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面向对象数据库系统( 简称OODBS) 是数据库技术与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方法相结合的产物。面向对象数据库将面

向对象的能力赋予了数据库设计人员和数据库应用开发人员, 从而扩展了数据库系统的应用领域, 并能提高开发人员的工

作效率和应用系统的质量。笔者论述了面向对象数据库的特征及优势, 介绍了面向对象数据库的重要技术和发展中需注意

的问题。对该技术的广泛应用, 特别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有所借鉴。

浅谈面向对象数据库的技术和发展

马思红 ( 无锡市广播电视大学 ,江苏无锡 214021)

摘要  面向对象数据库把面向对象的方法和数据库技术结合起来, 使得数据库的分析、设计最大程度地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相一
致 , 是数据库技术中巨大的进步。概述了面向对象数据库的特征、优势及其重要技术, 并对这一技术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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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ODBS combines object-oriented database with object-oriented database technology to make the database analysis , design and the understand-
ing of the objective world consistent , whichis a tremendous progress in database technology . The author pointed out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object-oriented database at first , then noted several i mportant object-oriented database technology and made the prospect of this technolog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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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面向对象数据库的特征及优势

面向对象数据库将面向对象的能力赋予了数据库设计

人员和数据库应用开发人员, 从而扩展了数据库系统的应用

领域, 能提高开发人员的工作效率和应用系统的质量。

1 .1 具有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基本功能  首先, 数据库中的

数据是永久保存的; 其次是在存储管理方面, 包括索引管理、

数据聚集、数据缓冲、存取路径选择、查询优化等; 三是能够

并发控制, 提供高于当前已有数据库管理系统同样级别的、

对多个用户并发操作的支持; 四是故障恢复能力, 提供不低

于当前已有的数据库管理系统同样级别的、将数据库从故障

后的错误状态中恢复到某个正确状态的功能; 五是交互式查

询功能 , 且是非过程化的、高效的、独立应用的。

1 .2  是一个面向对象的系统 其具有支持面向对象数据库

模型, 支持复杂对象, 具有运用各种构造机制从简单对象组

成复杂对象的能力。复杂对象构造能力加强了对客观现实

世界的模拟能力 , 且方法自然、易理解; 具有对象标识, 对象

标识具独立于其值而存在的特性, 可以极大地加快查询速

度; 具有封装性, 对象封装了数据, 实现了信息隐藏, 使用户

不必知道操作的实现细节, 只需利用设计者提供的消息即可

访问对象; 具备类型/ 类、类型层次/ 类层次能力, 因而支持继

承性这一强有力的建模工具; 具有可扩充性等优良特性。

1 .3 具备应用领域所需要的一些特性, 且相对于传统数据

库优势明显 面向对象数据库对数据语义的扩展更大 , 允许

定义任何复杂的数据类型和提供与数据相关联的行为。面

向对象数据的语义更接近于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语言的语义。

具有表示和构造复杂对象的能力, 可以模拟复杂的现实世

界, 其对象的取值可以是另外一个对象, 实际存储的又是该

对象的标识 , 这样的表示既自然又容易理解, 且查询速度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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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数据库系统快得多。面向对象技术强调与数据相关软

件的组织而不是强调控制流, 从而把程序员的注意力转向数

据库设计者的意图, 面向对象语言和面向对象数据库相互形

成天然的互补。语言强调的是处理过程、复杂的结构化和局

部数据, 而数据库强调的是更为明确的方法、应用领域之外

的数据共享和对大量数据的支持。面向对象语言和面向对

象数据库的共同目标之一是在它们之间建立一个清晰的联

合, 且保持它们各自的长处。

2  面向对象数据库的重要技术介绍

2 .1 OODBS 事务管理技术 OODBS 事务管理子系统如图1

所示。其中, 锁管理器管理锁表, 存放单个事务管理锁和等

待锁。存储子系统与锁管理器实施对象上锁操作 , 事务结束

时释放此锁。死锁管理器检测和解除死锁。系统采用时间

溢出技术, 即每个申请均有时间限制, 过期则死锁管理器放

弃事务。日志管理器记录对象修改日志。相比传统 RDBS ,

OODBS 加锁具如下特点: ①加锁单位是对象而不是类; ②给

图1 OODBS 事务管理子系统

类对象加锁比给关系对象加锁需更多信息。③当类实例被

加锁时, 其超类也被加锁。数据库中被加锁项大小称为粒

度。采用粗粒度锁机制开锁代价低, 但系统并发行性差 ; 采

用细粒度锁机制可保证高度并行性 , 但系统开锁代价大。

OODBS 采用粗粒度加锁同样具有很高的并行性, 加锁的一般

是对象, 但是如果某一事务要访问同一类大多数实例, 则对

整个类加锁, 既保证可靠性, 又降低系统开锁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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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OODBS 还有恢复机制, 其中包括多媒体日志恢复

和索引页日志恢复两种。多媒体日志恢复是指 OODBS 把多

媒体数据和其描述部分分开, 后者通过对象标识符引用前

者。存储子系统管理一个动态变化的空闲块链表( 多媒体数

据日志) , 里面存储多媒体数据。若创建多媒体数据事务夭

折, 则置空描述部分引用 , 并复位己分配的空闲块链表。同

样若删除多媒体数据事务夭折, 则描述部分根据日志恢复到

原来状态。索引页日志恢复的方法有两种: 一是分裂索引页

的插入操作 , 系统把当前索引页一半表项分给新页, 除了拷

贝到新页的表项外, 其他表项都记录在日志中。发生故障时

则去掉整个新页; 另一个是合并索引页的删除操作, 系统把

当前索引页表项拷贝到新页, 除了从当前页删除的表项外 ,

其他表项都记录在日志中, 发生故障时则重新使用当前页。

2 .2 数据模式转换技术  对象标识符是对象存在唯一标

志, 两个对象相同等价于其标识符相同。与关系模式不同的

是面向对象中类属性分为原子属性、组合属性和集合属性。

数据模式转换指从 OODB 到 RDB 数据描述语言( DML)

的转换, 基本思路是把父类属性扩展到所有子类中, 每个类

映射为一个关系; 类的每个属性映射为它对应的关系属性。

对类中不同类型属性作不同处理。默认对象标识符属性映

射为RDB 关键字属性, 原子属性映射为固定属性。组合属

性映射为与主属性对应关系关键字相关的外关键字。集合

属性映射为原子属性加上具有两个属性的关系, 其中一个属

性是设置与对应集合属性的联系 ; 另一个属性是处理集合元

素。方法转换是数据模式转换重点, 方法有定义和调用两方

面。标准 RDB 无支持用户自定义函数和过程的机制 , 近年

来一些商业化 RDBM 提供这方面的功能, 称为 PSM 子程序

( 包含用户自定义函数和过程) 。标准 PSM 子程序至少支持

两种功能: ①创建用户自定义函数并从标量表达式中调用此

函数, ②创建用户自定义过程 , 并通过SQL 语句调用此过程。

2 .3  模式演进技术 OODB 的类为适应需求变化而随时间

变化称为模式演进, 包括创建新类、删除旧类、修改类属性和

操作等。模式演进必须保持模式一致性, 这由模式一致性约

束描述。模式一致性约束分为唯一性约束、存在性约束和子

类型约束等。满足所有一致性约束的模式称为一致模式。

模式演化是面向对象数据库研究重点与难点, 实现途径

一般有两种 : ①模式改变考虑现有应用程序, 使二者相互集

成和适应。②开发新的高级数据库编程语言。

2 .4  版本管理技术 工程应用中设计工作是不断反复和完

善的过程, 其间会产生同一对象多个版本, 它们须妥善管理。

为了降低设计复杂性, 常采用分层方法逐步细化。这样, 一

个对象由多个子对象构成, 每个子对象同样产生多个版本。

子对象某些版本合起来构成上层对象某特定版本, 并且如果

某个子对象创建一个新版本, 上层对象可能派生一个对应的

新版本。该过程常用版本管理控制对象演化过程。

版本管理有两方面: 一是集合管理: 管理所有版本 , 关系

有两种: ①时间先后关系, 用版本号表示; ②派生关系, 用版

本图表示。二是引用管理: 多版本系统中的对象只是逻辑上

虚拟概念, 实际存在的是该对象各个版本, 所以, 使用对象就

是引用它的某一版本。一般有两种引用方法: 静态引用和动

态引用 , 相比之下 , 后者更有效、更贴近实际。

3  发展中应解决的问题

3 .1 存在问题

3 .1 .1 技术不成熟。面向对象数据库技术的根本缺点是这

项技术不够成熟, 存在着标准化问题, 许多不同的 ODBMS 之

间不能通用。此外, 是否修改SQL 以适应面向对象的程序 ,

还是用新的对象查询语言来代替它 , 目前还未解决, 这些因

素表明随着标准化的出现,ODBMS 还会变化。

3 .1 .2  推广普及需一定时间。面向对象系统开发的有关原

理刚具雏形, 在可靠性、成本等方面令人接受还需一段时间。

3 .1 .3  面向对象数据库理论还需完善。从正规的计算机科

学方面看, 还需要设计出坚实的演算或理论方法来支持

ODBMS 的产品。此外, 既不存在一套数据库设计方法学, 也

没有关于面向对象分析的一套清晰的概念模型, 怎样设计独

立于物理存储的信息还不明确。

3 .2 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3 .2 .1  面向对象数据库的性能改善必须加强。由于面向对

象数据库中数据被存放在许多地方, 因而有效对象集聚是性

能好坏的关键因素。面向对象数据库系统作为 CAD/ CAM/

CASE 应用环境的开发平台, 这些应用往往需要对大量互相

关联的对象进行计算, 有大量频繁使用的操作。因此, 根据

对象标识决定物理位置 , 识别这些操作 , 再进行优化实现对

面向对象数据库系统性能的改善有重要意义。

3 .2 .2 要大力加强面向对象数据库的应用开发工具的研制

和推广。面向对象数据库模型具有丰富的建模能力, 一方面

能使用户的建模容易 , 另一方面也使面向对象数据库模式复

杂。所以, 对面向对象数据库系统来说, 仅有编程接口是不

够的, 还需要有更高级的数据库工具。

3 .2 .3 视图、演绎能力、语义建模也是未来面向对象数据库

应该具备的数据库特征。在关系数据库中, 视图可作为外部

模式用于数据保护和简单查询。出于类似理由, 面向对象数

据库也需要支持视图的概念, 因而必须对面向对象数据库的

核心模型进行扩充。

3 .2 .4 加强面向对象数据库技术与关系数据库技术相结合

的研究。在发展一项新技术的同时, 必须考虑新、旧技术的

接轨问题。面向对象数据库应具有很强的建模能力, 可以在

单一共同模型下支持网状、层次、关系等数据模型, 面向对象

设计和编程则应提供可扩充性。因为, 面向对象数据库系统

未来的发展趋势不是取代关系数据库系统, 而是与关系数据

库技术相结合。

4  结束语

广泛而新型的应用领域和特殊要求导致了在数据库系

统中全面引入对象概念的面向对象数据库的产生 , 把面向对

象的方法和数据库技术结合起来可以使数据库的分析、设计

最大程度地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相一致。对象编程和

对象数据库符合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 事物的复杂行为

在程序实现对象时也可以隐藏其复杂性, 这些特性在现代的

面向对象应用中越来越多地体现。伴随着面向对象技术的

发展, 面向对象技术和数据库技术的结合将会稳步向前, 逐

渐向产业化和主流化方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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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园区至少应有四个基本特征, 即科技含量高、科技成果转

化率高、综合经济效益高和经营管理机制新[ 4] 。

2 .2 .2 类型。蒋和平等[ 2] 对农业科技园的类型作了系统研

究, 按立项来源可分为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国家级农业高新

技术开发区、工厂化高效农业示范区、持续高效农业示范区、

现代农业科技园区、国家级农业综合开发高新科技示范区、

省市级农业科技园区; 按经营方式可分为政府主办型、院地

联营型、民间兴办型和官办民助型; 按生态类别可分为城郊

型、平川粮棉生产型、丘岗山地生态型、治理生态和保护环境

型的科技园; 按示范内容可分为设施园艺型、节水农业型、生

态农业型、农业综合开发型、“三高”农业型和外向创汇型的

科技园[ 5] 。

2 .3 农业科技园建设的基础理论  蒋和平、许越先、朱清海

等对此作了有益的探讨。认为农业科技园建设的基础理论

有: 农业区位论、增长极理论、系统工程理论、生态农业理论、

技术创新理论、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孵化器理论、

风险投资理论、产业集群理论、集成创新理论等[ 6] 。

2 .4  农业科技园建设的功能定位 蒋和平等[ 2 - 4] 认为农业

科技园的基本功能是精品生产加工功能、龙头带动功能、赢

利功能、示范功能、试验功能、辐射扩散功能、聚集功能、孵化

功能、培训教育功能、保护生态和旅游观光的功能、科学技术

普及功能。蒋和平、王为农认为是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和科

技创新的统一。吴沛良认为, 农业科技园区功能既有社会公

益性, 又有企业盈利性。因此, 不同层次的园区要确定不同

的功能。

2 .5  农业科技园的运行机制和运行模式  蒋和平等总结我

国各地农业科技园区共有11 种模式 : 农业高新技术走廊模

式、“政府+ 企业”运行模式、地方政府与高等院校联营模式、

高效农业示范园模式、农业科技企业开发模式、“公司 + 农

户”型的运行模式、外向型高科技农业园模式、工厂化农业开

发区模式、持续高效农业示范区模式、农业科技示范项目模

式和农业技术推广模式。陈世雄等提出要建立园区的7 个

机制, 即技术选择机制、资金筹措机制、土地流转机制、组织

管理机制、人才利用机制、技术扩散机制和市场开拓机制[ 6] 。

2 .6  农业科技园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  李旭霖等认为要

对国家级园区实行竞争机制下的动态管理和分级管理 , 实行

申报、评审和年度考证制度 , 园区管理实行规划管理模式和

现代企业制度管理模式。蒋和平提出北京农业科技园的三

种管理类型 : 即政府主导型管理模式、企业主导型管理模式

和农户主导型管理模式。卢凤君等研究了国家级园区的组

织体系建设 , 认为政府、企业和协会作为园区组织体系的三

大构成主体 , 分别对应于园区管委会、园区开发实业集团和

园区发展促进会。园区管委会是政府的派出机构 , 功能是对

园区的经济活动给予必要的服务和调控; 园区开发实业集团

是落实园区的规划, 按产业化经营方式组织实施园区产业体

系的建设和科技成果的转化; 园区发展促进会是依法成立的

理事机构, 采用民主协商制度, 是纽带 , 将政府和企业紧紧地

联在一起[ 7] 。

3  农业科技园区建设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蒋和平等指出, 目前我国农业科技园区存在的主要问题

有: ①功能定位不准确, 没有形成特色。表现为重眼前轻长

远, 搞形象工程, 盲目追求“高精尖”, 花大力气购置成套先进

设备但不能达到设计生产能力, 起不到示范、引导作用。②

机制不活, 管理落后。相当一部分园区为官办 , 产权不清, 过

多地受到上级党委、政府的干预 , 市场经济意识淡弱 , 缺乏现

代企业管理制度和方法 , 致使经济效益不明显 , 投资回报率

低, 甚至经营亏损, 起不到应有的示范和带动作用。③缺乏

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多数名为科技园区, 其实科技含量并不

高。④一些园区建设缺乏必要的可行性论证和科学的总体

布局, 项目重复建设较多 , 项目布局的随意性大, 甚至项目因

人而定。⑤硬件建设多, 但软环境较差, 招商引资能力不足。

⑥由于大多数的园区靠地方政府投资兴建, 投资规模相对偏

小, 高科技产业开发项目无力实施, 政府初期的投入往往是

一次性的 , 缺乏后续建设资金来源。⑦园区缺乏有实力的龙

头企业 , 农业产业化链条不长, 带动周边农民致富的能力

弱[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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