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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企业在实施信息化过程中，由于未规划系统和信息变动因素等存在，使得企业不得不改变 

原有信息系统的数据模式，但现有的信息组织技术及理论却难以解决未规 l系统和信息变动对数据模 

式无损依赖性和无损连接性的影响，极大地影响了企业实施信息化的进程，也造成了资源浪费。针对以 

上问题，以关系数据理论为基础，借助E—R语义建模模型，提出了一种基于实体连接的信息组织技术， 

该信息组织技术具有良好的扩展性和柔性，能够适应企业信息的变化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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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主导的知识革命促进了传统工 

业的知识化转变，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产生了重大的影 

响，信息化成为企业发展的必然。企业实施信息化的 

根本 目的是通过提高企业对信息获取、处理、传递、存 

储和利用的能力来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信息组织技 

术着眼于企业信息化全局的信息管理、维护以及存储 

的构架问题，是企业信息化的基础和根本。企业信息 

化要求信息组织技术能够适应因企业调整变化而引起 

的有关信息的调整变化，即考虑未规划系统和信息变 

动【l-2】。这里，未规划系统是指目前未纳入考虑或未 

考虑到的信息；信息变动是指改变原有的信息或信息 

处理方法。 

目前，数据库技术仍然是当前信息组织技术的主 

流。在数据库基础理论中，关系数据理论仍占有绝对 

主导地位【3】。在具体的数据库模式设计方面，有关研 

究给出了关系模式规范化的分解方法，可以使数据库 

模式的设计做到近乎完美的地步【4】，但这些方法均建 

立在既定的“全属性集”的基础之上，当“全属性集”发 

生改变，即发生信息的调整变化时，原来近乎完美的数 

据库模式就难以胜任。未规划系统和信息变动对企业 

信息化工作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但目前尚未有有 

效的解决方案 】。因此，研究适应未规划系统和信 

息变动的信息组织技术是当前研究的一个热点方向，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以关系数据理论为基础，借助 E—R模型(Entity 

— Relationship Model，实体一联系模型)，提出了一种 

基于实体连接的信息组织技术，能够很好地适应企业 

信息化中信息的调整与变化。 

1 关系数据理论及数据库模式 

在关系数据理论中，对数据库模式的定义如下： 

对于所关心的客观事物的性质称为属性，属性组 

成一个有限集合称为一个关系模式。 

用 =lA， ，C，⋯}表示在数据库中关心的所有 

属性的集合，简称“全属性集”，要求p是有限的。其中 

A， ，C，⋯ 表示客观事物的属性。 

若足。， ，⋯，足．都是p的子集，它们都是关系模 

式，且 足l u足2 u⋯ u R．： ，则称 =l足l，足2，⋯， 

足．}为p上的一个数据库模式。相应，∞ =lr。，r2，⋯， 

r-}称为 上的一个关系数据库，其中ri为关系模式 

的实例 o 

虽然只要足l u u⋯ u R．= ， =l足l， ， 
⋯

，足．}就是 上的一个数据库模式，但存于 上的数 

据库模式并非唯一，且并非任何一个数据库模式都能 

满足数据管理的要求。 

在实际应用中，数据模式设计首先借助于语义建 

模来描述数据的组织。E—R模型是目前一种常用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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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建模方法。在 E—R模型中，实体是对客观事物或客 

观事件本身及其属性的描述，联系是对客观事物或客 

观事件之问联系的描述。 

考虑未规划系统和信息变动从本质上看是“全属 

性集”的变化，是一个处理信息的范围和量的扩展过 

程。本文从实体和联系的角度将这种扩展分为以下 3 

种情况： 

1)实体属性的扩展 

实体属性的扩展是实体本身属性的增加，这种扩 

展不会影响数据库模式的连接和依赖关系。 

2)实体的扩展 

实体的扩展是指在信息管理过程中所关心的客观 

对象范围的增加，这种扩展会影响原有的数据库模式， 

可能会破坏数据的完整性和一致性，并影响连接和依 

赖关系。 

3)联系的扩展 

联系的扩展是指在信息管理过程中所关心的客观 

对象之间的关系的增加 ，这种扩展一般也会影响原有 

的数据库模式，也有可能会破坏数据的完整性和一致 

性，并影响原有数据库模式的连接和依赖关系。 

从以上 3种分类情况可知：实体和联系的扩展会 

破坏原来的数据库模式，使之产生弊病 ，因此要求能够 

适应这两类扩展。 

3 基于实体连接的数据模式 

从某种意义上讲，E—R建模过程就是一个数据库 

模式的设计过程。但 E—R建模就数据完整性等方面 

并未予以足够考虑，因此一个采用E—R语义建模的 

数据库设计直接影射到一个实际的数据库模式上还存 

在许多问题【l引。Codd指出，关系是形式化的对象，关 

系模式是—个形式化的系统，而 E—R模型并非一个 

形式化的模型。本文从关系模式的具体规定开始，研究 

如何借助E—R语义建模的思想形成一个具体的数据 

库模式。 

3．1 有关实体及其关系模式的规定 

实体是本文提出的数据组织技术的基础，规定 

如下： 

实体是关于客观对象是什么或具有什么特征的 

描述。 

1) 。， ，⋯ ， 分别是描述实体的关系模式， 

(Ei，五)是一组函数依赖模式，五 t-Xi_+y=i， 

NPA(Ei，五)，五 是 巨 唯一的主属性【4】。(i= l，2， 
一 ·

，Jl !o： ， 

2)且对于任何属性集A NPA(E ，五)，A必不 

包含KEY(Ej，乏)，其中 ≠．『。(i=l，2，⋯，n；．『=l，2， 
⋯

，n)。 

其中： 表示一个函数依赖集合；Xi_+ 表示五 

函数地决定 ；玉 I-x,一 表示置_+ 被五所蕴涵； 

NPA(E ，五)表示非主属性集； 

KEY( ，玉)表示主属性集。 

上述规定的含义为： 

a．描述每一实体的关系模式中存在唯一的主属 

性，且任意非主属性都不传递地依赖于主属性。由于实 

体是现实的客观存在，都能够有唯一的标识，因此该规 

定成立。 

b．在任何一个描述实体的关系模式的非主属性 

中，不存在描述其它实体关系模式的关键字，即描述实 

体的关系模式中不存在外关键字。该关系模式是属于 

3 NF的关系模式。 、 

3．2 有关联系及其关系模式的规定 

联系是对实体之间关系的描述。在现实世界中，实 

体之间的关系有两种情况：一是对一种状态的描述，如 

产品和零件的关系就是一种状态；另外是对一个动态 

事件的描述，如描述顾客购买商品时，还需考虑购买 日 

期等因素，这是一个动态过程。 

1)描述实体之间的一种状态 

R为描述实体 。， ，⋯ ， 之问联系的一个关 

系模式，对于任何属性集x KEY(R， )，一定有x 

KEY(El， )u KEY(E2，易)u⋯ u KEY( ， )， 

其中 i=1，2，⋯，n。该关系模式属于 3 NF。 

2)描述实体问的动态事件 

R为描述实体 。， ，⋯ ， 之问关系的一个关 

系模式，其所描述的全部实体的关系模式的主属性只 

能组成 R关键 字 的一部 分，即 KEY(E。，五) u 

KEY( ， )u⋯ U KEY( ， )是置关键字的真子 

集，足关键字还需有其它主属性确定。 

3．3 基于实体连接的数据模式 

根据上面对实体和联系的规定，可给出基于实体 

连接的数据模式。 

1)描述实体的关系模式 

E={ ，A， ，C，⋯，Ⅳ} 

其中 是该关系模式的唯一主属性 ，A，B,C，⋯，Ⅳ 

不是其它任何描述实体的关系模式的主属性。在 上 

的函数依赖集合 为： 

= { _+A， _+ ， _+C，⋯， _+Ⅳ} 

在关系模式 中，任何非主属性都不传递地依赖 

于主属性 ，因此 为第三范式的关系模式，相应( ， 

)属于 3 N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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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描述联系的关系模式 

描述联系的关系模式是描述实体间的的关系。设 

数据库模式中实体的个数为 n，每一个关系模式 R所 

描述的具有联系实体的个数为 ，有 2≤i≤n。 

①描述实体间状态的情况 

R={ ， ，y，⋯，z} 

其中 是属性集合{ 。， ， ， }的子集。设 

中的元素个数为 ，则2≤i≤n。K。， ，⋯， 分别是 

描述实体的关系模式E。， ，⋯ ，E 的主属性，K是R 

的唯一关键字。在 E上的函数依赖集合 为： 

= { _+ ， _+y，⋯， _+z} 

在关系模式 R中，任何非主属性都不传递地依赖 

于 。因此R为第三范式的关系模式，相应(R， )属于 

3 NF。 

② 描述实体间动态事件的情况 

R={K，Al，A2，⋯ ，A，， l， 2，⋯ ， t} 

同样， 是属性集合{K。， ，⋯，K }的子集，设 

中的元素个数为 ，则2≤i≤n。关于 有如下规定，对 

于任何 { 。， ，⋯， }的子集 ，y，一定有 ≠y。 

。， ，⋯ ， 分别是实体 E。， ，⋯ ，E 的主属 

性，A。，A2，⋯ ， 是关于所描述事件的区别属性，如商 

品销售事件的销售 日期、地点等，B。，B：，⋯ ，B‘是事 

件的其它属性，置和A。，A：，⋯ ， 共同组成关系模式 

R的关键字。在R上的函数依赖集合 为： 
= { Al A2⋯ _+ l，KAl A2·· ，_+ ， 

⋯

， Al A2⋯A，_+ } 

在关系模式R中，任何非主属性都不传递地依赖 

于 A。A：·· ，，因此R为第三范式的关系模式，相应 

(R )属于3 NF。上述关系模式可以进行实体化转 

化，变为： 

层 ={ ， ，A-，A：，⋯ ， ， 。， ，⋯， } 

为事件标识。在层上的函数依赖集合 为： 
= { -+ ， —A。， _+A：，⋯， 

_+Aj， _+Bl， _+B2，⋯， 
_+Bk，KAl A2一 _+ l， Al A2⋯ _+ ，⋯ ， 

Al A2⋯ _+ ， Al A2⋯A，_+ } 

在关系模式 E中 任何非主属性都不传递地依赖 

于KA。A：⋯Aj和 ；所有主属性都完全函数依赖于每 

个不包含它的关键字，因此R为BCNF范式的关系模 

式，相应(R， )属于 BCNF范式。 

3)基于实体连接的数据库模式 

基于前面给出的实体和联系的一般形式描述，可 

以给出基于实体连接的数据库模式一般形式： 

对于有限的全属性集 ={A， ，c，⋯}，若 E。， 

，

⋯

，E ，R ，R ，⋯，R 都是 的子集，它们都是关系 

模式，且 El u E2 u⋯ u E U R1 u R2 u⋯ u R = 

，则 上的一个数据库模式 为： 

= {E1，E2，⋯ ，E ，Rl，R2，⋯，R } 

相应 ，∞ ={r。，r ，⋯，r̂}称为是n上的一个关系 

数据库。 

4 基于实体连接的数据模式无损连接性、无损 

依赖性和扩展性分析 

根据文中的规定，每一描述实体和联系的关系模 

式都是第三范式的关系模式，相应函数依赖集合属于 

第三范式；描述联系实体化转化 的关系模式是属于 

BCNF范式的关系模式，相应函数依赖集合属于 BCNF 

范式。因此 ，提出的基于实体连接的信息组织技术能 

满足数据的完整性和一致性约束。 

经过理论分析和证明，提出的基于实体连接的信 

息组织技术作为一种关系模式分解方法是·种无损连 

接和无损依赖的分解⋯。 

当“全属性集”发生改变，即发生信息的调整变化 

时，只要全部描述实体关系的关系模式主属性集合不 

为全都描述实体的关系模式主属性集合的真子集时， 

能做到关系模式分解的无损连接性和函数依赖模式分 

解的无损依赖性 J̈。 

5 结 论 

首先对未规划系统和信息变动进行了分类；针对 

未规划系统和信息变动的3种情况，利用关系数据理 

论和E—R建模方法提出了一种信息组织技术，能够 

有效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和完整性等基本要求。适应企 

业未来的信息变动；提出的基于实体连接的信息组织 

技术为企业信息化提供了一种简单规范的信息组织方 

法，对全局数据管理和信息集成以及企业信息化总体 

规划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提出的基于实体连接的信息组织技术在长安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委托项目“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决策支持系统开发研究与项目实施”，重庆市科学技 

术委员会科技攻关项目“投资决策支持系统研究”等 

项目中得到了成功应用，证明了本文提出的基于实体 

连接信息组织能够适应未规划系统和信息变动，满足 

企业信息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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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course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of enterprises，because of the existence of unplarmed system and in． 

formadon verification，enterprises have to chan ge primary data model of the inform ation system
． But existing information 

organ izing technique an d theory can not solve tl1e influence tl1at unplanned system an d inform ation verificadon impact on 

preserve linkage an d preserve dependency ofthe data mod el，an d this has great effect on the process of Information Engi． 

neering．Aiming at solving t}le problem mentioned above．on the basis ofRelation Data Theory an d making Use o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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