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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Answer set编程表示ER模型，从而为ER模型提供了一种新颖的逻辑表示途径。首先，完成ER模式的语法与

语义定义；其次，利用Answer set编程实现ER模式的逻辑编程表示，并且这里的编程可自动实现；最后，完成以上表示的合

理性证明。工作不仅克服了ER模型作为图形化工具的缺陷，使得它具有了自动推理能力，而且也为利用ER模型实现异构数据

库之间的语义协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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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utilizing answer set programming to represent ER model, this paper proposes a novel 

approach of logical representation for ER model. First, the syntax and semantic of ER schema are defined. Second, 
answer set programming is utilized to realize logic programming representation for the ER schema, and the 
programming here can be automatically completed. Finally, the rationality of this representation is proved. The 
research result of this paper not only overcomes the defects of the ER model as a graphical tool but also establishes 
the theoretic base for applying ER model to realize semantic interoperability among heterogeneous datab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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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模型(entity-relationship model)[1]不仅是最重

要的语义数据模型(semantic data model)[2-3]，而且迄

今仍是世界500强企业首选的数据库设计工具。ER
模型是一种图形化工具，为完成其逻辑表示，提出

了一种利用Answer set编程[4]实现ER模型逻辑编程

表示的新方法。Answer set编程是一种重要的非单调

逻辑编程(nonmonotonic logic programming)技术，经

过20年的发展，现已开发出多种编程原型系统，如

DLV[5]和AnsProlog[6]等。 
为完成ER模型的逻辑编程表示，本文先后完成

了ER模式的形式定义、answer set编程表示和合理性

证明。工作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1) 在理论上提供了一种新颖的ER模型逻辑表

示途径； 
(2) 不但实现了ER模型的自动推理，而且还为

ER模式提供了自动验证功能； 
(3) 更为重要的是，为利用ER模型实现异构数

据库之间的语义协作(semantic interoperability)[7]奠

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  ER模式 
1.1  语法 

根据ER模型提供的构造子和完整约束(integrity 
constraint)建立的数据库模型实例，被称为ER模式

(ER schema)或ER图表(ER diagram)。ER模型提供了

如下构造子：实体集(entity set)、联系集(relationship 
set)、弱实体集(weak entity set)、数据类型(data type)、
属性(attribute)和角色(role)[1,9-10]。除了以上构造子

外， ER 模型还提供多种完整性约束 (integrity 
constraint)，如函数依赖、基数约束和ISA关系等[9-10]。

限于篇幅，本文只考虑函数依赖—主键(primary key)
约束。为完成ER模式的逻辑表示，需要完成其形式

定义。 
定义  1  一个 ER 模式 S 的字典 ( ,S SL E=  

, , , , )S S S S SR E D A U′ ，其中，集合 SE 、 SR 、 SE′ 、 SD 、

SA 和 SU 分别包含实体集符号、联系集符号、弱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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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集符号、数据类型符号、属性符号和角色符号。

而且，以上集合相互互斥。 
限于篇幅，本文只考虑原子数据类型。所以，

在 SD 中，每个数据类型 D 唯一对应于一个基本域
BD 。从而， S 的基本域

S

B B
D DS U D∈= 。 

定义 2  令 X 和Y 是任意两个集合，标记元组

1 1 2 2[ : , : , , : ]n nT x y x y x y=  、1 i j n≠≤ ≤ 。如果T
满足：(1) 任意序对 :i ix y 中的左元素 ix 与右元素 iy
分别在 X 和Y 中；(2) 在左元素序列 1 2, , , nx x x 中，

存在两个相同的元素 ix 和 jx 时，则与它们对应的右

元素 iy 和 jy 必然相同。那么称T 是Y 上的 X -标记

元组。 
将 SR 中所有二元联系集符号构成的集合记为

SBR 。 
定义 3  ER模式 S 中，存在以下5个函数： 
(1) 属 性 函 数 1 1 2 2attr ( ) [ : , : , ,S x A D A D=   

: ]m mA D ，其中，定义域是 S S SE E R′∪ ∪ 、函数值是

一个 SD 上的 SA -标记元组； 
(2) 角 色 函 数 1 1 2 2role ( ) [ : , : , ,S x U E U E=   

: ]m mU E ，其中，定义域是 SR ，函数值是一个 SE 上

的 SU -标记元组；  
(3) 主 键 函 数 1 1 2 2pk ( ) [ : , : , ,S x A D A D=   

: ]k kA D ，其中，定义域是 SE 、函数值是一个 SD 上

的 SA -标记元组。显然， SE E∀ ∈ ，pk ( )S E 中的任意

序对均在 attr ( )S E 中； 
(4) 弱 角 色 函 数 1 1 2 2role ( ) [ : , : , ,S x U B U B′ =   

: ]n nU B ，其中，定义域是 SE′ ，函数值是一个二元

联系 SBR 上的 SU -标记元组； 
(5) 弱 主 键 函 数 1 1 2 2pk ( ) [ : , : , ,S x A D A D′ =   

: ]k kA D × 1 1 2 2[ : , : , , : ]k kU B U B U B′ ′ ，其中，定义域

是 SE′ 、函数值是一个 SD 上的 SA -标记元组与 SBR 上

的 SU -标记元组的卡氏积，与上同理，对于 SE E′ ′∀ ∈ ，

pk ( )S E′ ′ 中的任意序对在 attr ( )S E′ 或 role ( )S E′ ′ 中。 
定义  4  一个ER模式 ( ,attr , role ,pk ,S S S SS L=  

role ,pk )S S′ ′ ，其中， SL 、attrS 、roleS 、pkS 、roleS′ 和
pkS′ 分别是以上定义的字典、属性函数、角色函数、

主键函数、弱角色函数和弱主键函数。 
由 此 ， S 中 任 意 实 体 集 符 号

(attr ( ),pk ( ))S SE E E= 。同理，任意联系集符号

(role ( ),attr ( ))S SR R R= 、 弱 实 体 集 符 号

(attr ( ), role ( ),pk ( ))S S SE E E E′ ′ ′ ′ ′ ′= 。 
ER模型要求属性与实体集、联系集和弱实体集

是唯一匹配的，称之为唯一匹配原则。该原则同样

适合角色与联系集、弱实体集。 
1.2  语义 

一方面，引入具有塔斯基(Tarsky)解释风格的数

据库状态(database state)，以明确ER模式中抽象符号

的指代对象；另一方面，指出哪些数据库状态是合

法的，即ER模式所希望反映的世界。 
定义 5  二元组 ( , )BS BSBS ∆= • 是ER模式 S 的

一个数据库状态，其中，域 BS∆ 是非空有限集，且

与基本域 BS 互斥，解释函数 BS• 定义了抽象符号在
BS∆ 中所指代的对象，如果： 

(1) SE E∀ ∈ ，则 BS BSE ∆⊆ ，即 ( BS
SE E E E∀ ∈ →  

)BS∆⊆ ； 
(2) SR R∀ ∈ ，则 BS BSR ∆⊆ ；  
(3) SE E′ ′∀ ∈ ，则 BS BSE ∆′ ⊆ ； 
(4) SD D∀ ∈ ，则 BS BD D= ； 
(5) SA A∀ ∈ ，则 BS BS BSA S∆= × ； 
(6) SU U∀ ∈ ，则 BS BS BSU ∆ ∆= × 。 
定义 6 设 ( , )BS BSBS ∆= • 是ER模式 S 的一个数

据库状态。令 (attr ( ),pk ( ))S SE E E= 是 SE 中任意实体

集符号，且 1 1 2 2attr ( ) [ : , : , , : ]S m mE A D A D A D=  、

1 1pk ( ) [ :S E A D= 2 2, : , , : ]k kA D A D 。如果能够满足以

下两个条件，则称 BS 满足 E 。 
1) BS

iA ( {1,2, , }i m∈  )中的任意一个元组 ( , )e d
满足 BSe E∈ 、 BS

id D∈ ； 
2) 设 e′ 和 e′′是 BSE 中任意两个个体， e e′ ′′≈ 当

且仅当任意 BS
iA ( 1 i k≤ ≤ )中的任意两个元组

( , )e d′ ′ 和 ( , )e d′′ ′′ 满足 d d′ ′′≈ 。 
令 (role ( ),attr ( ))S SR R R= 是 SR 中任意联系集符

号 ， 且 1 1 2 2role ( ) [ : , : , , : ]S n nR U E U E U E=  、

attr ( )S R = 1 1 2 2[ : , : , , : ]m mA D A D A D 。如果能够满足

以下两个条件，则称 BS 满足 R 。 
1) BS

iU ( {1,2, , }i n∈  )中任意一个元组 ( , )r e 满

足 BSr R∈ 、 BS
ie E∈ ； 

2) BS
iA ( {1,2, , }i m∈  )中的任意一个元组 ( , )r d

满足 BSr R∈ 、 BS
id D∈ 。 

令 (attr ( ), role ( ),pk ( ))S S SE E E E′ ′ ′ ′ ′ ′= 是 SE′ 中任

意弱实体集符号，且 1 1 2 2attr ( ) [ : , : , , : ]S m mE A D A D A D′ =  、

1 1 2 2role ( ) [ : , : , , : ]S n nE U B U B U B′ ′ =  、 pk ( )S E′ ′ =  

1 1 2 2 1 1 2 2[ : , : , , : ] [ : , : , , : ]k k k kA D A D A D U B U B U B′ ′×  。

如果能够满足以下3个条件，则称 BS 满足 E′ 。 
1) BS

iA ( {1,2, , }i m∈  )中的任意一个元组 ( , )e d
满足 BSe E′∈ 、 BS

id D∈ 。 
2) BS

iU ( {1,2, , }i n∈  )中任意一个元组 ( , )r e 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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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BS
ir B∈ 、 BSe E′∈ 。 

3) 设 e′和 e′′是 BSE′ 中任意两个个体，e e′ ′′≈ 当

且仅当以下条件同时成立：(1) 任意 BS
iA (1 i k≤ ≤ )

中的任意两个元组 ( , )e d′ ′ 和 ( , )e d′′ ′′ 满足 d d′ ′′≈ ；(2) 
任意 jU ( 1 j k ′≤ ≤ ) 的任意两个元组 ( , )r e′ ′ 和

( , )r e′′ ′′ 满足 r r′ ′′≈ 。 
如果 BS 能够满足 S 中的所有实体集、联系集和

弱实体集符号，则称 BS 是合法的。 
S 的(合法)数据库状态可能是无穷的。 

2  Answer set编程表示 
为完成ER模式 S 的Answer set编程，首先利用以

下定义的一一映射 : S SL Pφ → ，建立 SL 中符号的一

阶谓词集。 
(1) S S S SX E R E D′∀ ∈ ∪ ∪ ∪ ， ( )Xφ 是一个一元

原子谓词； 
(2) S SX A U∀ ∈ ∪ ， ( )Xφ 是一个二元原子谓词。 
在 SP 基 础 上 ， 对 于 任 意 实 体 集 符 号

(attr ( ),pk ( ))S SE E E= 、联系集符号 (role ( ),SR R=  
attr ( ))S R 、弱实体集符号 (attr ( ), role ( ),S SE E E′ ′ ′ ′=  
pk ( ))S E′ ′ ，按照以下方法建立Horn规则[10]。 

如 果 1 1 2 2attr ( ) [ : , : , , : ]S m mE A D A D A D=  、

1 1 2 2pk ( ) [ : , :S E A D A D= , , : ]k kA D ，则： 
( )( ) ( )( , )iE x A x yφ φ←             (1) 
( )( ) ( )( , )i iD y A x yφ φ←            (2) 

1 1 2 2

1 1 2 2 1

1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k k

k k

k k

x x A x y A x y A x y
A x y A x y A x y y

y y y y

φ φ φ

φ φ 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i i i i iy y A x y A x y x xφ φ′ ′′ ′ ′ ′′ ′′ ′ ′′← ≈»   (4) 

式中  1 2{ , , , }i mA A A A∈  、 1 2{ , , , }i kA A A A∈  。 
如 果 1 1 2 2role ( ) [ : , : , , : ]S n nR U E U E U E=  、

attr ( )S R =  1 1 2 2[ : , : , , : ]m mA D A D A D ，则： 
( )( ) ( )( , )iR r U r yφ φ←           (5) 
( )( ) ( )( , )i iE y U r yφ φ←          (6) 
( )( ) ( )( , )iR x A x yφ φ←           (7) 

( )( ) ( )( , )i iD y A x yφ φ←           (8) 
式中  1 2{ , , , }i nU U U U∈  、 1 2{ , , , }i mA A A A∈  。 

如 果 1 1 2 2role ( ) [ : , : , , : ]S n nE U B U B U B′ ′ =  、

attr ( )S E′ = 1 1 2 2[ : , : , , : ]m mA D A D A D 、 1pk ( ) [ :S E A′ =  

1 2 2, : , , : ]k kD A D A D × 1 1 2 2[ : , : , ,U B U B  : ]k kU B′ ′ ，

则： 
( )( ) ( )( , )iE x A x yφ φ′ ←           (9) 
( )( ) ( )( , )i iD y A x yφ φ←          (10) 

1 1 2 2

1 1 2 2

1 1 2 2

1 1 2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 k

k k

k k

x x A x y A x y A x y
A x y A x y A x y
U r x U r x U r x

U r x U r x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1 1 1

), , ( )( , ),
, , , , ,                       (11)

k k

k k k k

U r x y
y y y r r r r

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i i i i iy y A x y A x y x xφ φ′ ′′ ′ ′ ′′ ′′ ′ ′′≈ ← ≈    (12) 

 ( )( , ), ( )( , ),i i i i i ir r U r x U r x x xφ φ′ ′′ ′ ′ ′′ ′′ ′ ′′≈ ← ≈   (13) 

式中  1 2{ , , , }i mA A A A∈  、 1 2{ , , , }i mA A A A∈  ；

1 2{ , ,iU U U∈ , }kU ′ 。 
注意， role ( )S E′ ′ 的编程工作已在相应联系集中

完成，并将由此获得的Horn规则集记为 S∏ 。需要说

明的是，以上Horn规则的成立需要依赖唯一匹配原

则，且有： 
1 1 2 2

1 1 2 2

1 1 2 2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 m

m m

m n

r r A r x A r x A r x
A r x A r x A r x
U r y U r y U r y
U r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1

1 1 1

), , ( )( , ),
               , , , , ,               (14)

m n

m m n n

y U r y x
x x x y y y y

φ′′ ′′ ′′ ′ ≈
′′ ′ ′′ ′ ′′ ′ ′′≈ ≈ ≈



 

 

( )( , ), ( )( , ),i i i i i iy y A r y A r y r rφ φ′ ′′ ′ ′ ′′ ′′ ′ ′′≈ ← ≈   (15) 
( )( , ), ( )( , ),i i i i i iy y U r y U r y r rφ φ′ ′′ ′ ′ ′′ ′′ ′ ′′≈ ← ≈   (16) 

1 2 1 1 2 2 1 2( )( ), ( )( ),  notx x X x X x x xφ φ≈ ← ≈ (17) 

1 1 2 2 1 2 1 2( )( ), ( )( ), ,X x X x x x x xφ φ← ≈ ≈    (18) 
式中  1 2{ , , , }i mA A A A∈  、 1 2{ , , , }i nU U U U∈  。 

仅仅只有以上Horn规则是不够的，还需要完成

以下工作：(1) 对于 SR 中任意联系集符号 R ，建立

式(14)～式(16)的Horn规则，以完成联系集等价推

理。其中假设联系集与上文符号 R 相同；(2) 对于

S S SE R E′∪ ∪ 中任意两个不同符号 1S 、 2S ，建立式

(17)的非单调规则[4]。该规则表示，对于任意两个实

体(或联系、或弱实体），如果不能推导出彼此等价，

则它们缺省为不等价，即数据库缺省假设任意两个

实体(或联系、或弱实体)不等价。对于数据的等价性

判断，要求系统根据唯一名称假设 (unique name 
assumption)[11]自动完成；(3) 对于 S S S SE R E D′∪ ∪ ∪

中任意两个不同符号 1X 、 2X ，建立式(18)的约束，

该约束表示任意两个实体(或联系、或弱实体、或数

值)之间不可能同时满足等价和不等价。 
至此，获得 S 的Answer set程序，并记为 SΩ 。

最后强调，提供的是ER模型Answer set程序建立的

一般方法，所以以上编程工作均可自动实现。 

3  合理性证明 
由于Answer set程序 SΩ 中无任何常量，所以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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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布兰库(Herbrand Base)[10]并不确定。令有限集

HB是 SΩ 的任意海布兰库，根据HB填充 SΩ 获得一

个实例 ( )SG Ω 。 
设 SΩ 是ER模式 S 的Answer set程序， M 是

( )SG Ω 的一个Answer set。按以下过程，建立一个数

据库状态 ( ) ( )( ) ( , )M MM α αα = ∆ � 。  
1) 初始 ( )Mα∆ 和 ( )Mα� 为空。 
2) 如果 M 不为空，则从 M 中任意取出一个元

素 a。如果 a 是：(1) ( )( )E eϕ 时，则添加 e 到 ( )Mα∆
中，且 ( )Me Eα∈ ；(2) ( )( )E eϕ ′ ′ 时，则添加 e′到 ( )Mα∆
中，且 ( )Me E α′ ′∈ ；(3) ( )( )R rϕ 时，则添加 r 到 ( )Mα∆
中，且 ( )Mr Rα∈ ； (4) ( )( )D dϕ 时，则 Bd D∈ ；

(5) ( )( , )A b dϕ 时，则 ( )( , ) Mb d Aα∈ ；(6) ( )( , )U b eϕ 时，

则 ( )( , ) Mb e U α∈ 。 
3) 循环执行2)，直到 M 为空。 
在以下证明中，用 ( )R x 表示根据 ( )x式 建立的

规则集， ( ( ))G R x 表示在Answer set程序 ( )SG Ω 中

( )R x 的填充实例集。 
定理  1  设存在一个ER模式 S ， SΩ 是 S 的

Answer set程序。如果 M 是 ( )SG Ω 的Answer set，则

( )Mα 是 S 的一个合法数据库状态。 
证明  由于 M 不为空且是有限的，所以 ( )Mα∆ 也

不为空且有限。现假设 ( )Mα 不是 S 的一个合法数据

库状态，以下利用反证法证明。 
令 (attr ( ) pk ( ))S SE E E= , 是 SE 中任意实体集符

号，且 1 1 2 2attr ( ) [ : , : , , : ]S m mE A D A D A D=  、 1pk ( ) [ :S E A=  

1 2 2, : , : ]k kD A D A D 。 
令 :A D 是 attr ( )S E 中的任意序对，假设存在一

个元组 ( )( , ) Me d Aα∈ 、 ( )Me Eα∉ 或 Bd D∉ 成立。由

( )Mα 建 立 过 程 可 知 ， 此 时 ( )( , )A e d Mϕ ∈ 、

( )( )E e Mϕ ∉ 或 ( )( )D d Mϕ ∉ 。所以， M 不满足

( (1))G R 或 ( (2))G R ，从而 M 不是 ( )SG Ω 的Answer 
set。 

然后，令 e′ 和 e′′ 是 ( )MEα 中任意两个实体，
( ) ( ) ( )

1 2, , ,M M M
kA A Aα α α 中的两个元组序列为 1( , ),e d′ ′  

2( , ), ,e d′ ′  ( , )ke d′ ′ 、 1 2( , ), ( , ), ,e d e d′′ ′′ ′′ ′′  ( , )ke d′′ ′′ 。由

( )Mα 建 立 过 程 可 知 ， 此 时 ( )( )E e Mϕ ′ ∈ 、

( )( )E e Mϕ ′′ ∈ ，且任意 ( )( , )i iA e d Mϕ ′ ′ ∈ 、 ( )( , )i iA e d Mϕ ′′ ′′ ∈ ，

其中1 i k≤ ≤ 。以下分两种情况证明。 
1) 假设任意 i id d′ ′′≈ 、 e e′ ′′≈ 。由 ( )Mα 建立过

程可知， i id d M′ ′′≈ ∈ 、 e e M′ ′′≈ ∈ 。由 ( (3))G R 得

e e M′ ′′≈ ∈ 。再根据 ( (18))G R 得 ( )SG Ω 没有Answer 
set。 

2) 假设 e e′ ′′≈ ，存在 i id d′ ′′≈ 。与上同理得，

e e M′ ′′≈ ∈ 。由 ( (4))G R 得 i id d M′ ′′≈ ∈ 。再根据

( (18))G R 得 ( )SG Ω 没有Answer set。 
由此得 ( )Mα 满足 S 中所有实体集符号。 
采用与证明 attr ( )S E 类似的方法，如果 ( )Mα 不

满足 SR 中一个联系集符 R ， M 必然不满足

( (5))G R 、或 ( (6))G R 、或 ( (7))G R 、或 ( (8))G R 。所

以， ( )Mα 满足 S 中所有联系集符号。 
令 (attr ( ), role ( ),pk ( ))S S SE E E E′ ′ ′ ′ ′ ′= 是 SE′ 中任

意弱实体集符号。对于 attr ( )S E′ 和 role ( )S E′ ′ 的满足性，

均可采用与 attr ( )S E 证明相同的方法。 pk ( )S E′ ′ 的满

足性证明与对 pk ( )S E 的证明类似，分为3种情况，

均可得到 ( )SG Ω 没有Answer set。所以， ( )Mα 满足 S
中所有弱实体集符号。 

由以上证明可得， ( )Mα 是 S 的一个合法数据库

状态。 
设 ( , )BS BSBS ∆= • 是ER模式 S 的一个数据库状

态。按以下过程，获得一个海布兰库 ( )BSβ 。 
1) 初始 ( )BSβ 为空。 
2) 如果 BS∆ 不为空，则从 BS∆ 中任意取出一个

元素 a 。如果：(1) ( )Ma Eα∈ ，则添加 ( )( )E aϕ 到

( )BSβ 中。对于 attr ( )xS 中的任意序对 :A D ，如果

( , )a d A∈ B ，则添加 ( )( , )A a dϕ 到 ( )BSβ 中。而且，

如果 Bd D∈ 且 ( )( ) ( )D d BSϕ β∉ ，则添加 ( )( )D dϕ 到

( )BSβ 中。(2) ( )Ma Rα∈ ，则添加 ( )( )R aϕ 到 ( )BSβ
中。对于 role ( )S R 中的任意有序对 :U E ，如果

( , ) BSa b U∈ ，则添加 ( )( , )U a bϕ 到 ( )BSβ 中。对于

attr ( )S R 中的任意序对，处理与 a 为实体时相同。 
(3) ( )Ma E α′∈ ，则添加 ( )( )E aϕ ′ 到 ( )BSβ 中。

对于 attr ( )S E′ 中的任意序对，处理与 a 为实体时相同。 
3) 循环执行2)，直到 BS∆ 为空； 
4) 对于 ( )BSβ 中任意两个一元命题 1( )( )S aφ 和

2( )( )S bφ ，添加 a b≈ 到 ( )BSβ 中。这是由规则式(17)
和唯一名称假设决定的。 

将 ( )BSβ 作为 SΩ 的海布兰库，与上文同理，可

获得一个实例 ( )SG Ω 。 
定理  2 设存在一个ER模式 S ， SΩ 是 S 的

Answer set程序， BS 是 S 的一个数据库状态。如果

BS 是合法的，则 ( )BSβ 是 ( )SG Ω 的Answer set。 
证明  采用与定理1类似的证明方法，逆向推导

即可得证。  
以上证明说明了Answer set编程表示方法的正

确性。由此建立的逻辑程序不但能够为ER模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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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推理能力，而且还可以用于验证ER模式是否得

到满足。 

4  结  论 
为实现ER模型的逻辑表示，采用了Answer set

编程表示ER模型。虽然文献[9]和[12]改进了ER模

型，但是仍不具有自动推理能力。相对文献[13]中的

描述性逻辑表示途径，该方法具有以下优点： 
(1) 表示能力强，如能够表示函数依赖、弱实体

集等，而前者难以完成它们的表示； 
(2) 逻辑编程已被证明能够涵盖关系数据库[8]，

为ER模型与关系数据库的融合提供了理论基础； 
(3) 易于支持异构数据库ER模式的集成，而前

者难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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