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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面向对象技术和关系数据库的特点 将两者相结合 建立了对象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 既

支持已经被广泛使用的SQL 不仅具有良好的通用性 又具有面向对象特性 能支持复杂对象和复杂对象的

复杂行为 是对象技术和传统关系数据库技术的最佳融合 该技术同时拥有关系型数据库的强大功能和可靠

性以及对象的灵活性和模型化功能 文中还提出了对象关系数据库的设计方法和对象映射成关系数据库的方

式 其方式简便 实用性强  

关  键  词  面向对象;  关系数据库;  映射;  对象设计 

中图分类号  TP311.132.4 

 

1  面向对象数据库技术 

数据库技术已成为现代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现代计算机信息系统和计算机应用系统的

基础和核心 传统的经典数据库有网状数据库 层次数据库和关系数据库 针对不同领域的应用提

出了许多新的数据管理需求 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面向对象的思想 方法和技术引入数据库

即采用面向对象数据模型的面向对象数据库 这是新一代数据库的主流  

在面向对象技术和数据库技术相结合的过程中 基本上是沿着以下两种途径发展 1) 建立纯

粹的面向对象数据库管理系统(OODBMS) 以面向对象语言为基础 增加数据库的功能 支持持久

对象和实现数据共享 利用类的设施来描述复杂对象 利用类中封装的方法来模拟对象的复杂行为

利用继承性来实现对象的结构和方法的重用 但这种纯粹的面向对象数据库系统并不支持SQL语

言 2) 从传统的关系数据库加以扩展 增加面向对象的特性 把面向对象技术与关系数据库相结

合 建立对象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ORDBMS) 这种方式既不是纯粹的面向对象的数据库也不是纯

粹的关系数据库 它代表两者的结合 系统既支持已经被广泛使用的SQL 不仅具有良好的通用性

又具有面向对象特性 支持复杂对象和复杂对象的复杂行为 是对象技术和传统关系数据库技术的

最佳融合 面向对象的数据库对用户当前的关系数据库是向下兼容的 能够提供一种支持对象而又

不必抛弃现有应用系统的机制 面向对象与关系表达的结合在面向对象的数据库中语义清晰 比单

独的关系或面向对象的表示更有力 使设计紧凑有效的数据库更为容易[1]  

允许用户以处理关系数据的同样方式来处理对象数据 而且为处理对象数据专门设计了新功

能 也可用来处理关系数据 面向对象数据库的产生主要是为了解决 阻抗失配 它强调高级程

序设计语言与数据库的无缝连接 由于实现了无缝连接 使面向对象数据库能够支持非常复杂的数

据模型 数据的无缝操作体现了对象技术渗透到数据库服务器之中 而不是在现有的关系数据库上

附加一个采用对象技术的外壳 或者在关系数据库和客户端应用软件之间提供一个对象服务器网

关  

对象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具有永久性能力 即可以使用安全 一致的方式存储和检索对象的能

力 这正是对象关系数据库可以发展的地方 对象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能够象处理关系型数据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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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和检索对象数据 将对象和关系型模型合二为一 可以同时拥有关系型数据库的强大功能和可

靠性以及对象的灵活性和模型化功能  

2  对象关系数据库设计的重要性 

关系数据库方法是在一个最低级的层次上 用一系列的表列和行处理数据 面向对象的方法是

在更高的层次上处理数据 处理包括数据的对象 在面向对象的数据库中处理客户时 是处理一个

称为“客户”的对象 当处理一个序时 引用一个称为序的对象 因为对象数据库理解对象客户和所

有关系 能容易地处理对象客户和所有与它一起工作的对象  

在关系模型中 序实际是许多不同的表的组合 并装有支持和维护一个序所需属性的交表 对

象模型中 数据库对相互间的关系具有智能 在关系模型中则没有 当对关系模型作出更改时 通

常翻译成一系列的新表 若模型继续使用则必须建立 且由一个数据库设计者来重新设计  

一般数据库设计方法有属性主导型和实体主导型两种 属性主导型从归纳数据库应用的属性出

发 在归并属性集合(实体)时维持属性间的函数依赖关系 实体主导型则先从寻找对数据库应用有

意义的实体入手 然后通过定义属性来定义实体 面向对象的数据库设计是从对象模型出发的 属

于实体主导型设计[2]  

一般数据库应用系统都遵循以下相关开发步骤: 

1) 设计应用系统结构; 

2) 选择便于将应用程序与DBMS结合的DBMS体系结构 如RDBMS; 

3) 根据应用程序使用的环境平台 选择适宜的DBMS和开发工具; 

4) 设计数据库 编写定义数据库模式的SQL程序; 

5) 编写确保数据正确录入数据库的用户接口应用程序; 

6) 录入数据库数据; 

7) 运行各种与数据库相关的应用程序 以确认和修正数据库的内容  

3  应用对象模型与RDBMS模型的映射 

数据库设计(模式)是否支持应用系统的对象模型 这是判断面向对象数据库系统的基本出发点

由于应用系统设计在前 数据库设计随后 所以应用系统对象模型向数据库模式的映射是面向对象

数据库设计的关键  

3.1  3层数据库模式面向对象模型的扩展 

一般数据库设计参照ANSL/SPARC关于数据库模式的3层标准结构提案 最接近物理数据库的

内部模式由DBMS提供的SQL来描述 概念模式可以由若干个内部模式聚集而成 是由数据库用户

规范的一些表的集合 一般的概念模式是数据库物理模式作用域的边界 能实现数据库的物理意义

特定DBMS的特殊操作对外部应用程序的信息隐蔽 外部模式是从特定用户应用角度看待的数据库

模式 从不同的应用出发对同一概念模式可以给出多种不同的外部模式 当外部应用系统以对象模

型进行抽象时 从各个应用出发抽象出的对象模型可以映射到外部模型上 称为外部对象模型 但

是 外部模型只是概念模型的子集 所以面向对象的数据库设计核心在于系统对象模型(概念对象

模型)向数据库概念模型的映射  

3.2  对象模型向数据库表的映射规则 

在对象范例和关系范例之间 阻抗不匹配 对象范例基于软件工程的一些原理 例如耦合

聚合和封装 而关系范例则基于数学原理 特别是集合论的原理 两种不同的理论基础导致各自不

同的优缺点 而且 对象范例侧重于从包含数据和行为的对象中构建应用程序 而关系范例则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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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数据的存储 当为访问而寻找一种合适的方法时 阻抗不匹配 就成了主要矛盾 使用对象

范例 是通过它们的关系来访问对象 而使用关系范例 则通过复制数据来联接表中的行 这种基

本的差异导致两种范例的结合并不理想  

由于RDBMS以二维表为基本管理单元 所以对象模型最终是由二维表及表间关系来描述 即

对象模型向数据库概念模型的映射就是向数据库表的变换过程[3]  

3.3  对象映射成关系数据库 

对象映射成关系数据库需要将属性映射成列 即类属性将映射成关系数据库中的零或几列 另

外 将类映射成表和在关系数据库中实现继承  

整个类层次结构使用一个数据实体 将一个完整类层次结构映射成一个数据实体 而层次结构

中所有类的属性都存储在实体中 缺点是每次在类层次结构的任何地方添加一个新属性时都必须将

一个新属性添加到表中 这增加了类层次结构中的耦合 如果在添加一个属性时有错误 除获得新

属性类的子类外 还可能影响到层次结构中的所有类 可能浪费数据库中的许多空间  

每个具体类使用一个数据实体 每个数据实体既包含属性又包含所表示的类继承的属性 但有

不足之处 如修改类时 必须修改表和所有子类的表  

每个类使用一个数据实体 为每个类创建一张表 其属性是OID和特定于该类的属性 能够最

好地适应面向对象的概念 很好地支持多态性 对于对象可能有的每个角色 只需在相应的表中保

存记录 修改超类和添加新的子类也非常容易 因为只需要修改或添加一张表 缺点是数据库中有

大量的表 读取和写入数据的时间比较长  

对象映射成数据库不仅将对象映射到数据库中 还必须将对象之间的关系进行映射 这样才能

进行恢复 对象之间有继承 关联 聚合和组成四种关系 从数据库的角度看 关联和聚合/组合关

系之间的唯一不同是对象相互之间的绑定程度 对于聚合和组合 在数据库中对整体所做的操作通

常需要同时对部分进行操作 而关联则不同 从数据库的观点看 聚合/组合和关联是不同的 在聚

合情况下 在整体中读取时 通常希望在部分中读取 而在关联情况下 需要执行什么操作则不明

显 在将对象保存到数据库中或从数据库中删除对象也存在相同的情况  

关系数据库中的关系是通过使用外键来维护 外键是在一张表中出现的一个或多个数据属性

可以是另一张表的键的一部分 或者是另一张表的键 外键将一张表中的一行与另一张表中的一行

相关起来 要实现一对一和一对多的关系 只需将一张表的键包括在另一张表中 要实现多对多关

系 需要关联表的概念 它是一种数据实体 唯一目标是在关系数据库中维护两个或多个表之间的

关联[4 5] 如图1所示  

有关变换规则归纳如下[6]  

1) 一个对象类可以映射为一个以上的库表 当类间有

一对多的关系时 一个表也可以对应多个类  

2) 关系(一对一 一对多 多对多以及三项关系)的映射

可能有多种情况 但一般映射为一个表 也可以在对象类表

间定义相应的外键  

3) 单一继承的泛化关系可以对超类 子类分别映射表 可以不定义父类表而让子类表拥有父

类属性 也可以不定义子类表而让父类表拥有全部子类属性  

4) 对多重继承的超类和子类分别映射表 对多次多重继承的泛化关系也映射一个表  

5) 对映射后的库表进行冗余控制调整 使其达到合理的关系范式  

B 

A B 

A  

X Y 

X Y 1 1 
Associative  

Table 

图 1  关联表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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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面向对象关系数据库设计优势 

数据库设计的面向对象特征奠定了整个系统的面向对象性 使面向对象方法在程序开发阶段极

具优势 其效果归纳如下[7]  

1) 数据库结构清晰 便于实现 OOP  

由于实现了应用模块对象对数据库对象的完全映射 数据库逻辑模型可以自然且直接地模拟现

实世界的实体关系 用户所处的物理世界 系统开发者所抽象的系统外部功能 与支持系统功能的

内部数据库(数据结构)一一对应 所以用户 开发者和数据库维护人员可以用一致的语言进行沟通

特别是对多数不了解业务的程序开发人员 这种将应用对象与相应的数据对象封装在对象统一体中

的设计方法 大大减轻了程序实现的难度 只要知道加工的数据及所需的操作即可 而且应用程序

大多相似 可以多处继承由设计人员抽象出来 预先开发好的各种物理级超类  

2) 数据库对象具有独立性 便于维护  

除了数据库表对象与应用模块对象一一对应外 在逻辑对象模型中没有设计多重继承的泛化关

系 所以得到的数据库结构基本上是由父表类和子表类构成的树型层次结构 表类间很少有继承以

外的复杂关系 是一个符合局部化原则的结构 从而使数据库表数据破坏的影响控制在局部范围且

便于修复 给系统开通后的数据库日常维护工作带来便利  

3) 需求变更时程序与数据库重用率高 修改少  

在映射应用对象时 除关系映射规范化后可能出现一对多的表映射外 大多数应用对象与表对

象是一一对应的 可以把规范化处理后由一个应用对象映射出来的多个表看成一个数据库对象 因

此 当部分应用需求变更时 系统修改可以不涉及需求不变更的部分 而变更部分的修改可以基本

上只限于追加或删除程序模块或追加新库表 基本上不必修改原有程序代码或原有库表定义 从而

大大减少了工作量 降低了工作难度 此外 面向对象数据库还吸收了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语言的思

想 如支持类 方法 继承等概念  

5  结 束 语 

综上所述 数据库系统发展的趋势是面向对象数据库和关系数据库不断融合 而对象关系数据

库由于继承了上述两者的优点 已经成为目前数据库发展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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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About Secure Protocol of Ip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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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about secure protocol of IPv6 discusses the IPv6’s secure protocol in 

aspects of IPSec’s secure systems, the working principles, the working patterns, the methods of solving the 

secure problem and the application of it in VPN. IPSec’s AH and ESP protocols provide authentication and 

encoding for IP layer’s transmission. This character can solve the problem that today’s secure system 

which can not protect the data in the IP layer but can protect the data in the application 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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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haracter of oriented-object and relative data base management system we 

can join the oriented-object technology to relative data base .The system supports the SQL complex 

object and the complex action of complex objects. It is the rejoin of oriented-object technology and trade 

relative data base technology. It has the strong function of relative data base and the model function of 

object. This paper supply the method of the relative data base design and map object to relative data base. 

The method is easy and useful. 

Key words  oriented-object;  relative data base;  map;  object orien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