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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领域概念知识建模是构建信息系统分析的关键技术和任务之一，同时也是知识工程的瓶颈问题，其难
点在于如何正确完整地捕捉和验证领域专家的知识。 ＥＲ 和 ＵＭＬ 等有属性特性的建模方法能够很好地描述领
域知识，但却难以让领域专家确认知识的正确性和完整性。 面向事实的信息建模（ＦＯＭ）是一种完全面向自然语
言交流的领域概念知识建模方法，是一种理想的概念建模和本体工程辅助工具。 简要分析了概念建模过程，比
较了不同概念建模方法，介绍了 ＦＯＭ的技术演化过程，从业务规则、动态建模、模型抽象机制、模型转换和工程
应用等方面评述了 ＦＯＭ 的研究现状和待研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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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Ｆａｃｔ唱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ｉｓ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ｌｌ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ｏｍａｉｎ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ｔｓ， ｔｏ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ｄｏｍａｉ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ｍｅ唱
ｔｈｏｄ ｗｉｌ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ｍｏｄｅｌｅｒｓ ｎｅｅｄ ｄｏ ｓｏｍ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 ｗｏｒｋｓ ｔｈａｔ ｃａｕｓｅ
ｓｏｍ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ｏｓｓ．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ａ ｂｒｉｅ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ｆａｃｔ唱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ｅｄ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ｔ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Key words：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ｆｕｌｌ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ｆａｃｔ唱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ｂｊｅｃｔ ｒｏｌｅ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0　引言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展，信息

系统的规模越来越大，结构越来越复杂，支持的业务工作越来
越多，但系统的可用性、正确性、完整性和可靠性等问题也更加
突出，导致这些问题主要根源在于难以正确、完整地捕捉并描
述业务领域的知识。 需求分析是信息系统开发的起点和最关
键的工作，而概念建模是需求分析过程中获取业务领域知识必
需的技术和过程。 概念建模的任务就是建立信息系统应用领
域的概念模型， 该模型应能正确、完整、一致地描述应用领域
的业务知识与各种业务规则，同时还应能方便地转换为信息系
统的逻辑模型或数据结构［１］ 。

概念建模过程是信息分析师与领域专家反复交流的过程：
信息分析师首先采用自然语言或简要的图表记录从领域专家

处获得的知识；然后采用某种建模语言将这些知识表达为结构
化的概念模型；最后将建立的概念模型再转换为自然语言描
述，给出相应的实例，与领域专家交流以便确认模型的正确性。
这样的迭代过程甚至会伴随信息系统的整个生命周期。 概念

建模过程中信息分析师需要反复进行自然语言与建模语言之

间的转换工作，建模语言与自然语言的结构差异将导致部分信
息的损失，因此，建模语言的选择十分重要。
目前主流的概念建模方法包括实体联系建模（ＥＲ）和统

一建模语言（ＵＭＬ）等。 ＥＲ和 ＵＭＬ是基于“对象（实体）—属
性”结构的建模方法，其概念模型的描述符合人类认识现实
世界的分类抽象方法，其逻辑模型的描述与程序设计语言的
结构体或类相似。 但“对象—属性”结构与自然语言的概念
表达结构差异较大，如果在建模过程中作为领域专家与建模
者之间的交流媒介，这种信息表达结构上的差异将造成交流
障碍，建模者难以正确、清晰、全面地捕捉领域知识，领域专
家不能以自然语言的方式来验证所获得的信息模型。 因此，
从建模过程和模型描述的角度来看，ＥＲ和 ＵＭＬ 适合于用来
描述最终获得的概念模型，但不适合于用做模型获取过程中
的信息交流工具。
面向事实建模（ ｆａｃｔ唱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ＦＯＭ）是一种无属

性结构的概念建模方法，采用自然语言中事实陈述句的结构来
描述业务领域的概念。 这种基于“主—谓（—宾）”结构描述的

第 ２７ 卷第 ４ 期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计 算 机 应 用 研 究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Ｖｏｌ畅２７ Ｎｏ畅４Ａｐｒ畅２０１０



概念模型特别容易理解，模型的正确性验证也比较容易，是建
模过程中领域专家与建模者之间交流业务领域概念模型的理

想工具。 例如，“杨老师周一上午 ３４ 节课在 ０２ 教室给留学生
Ａ班上汉语综合课”这样的语句，使用 ＦＯＭ方法可以非常简单
地抽象为“枙教师枛在枙时段枛在枙教室枛给枙班级枛上枙课程枛”这
样的五元关系模型，采用 ＥＲ 和 ＵＭＬ 等“对象—属性”结构的
建模方法则很难直观准确地描述这样的概念。

1　FOM 方法简介
ＦＯＭ方法以类似自然语言陈述句的方式描述事实、事实

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关的约束。 图 １ 是对前面给出的自然语言
示例的层次抽象分析。 图 ２ 是相应的一种 ＦＯＭ 模型，成为完
全面向交流的 ＦＣＯ唱ＩＭ概念模型。 图 ２ 中，虚线圆表示原子对
象，实线圆表示实体对象（或联系实体化），连接在一起的方框
组表示对象之间的联系，每个对象在联系中承担一个角色，对
象及其角色使用线条连接在一起，方框组合上的箭头线表示对
象角色组合的惟一约束。 每个方框组合下方是联系的语言结
构和相应的实例，即事实。 这样的模型比 ＥＲ 和 ＵＭＬ 等模型
更容易阅读，模型的正确性也比较容易验证。 由于没有属性的
概念，ＦＣＯＭ唱ＩＭ 模型很容易映射为“主谓（宾）”结构的陈述
句，便于领域专家阅读以确认模型。

2　FOM 方法的演变发展
１９７０年代，欧洲学者开始研究如何开发出具有高层次语

义的信息系统模型。 荷兰学者 Ａｂｒｉａｌ［２］和 ＩＢＭ 研究院的 Ｓｅｎ唱
ｋｏ［３］提出了二元关系建模的方法。 １９７３ 年，德国西门子公司
的 Ｆａｌｋｅｎｂｅｒｇ研究员将二元建模方法成功扩展为 n 元关系建
模，并且提出应将属性排除在概念层之外，原因是属性导致了
某些建模问题，如难以明确地将陈述句中的主语和宾语界定为
对象或属性，这导致了模棱两可的建模决策，该问题同时还导
致概念模式演化的复杂性。 随后，Ｆａｌｋｅｎｂｅｒｇ［４］提出了对象角
色模型（ｏｂｊｅｃｔ唱ｒｏｌ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ＲＭ）的框架。 该建模框架去除了
属性的概念，模型的核心只有对象及它与其他对象的关系中所
扮演的角色。 该建模框架可以表达一元关系和嵌套关系。 因
为 ＦＯＭ方法的各种分支技术都源于 ＯＲＭ框架，更多学者也将
ＦＯＭ的模型称为 ＯＲＭ模型。

荷兰学者 Ｎｉｊｓｓｅｎ［５］发展了 ＯＲＭ框架，采用圆和方框来表

示对象和角色，增加了角色的阅读方向，同时还给出了可行的
建模过程，这样就形成一套建模方法，称之为演化的自然语言
信息模型（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ＥＮＡＬ唱
ＩＭ）［６］ 。 Ｎｉｊｓｓｅｎ与比利时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Ｄａｔａ研究中心团队进一步
发展了该建模方法。 研究团队中的 ｖａｎ Ａｓｓｃｈｅ提出了将对象
类型划分为词汇对象类型 （ＬＯＴ） 和非词汇对象类型（ＮＬＯＴ）
的思想。 ＬＯＴ 是原子对象类型，后来又称之为值类型；而
ＮＬＯＴ是对一元或多元关系进行对象化处理的结果，因此又称
之为实体类型。
随后，惠普实验室的 Ｋｅｎｔ［７］提出了几个重要的语义观点，

澄清了实体、联系等概念相关的问题，最近再版了他在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 上发表的相关学术文章，以纪念他为概念建模领域
作出的重要贡献［８］ 。

比利时布鲁塞尔 Ｖｒｉｊｅ 大学的 Ｍｅｅｒｓｍａｎ教授［９］完成了对

子类的建模方法，并且作为团队领导，设计了 Ｆａｌｋｅｎｂｅｒｇ 和 Ｎｉ唱
ｊｓｓｅｎ 提出的信息模型的查询语言 ＲＩＤＬ，Ｍｅｅｒｓｍａｎ 是主要贡献
者。 荷兰学者 Ｖｅｒｈｅｉｊｅｎ等人［１０］将 ＯＲＭ 建模方法重命名为自
然语言分析方法（ａ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ＮＩＡＭ），并作
了一个总结报告。 随后，ＮＩＡＭ逐渐变成了几种相似方法的缩
写，如自然语言信息分析方法（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唱
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Ｖｅｒｍｅｉｒ［１１］和 Ｆａｌｋｅｎｂｅｒｇ等人分别提出了两种用
于子类建模的矩阵分析方法。

１９８０年代，Ｎｉｊｓｓｅｎ 和 Ｆａｌｋｅｎｂｅｒｇ 先后到澳大利亚昆士兰
大学做访问学者。 在两位学者的指导下，Ｈａｌｐｉｎ增强了面向事
实建模方法，其博士论文首次以形式化的方式讨论了 ＯＲＭ 建
模语言，包括对语言的完备性、一致性和模型等价的证明，并提
炼和扩展了基本的建模语言符号［１２］ 。

１９８９年，Ｈａｌｐｉｎ 和 Ｎｉｊｓｓｅｎ 合作出版了第一本介绍 ＯＲＭ／
ＮＩＡＭ方法的著作；１９９０ 年，Ｗｉｎｔｒａｅｃｋｅｎ［１３］在荷兰也出版了介

绍该方法的著作。 时至今日，详细解释该建模方法的还有 Ｈａｌ唱
ｐｉｎ［１４］和 Ｂａｋｅｍａ等人［１５］的著作。

此后，还有其他学者对 ＯＲＭ 方法也作出了一些贡献，不
再逐一罗列。 现今，ＯＲＭ已经发展出了多种版本，但其基础还
是对象角色框架。 多数 ＯＲＭ的支持者较喜欢直观的 n元关系
建模，但也有偏爱二元关系建模的，如以色列 Ｂｅｎ唱Ｇｕｒｉｏｎ大学
的 Ｓｈｏｖａｌ等人［１６］的著作。 法国 Ｎａｎｔｅｓ 大学 Ｈａｂｒｉａｓ［１７］开发的
规范化面向对象方法 （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ｏｂｊｅｃｔ唱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ＮＯＯＭ）是另一种 ＯＲＭ版本。
昆士兰大学的 Ｈｏｆｓｔｅｄｅ 和荷兰 Ｎｉｊｍｅｇｅｎ大学的学者 Ｐｒｏ唱

ｐｅｒ等人开发出了谓词集合模型（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ｏｒ ｓｅｔ ｍｏｄｅｌ，ＰＳＭ），该
模型包含了复杂的对象构造器［１８］ 。 比利时学者 Ｄｅ Ｔｒｏｙｅｒ 等
人［１９］开发了自然的对象关系模型（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唱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ｍｏｄｅｌ， ＮＯＲＭ） ，也有对象构造器。 移居美国的 Ｈａｌｐｉｎ开发了
一个以形式化为基础的扩展版本 ＦＯＲＭＬ，并与 ＩｎｆｏＭｏｄｅｌｅｒｓ 公
司的 Ｂｌｏｅｓｃｈ 等人［２０］一起开发了一个相关的查询语言 Ｃｏｎ唱
Ｑｕｅｒ。 荷兰 ＨＡＮ大学的 Ｂａｋｅｍａ等人［１５］将实体类型改造为嵌

套关系，开发出完全面向交流的信息建模方法 ＦＣＯ唱ＩＭ。
面向事实方法的各种版本几乎都有相关的工具支持。 最

早的一个工具是由 Ｎｉｊｓｓｅｎ、Ｍｅｅｒｓｍａｎ带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Ｄａｔａ公司的
开发者合作开发的，即 ＩＡＳＴ 和 ＲＩＤＬ，目前已不再使用。 Ｂｌｏｅ唱
ｓｃｈ、Ｈａｌｐｉｎ和其他学者开发了 ＶｉｓｉｏＭｏｄｅｌ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Ｑｕｅｒｙ和 Ｍｉ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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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ｏｓｏｆｔ Ｖｉｓｉｏ企业版中的 ＯＲＭ建模架构。 支持 ＦＣＯ唱ＩＭ的有商
业软件 ＣａｓｅＴａｌｋ和免费软件 Ｉｎｆａｇｏｎ。 Ｄｏｇｍａ Ｍｏｄｅｌｅｒ 和 Ｔ唱Ｌｅｘ
都是基于 ＯＲＭ 的工具，专为本体研究而开发的。 ＮＯＲＭＡ 是
一个开源的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Ｖｉｓｕａｌ Ｓｔｕｄｉｏ插件，目前正在开发新的版
本以全面支持新一代的 ＯＲＭ ２．０建模［２１］ 。

3　研究现状
概念建模技术相关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建模语言的形式

化基础及其语义表达能力、模型可视化、静态建模方法、动态规
则和过程建模方法、模型管理和模型表达相关的多层抽象机
制、概念模型查询语言、与其他建模语言之间的模型转换、概念
模型转换为本体描述的方法、模型范式、建模过程和工程实践
等应用问题。 面向事实建模技术的研究热点目前主要集中在
动态规则和过程建模、模型转换、本体描述与应用实践这几个
方面，下面分七个方面讨论目前的研究重点和热点。

3畅1　模型转换
ＯＲＭ模型是概念模型，需要进一步转换为逻辑模型、内部

模式或外部模式才能用于信息系统的开发实现。 将 ＯＲＭ 模
式转换为关系数据库模式的正向工程研究已经持续了十多

年［２２，２３］ ，反向工程的研究也同样如此［２４，２５，１６］ ，并且已有多个
ＯＲＭ工具支持自动转换工作。

最近几年的研究热点开始转向将 ＯＲＭ 模型转换为
ＵＭＬ［２６］ 、ＸＭＬ 模式［２７］ 、外部模式（窗体和表格等）、Ｗｅｂ 接
口［２８ ～３０］和程序设计语言。 有的 ＯＲＭ 工具已能自动将 ＯＲＭ
模式映射为对象程序设计代码［３１］ ；有学者开始研究如何从
ＯＲＭ模型生成完整的应用程序［３２］ 。 已有文献提出将 ＯＲＭ 模
型转换为本体描述语言 ＯＷＬ 和描述逻辑表达的知识模型，但
还没有成熟的算法和方法提出。

上述文献中采用的各种研究方法主要针对两种语言模型

之间的直接转换，未采用更高抽象层次的映射方法，如最近提
出的基于本体元建模理论的语义模型映射技术。 从模型转换
算法的形式化表达来看，只有少数几篇论文讨论具体的算法实
现问题，多数文献停留在图形符号对应转换的分析层面。 进一
步的研究应直接在 ＭＯＦ和 ＸＭＩ的基础上，采用本体元建模理
论解决不同模型之间的转换问题。

3畅2　概念模型查询语言
可直接查询 ＯＲＭ模型的概念查询语言是 ＯＲＭ相关的研

究方向。 第一个概念查询语言是 ＲＩＤＬ［１０］ ，随后是 ＬＩＳＡ唱Ｄ［１８］

和 ＣｏｎＱｕｅｒ［２０］ 。 目前，Ｈａｌｐｉｎ领导的 ＮＯＲＭＡ项目正在研究如
何提供一种统一的文本语言来表达公式和查询 ＯＲＭ 模型，研
究目标是该语言应同时具有 ＦＯＲＭＬ和 ＣｏｎＱｕｅｒ两种语言的表
达能力，且语法更为简单。

3畅3　动态规则和过程建模
与 ＵＭＬ相比，ＯＲＭ的优势主要在于静态信息建模，但在

动态规则和过程建模方面则毫无见长。 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有
的学者提出了 ＯＲＭ的扩展版本以支持时态和业务过程建模。

Ｆａｌｋｅｎｂｅｒｇ等人［３３］提出的面向时间的过程模型 ＴＯＰ可以
采用事实类型来表达不同时态维度和粒度的模型。 ＴＲＩＤＬ模
型含有时间操作符和动作语义［３４］ ，ＬＩＳＡ唱Ｄ［１８］支持基本的更新

操作。 基于过程代数的形式化基础，Ｈｏｆｓｔｅｄｅ［３５］提出将任务结

构和任务处理建模为几个不同的过程。 ＥＶＯＲＭ［３６］形式化描

述了信息系统的一阶和二阶演化方法。 有的学者已经解决了
反射规则［３７］ 、行为扩展［１９］和从 ＯＲＭ 模型推导出活动模型［３８］

等这些问题。
近期的研究表明，面向事实方法甚至比 ＵＭＬ 更适宜于添

加状态机行为语义到模型中［３９］ ，而且更易于描述动态规则，动
态规则可以作为事实类型来描述，但却很难描述为对象类型或
类［４０］ 。 Ｍｏｒｇａｎ［３９］提出了基于静态建模符号体系来表达动态

规则和业务过程的语义，这种思想从抽象的角度来看有表达优
势，容易将静态模型和动态模型集成为一体；同时，通过使用对
象化联系等抽象技术，可以控制面向事实的对象粒度，可以从
不同层次观察过程模型。
虽然上述文献已经提出了 ＯＲＭ 相关的几种动态规则和

过程建模模型，但还未形成有效的建模方法，未将动态模型与
静态模型集成为一体，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虽然文献
中提出了基于静态建模符号体系来表达动态规则和业务过程

语义的思想，但还未提出具体实现方法和相关算法，需要进一
步研究。

3畅4　本体描述和语义表达能力
正在进行的一些研究热点包括：ａ）使用 ＯＲＭ建模方法学

来构建和重用本体［４１ ～４３］ ，将 ＯＲＭ 模型转换为 ＯＷＬ和描述逻
辑等本体描述；ｂ）有多位学者建议寻求更好的方法丰富 ＯＲＭ
的语义表达能力，以便解决以下问题：情景感知系统的语义互
操作［４４］ 、部分—整体关系［４５］ 、默认推理［４６］ 、各种概念连接问
题［４７］以及实体分解规则［４８］等；ｃ）有多篇文献讨论了是否应扩
展 ＯＲＭ，以便直接支持集合类型、高阶语义类型和代数数据类
型［４９ ～５１］ 。

3畅5　模型抽象机制
只要应用领域稍微复杂些，其 ＯＲＭ 模型图可能就会很

大，不方便阅读和理解。 这是 ＯＲＭ 建模方法最致命的缺点。
为了解决该问题，有学者提出了抽象机制来管理很大的 ＯＲＭ
模型［５２ ～５４］ ，目前已有个别 ＯＲＭ 工具能管理手工抽象出来的
高层模型，但还没有提出具体抽象算法来实现模型的自动抽象
机制。 与静态结构模型相似，面向事实的过程模型也会面临过
于复杂和庞大的问题。 目前还没有文献讨论 ＯＲＭ 过程模型
的多层抽象机制问题。

3畅6　对象化和建模范式
因为支持对象的一元联系建模，ＯＲＭ 能够支持对象化联

系的建模方法。 ＦＣＯ唱ＩＭ将所有实体类型都处理为对象化的联
系［１５］ ，而 ＮＯＲＭＡ则基于语序位置和命题规范提出一种新的
形式化语义来支持隐含的对象化联系技术［５５］ 。
目前，有为数不少的学者对 ＯＲＭ 本身的相关主题进行了

研究，如模型范式、模式等价、模式转换、概念优化以及子类范
式等［２，２２，５６ ～５８］ ，这些问题不仅是 ＯＲＭ相关的热点研究问题，也
是概念建模领域的热点研究问题。
模型范式扩大了概念模型的重用范围，是研究本体概念模

型重用方面最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 随着设计模式思想在面向
对象领域的实现，该思想也逐步应用到概念模型的重用研究中。

3畅7　工程实践与应用
目前，ＯＲＭ的应用研究主要集中在模型质量评价［５９］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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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库中动态多维数据的反规范化［６０］ 、需求工程［６１］和决策支持

系统［６２］等领域。 Ｄｉｅｔｚ等人［６３］探索了联合使用 ＯＲＭ与主动对
象关系建模（ａｇｅｎｔ ｏｂｊｅｃ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ＯＲＭ）的方法。
Ｅｖｅｒｅｓｔ［６４］和 Ｂｏｌｌｅｎ［６５］讨论了 ＯＲＭ在教育领域的建模实践，这
同时也是对建模过程本身的实践。 Ｂｏｍｍｅｌ［６６］和 Ｈｏｐｐｅｎｂｒｏｕｗ唱
ｅｒｓ等人［６７，６８］探讨了使用 ＯＲＭ建模的最佳实践指南。

ＯＲＭ建模方法虽然已经提出三十多年，但一直不是工业
级的建模方法，业界应用案例不多，这可能与以下因素相关：
ＯＲＭ建模方法学只面向概念建模；ＯＲＭ建模语言与各类主流
程序设计语言和数据库模式差异较大，相应的工具支持不足，
概念建模处于整个信息系统生命周期的初始阶段，仍未受到足
够的重视等。

随着语义网技术的发展，领域本体的概念建模需求不断增
长，ＯＲＭ建模技术也逐渐应用到本体工程中。 最近，有学者从
模型质量、建模时间等角度，对采用不同建模方法建立同一业
务领域的概念模型进行了比较，其结论是采用 ＯＲＭ建模的模
型综合评价最好［２１］ 。

4　结束语
ＯＲＭ是以分析自然语言为核心的概念建模技术，具备完备

和一致的形式语义表达和推理能力，可采用一阶逻辑进行形式
表达，不仅适用于需求分析的辅助建模工具，还可用于描述领域
知识。 该建模技术已经提出三十多年，形成了几个相似的流派，
开发出了不同的建模工具，并在多个信息系统分析和本体建模
项目中得以应用实践。 作为概念建模工具，ＯＲＭ在动态建模、
模型抽象机制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作为本体建
模辅助工具，还需将 ＯＲＭ模型转换为 ＯＷＬ等本体描述语言的
模型；此外，ＯＲＭ的业务规则表达也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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