Rl，e)； 

ⅡR 中有一个元组 Then 
Begin simply-rain(R2，e)； 

If R2中有一个元组 Then[ =，．1和，．2连串； 
{r1∈R1，r2∈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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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B— TMBUt。Uti；WMB—WMBU ； 
Loop] 

END： 

simply—rain(R3，e)； 

If R。中有一个元组 Then 
Begin simply—min(R~，e)； 

If R‘中有一个元组 Then[ 一r3和 r‘连串；(r3∈R3， 
^∈R‘} 

T№一T№Ut Ut J；w№ WMsU ；Loop； 
END： 

Next ； 

Next i； 

Rm—RMB—T№；RM8一 R№Uw№； 
(DMA表的处理与 MB表的处理基本相同，此处 

省略} 
END． 

min—in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为0(mn。)，其中，m 

为关系中属性个数， 为关系中元组的数目。算法将 

关系中的冗余元组剔除，使得关系一定程度满足无 

冗余条件。 

(2)表间冗余消除 

定义2 设SD—r(￡， )表示元组 z、 之间的距 

离，e是一个实小量且有e>0；如果对于每一个属性 

都有A 都有 D(￡[]，,EA。])<e，则称模糊集z与 
‘ 

为e一相等。记为：z— 。 

表间元组冗余一般由更新操作产生，依据表间 

元组之间的不同冗余情况进行不同的处理，策略如 

下( 左和 右分别代表扩展元组的左部份和右部 

份)： 

如果元组 t∈B，元组 ∈DA，有 ￡ ，则从 DA 

中除去 ； 

如果元组t∈B，扩展元组 ∈MB，有￡ 左或 

者￡ 左，则从 MB中除去 ； 

如果元组t∈B，扩展元组 ∈DMA，有 ￡ 左 

或者￡ 左，则从DMA中除去 ； 

如果元组t∈DA，扩展元组 ∈MB，有 ￡ 左 

或者￡ 左，则从MB中除去 ； 

如果扩展元组t∈DA， ∈DMA，有￡ 左或 

者￡ 左，则从DMA中除去 ； 

如果扩展元组 ∈MB， ∈DMA，有 和 左 

右部分对应等价或者交叉等价，则从DMA中除去 

： 

算法2 表间冗余检查算法 rain—out(R ，e) 

输入：扩展关系R，冗余系数e 

输出：消除表间冗余元组后的结果扩展关系R 
BEGIN 

(B表出发的处理} GD̂= ；G№一 ；GDM一 ； 
For =1 to ( 、，，l、P、q分别是B、DA、MB和 DMA表 

的元组效 目} 
For 一1 to，，l It、 、口、“分别是 B、DA、MB和DMA 

表中的元组} 
If SD-r( ， ，)<e Then GD̂一Gn̂UwJ； 

Next．『； 
For五一1 to P 

If SD-r(f。， 左)<e Or SD一，．( ， 右)<e Then G 

=GmU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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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orByTitle和 BookNodeCreatorByKind。由于上下 

文是可嵌套的，为了避免复杂的继承关系，我们在这 

里使用了Decorator模式。上下文生成器将调用导 

航上下文接口(Navigati0nalC0ntext)生成上下文相 

应的内容和链接，最终由导航上下文对象通过 Nay— 

igationalView接口来访问EJBs以取得必要的数 

据。 

PSMs自动生成以后，用户可以对其进行必要 

的改进和精化，然后可以利用PSMs生成系统的实 

现代码。限于篇幅，本文中省略了示例最终的代码。 

图6 图书馆管理系统的Web层模型局部 

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一个基于MDA的Web 

应用程序开发方法MDHDM。我们说明了应用MD— 

HDM设计Web应用程序的三个步骤，并给出了与 

其相应的平台无关模型(PIMs)以及由PIMs映射 

而成的基于J2EE的平台相关模型(PSMs)。由于我 

们将 MDA和现有的Web应用程序开发方法相结 

合提出了MDHDM，因此 MDHDM在吸收了现有 

开发方法的优点的同时，利用MDA的特性也很好 

地解决了它们所具有的缺陷。 

目前MDHDM对于导航设计和展示设计中的 

行为建模的支持并不完善，这也是我们下一步工作 

的重点所在。同时，我们将进一步改进基于 MD— 

HDM 的设计工具，使其更好地支持Web应用程序 

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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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 k； 

For Z一 1 to口 

If SD—r( ，左)< ￡or SD—r( 佑)< ￡Then 

GoⅢ一GDM UUt； 
Next Z； 

Next i； 

RD．=RD．-- GD．；RMB— RMB—GM RDM̂ 一 RDM̂ 一GDM 

{DA表出发的处理} GMB ；GDMA~" ； 
For 一 1 to m 

For 一 1 to P 

If SD—r( ，仉￡)< ￡or SD—r(埘，，t，．右)< ￡ 

Then Gus G』l，BUt，-； 
Next ： 

For 一 1 to q 

If SD-r( ， 庄)< ￡or SD—r(埘，， 堵)< ￡ 

Then GD砌 一GDⅢ UUt； 

Next Z； 

Next ； 

RuB RuB— G ；RDM — RDu*一GDⅢ ； 

{MB表出发的处理} Go一一 ； 
For 一1 to P 

For Z一1 to口 

If(．SD—r(vj~，utT~)de or SD—r(vwa，ut／a)<￡or 

SD—r(仉￡，ut／a)<￡or SD—r-oj~，蜥￡)<￡) 

Then G舢 一GDM U 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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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 Z； 

Next ： 

RDMA=RDMA--GDUA； 

END． 

rain—out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为O(mn。)，其中，m 

为关系中属性个数，n为关系中元组的数目。无论是 

表内冗余还是表间冗余，消除冗余算法的复杂度较 

高，需要系统大量的时间和空间，因此要尽量减少使 

用的频率，在确定会产生冗余的情况下才进行冗余 

信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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