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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数据库基础概述
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化的社会，信息已经成为各行各业的重要资源。数据是信息的

载体，数据库是相互关联的数据集合。数据库能利用计算机保存和管理大量复杂的数据，
快速而有效地为多个不同的用户和应用程序提供数据，帮助人们有效利用数据资源。目
前，数据库应用已遍及生活中的各个角落，例如，学校的教学管理系统、图书馆的图书借阅
系统、车站及航空公司的售票系统、电信局的计费系统、超市的售货系统、银行的业务系
统、工厂的管理信息系统等。

数据库技术已经成为先进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计算机信息系统及计算
机应用系统的基础和核心。因此，掌握数据库技术是全面认识计算机系统的重要环节，也
是适应信息化时代的重要基础。

本章主要介绍数据库系统的基本概念、数据模型、数据库系统结构、关系数据理论和
数据库系统体系结构。

１．１　数据库系统概述
在系统地介绍数据库的概念之前，这里首先介绍数据库最常用的一些基本概念。

１．１．１　数据管理技术的产生和发展
数据是现实世界中实体（或客体）在计算机中的符号表示。数据不仅可以是数字，还

可以是文字、图表、图像、声音等。每个组织都保存了大量复杂的数据。例如，银行有关储
蓄存款、贷款业务、信用卡管理、投资理财等方面的数据；医院有关病历、药品、医生、病房、
财务等方面的数据；超市有关商品、销售情况、进货情况、员工等方面的信息。数据是一个
组织的重要资源，有时甚至比其他资源更珍贵，因此必须对组织的各种数据实现有效管
理。数据管理是指对数据的分类、组织、编码、存储、检索和维护等操作。数据库的核心任
务就是数据管理。

数据库技术并不是最早的数据管理技术。在计算机诞生的初期，计算机主要用于科
学计算，虽然当时同样存在数据管理的问题，但当时的数据管理是以人工的方式进行的，
后来发展到文件系统，再后来才是数据库。也就是说，数据管理主要经历了人工管理阶
段、文件系统阶段和数据库系统阶段。

１．１．１．１　人工管理阶段
人工管理阶段是指计算机诞生的初期（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以前）。这个时期的计算

机技术，从硬件看还没有磁盘这种可直接存取的存储设备，从软件看还没有操作系统，更
·１·



没有管理数据的软件。在人工管理阶段，程序与数据之间的对应关系如图１１所示。
这个阶段数据管理的特点是：
（１）数据不保存。因为计算机主要用于科学计算，通常不需要长期保存数据，只是在

要完成某一个计算或课题时才输入数据，不仅原始数据不保存，计算结果也不保存。
（２）应用程序管理数据。数据需要由应用程序自己管理，没有相应的软件系统负责

数据的管理工作。应用程序中不仅要规定数据的逻辑结构，而且要设计物理结构，包括存
储结构存取方法、输入方式等，因此程序员负担很重。

（３）数据不共享。数据是面向应用的，一组数据只能对应一个程序。当多个应用程
序涉及某些相同的数据时，由于必须各自定义，无法相互利用、相互参照，因此程序与程序
之间有大量的冗余数据。

（４）数据不具有独立性。数据的逻辑结构或物理结构发生变化后，必须对应用程序
做相应的修改，这进一步加重了程序员的负担。

１．１．１．２　文件系统阶段
文件系统阶段是指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到６０年代中期这一阶段。在这个阶段，计算

机不仅大量用于科学计算，也开始大量用于信息管理。像磁盘这样直接存取的存储设备
已经出现，在软件方面也有了操作系统和高级语言，有专门用于数据管理的软件———文件
系统（或操作系统的文件管理部分）。在文件系统阶段，程序与数据之间的对应关系如
图１２所示。

图１１　人工管理阶段程序与数据的对应关系 图１２　文件系统阶段程序与数据之间的对应关系

这个阶段数据管理的特点是：
（１）由于存储设备的出现，数据可以长期保存在磁盘上，也可以反复使用，即可以经

常对文件进行查询、更新和删除等操作。
（２）操作系统提供了文件管理功能和访问文件的存取方法，程序和数据之间有了数据

存取的接口，程序开始通过文件名和数据打交道，可以不再关心数据的物理存放位置。因
此，这时也有了数据的物理结构和逻辑结构的区别。程序和数据之间有了一定的独立性。

（３）文件的形式多样化。由于有了磁盘这样的直接存取存储设备，文件也就不再局
限于顺序文件，也有了索引文件、链表文件等。因此，对文件的访问可以是顺序访问，也可
以是直接访问；但文件之间是独立的，它们之间的联系要通过程序去构造，文件的共享性
也比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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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数据的存取基本上以记录为单位。
尽管文件系统阶段较手工阶段已经有了长足进步，但仍然存在如下缺陷：
（１）数据冗余度大。由于文件都是为特定的用途设计的，因此会造成同样的数据在

多个文件中重复存储，导致数据冗余度大，容易造成数据的不一致。
（２）数据独立性差。应用程序是根据文件结构编写的，文件结构一旦改变，应用程序

也必须随之进行修改，程序和数据之间的独立性较差。
（３）数据联系弱。文件与文件之间是独立的，文件之间的联系必须通过程序来构造。

因此，文件是一个不具有弹性的、无结构的数据集合，不能反映现实世界事物之间的联系。

１．１．１．３　数据库系统阶段
数据库系统阶段是指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至今。在这个阶段，计算机主要用于大规

模的管理，涉及的数据量急剧增长。这时硬件已有大容量磁盘，价格下降；软件则价格上
升，为编制和维护系统软件及应用程序所需的成本相对增加；在处理方式上，联机实时处
理要求更多，并开始提出和考虑分布处理。在这种背景下，以文件系统作为数据管理手段
已经不能满足应用的需求，于是为解决多用户、多应用共享数据的需求，使数据为尽可能
多的应用服务，数据库技术应运而生，出现了统一管理数据的专门软件系统———数据库管
理系统。在数据库系统阶段，程序与数据之间的对应关系如图１３所示。

图１３　数据库系统阶段程序与数据的对应关系

数据库是指长期存储在计算机存储设备上的相互关联的、可以被用户共享的数据集
合。用数据库系统来管理数据比文件系统具有明显的优点，从文件系统到数据库系统，标
志着数据管理技术的飞跃。

数据库系统主要有以下优点。
１．数据库是相互关联的数据的集合
现实世界的数据信息是相互关联的，用数据库管理数据可以将数据之间的关联关系

也体现出来。数据库中的数据不是孤立的，数据与数据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在数据库中
不仅能反映数据本身，还能反映数据与数据之间的联系。例如，在银行贷款管理中，数据
库中不仅要存放银行和法人两类数据，还要存放哪些法人在哪些银行进行贷款的信息，这
就反映了银行数据与法人数据之间的联系。
２．具有较小的数据冗余
在文件系统中，每个应用都拥有各自的文件，即同一数据可能存放在不同的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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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带来了大量的数据冗余。在数据库系统中，数据成为统一的逻辑结构，每一个数据项的
值可以只存储一次，从而最大限度地控制了数据冗余。所谓控制数据冗余，是指数据库系
统可以把数据冗余限制在最少，系统也可保留必要的数据冗余。事实上，由于应用业务或
技术上的原因，如数据合法性检验、数据存取效率等方面的需要，同一数据可能在数据库
中保持多个副本。但是在数据库系统中，冗余是受控的。系统知道冗余，保留必需的冗余
也是系统预定的。
３．具有较高的数据独立性
数据独立性是指数据的组织和存储方法与应用程序互不依赖、彼此独立的特性。在

数据库技术之前，数据文件的组织方式和应用程序是密切相关的，当改变数据结构时，相
应的应用程序也随之修改，从而极大地增加了应用程序的开发代价和维护代价。数据库
技术可以使数据的组织和存储方法与应用程序互不依赖，从而大幅降低应用程序的开发
代价和维护代价。
４．具有安全控制机制，能够保证数据的安全、可靠
数据库技术要能够保证数据库中的数据是安全的、可靠的。数据库要有一套安全机

制，以便有效地防止数据库中的数据被非法使用或非法修改；数据库还要有一套完整的备
份和恢复机制，以便保证当数据遭到破坏时（软件或硬件故障引起的），能够立刻完全恢复
数据，从而保证系统能够连续、可靠地运行。
５．最大限度地保证数据的正确性
保证数据正确的特性在数据库中称为数据完整性。可以在数据库中通过建立一些约

束条件来保证数据库中的数据是正确的。例如，北京市电话的区号是０１０，当输入
０２７５６７８５４３６时，数据库能够主动拒绝这类错误。

６．数据可以共享并能保证数据的一致性
数据库中的数据是共享的，允许多个用户同时使用相同的数据，并能保证各个用户之

间对数据的操作不发生矛盾和冲突，即在多个用户同时使用数据库时，能够保证数据的一
致性和正确性。

１．１．２　数据库系统的组成
数据库系统（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ｙｓｔｅｍ，ＤＢＳ）是指在计算机系统中引入数据库后的系统，一

般由数据库（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ＤＢ）、数据库管理系统（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ＤＢＭＳ）及
其开发工具、应用系统、数据库用户和管理员（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ＤＢＡ）构成。其
中，数据库是系统的核心，ＤＢＭＳ及其开发工具和数据库管理员是系统的基础，应用系统
和用户是系统服务的对象。在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数据库系统常常简称为数据库。

数据库系统的组成如图１４所示。数据库系统在整个计算机系统中的位置如图１５
所示。

数据库系统对硬件的要求除了一般计算机系统对硬件的要求外，还要求有足够
大的内存，以便存放操作系统、ＤＢＭＳ的核心模块、数据缓冲区和应用程序；有容量
足够大的磁盘等直接存取设备，以便存放数据和作数据备份；有较高的数据传输
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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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数据库系统的组成

图１５　数据库系统在整个计算机系统中的位置

数据库系统的软件主要有ＤＢＭＳ、支持ＤＢＭＳ运行的操作系统、具有与数据库接口
的高级程序设计语言及其编译程序、以ＤＢＭＳ为核心的应用开发工具和为特定应用开发
的数据库应用系统。

数据库用户和数据库管理员是数据库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作用是开发、管理
和使用数据库系统。不同人员涉及不同的数据抽象级别，对应不同的数据视图。

１．１．３　数据库管理系统
１．１．１节提到的数据库的各种功能和特性，并不是数据库中的数据固有的，而是靠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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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或支持数据库的系统软件———数据库管理系统提供的。一个完备的数据库管理系统应
该具备１．１．１节提到的各种功能，它的任务就是对数据资源进行管理，并且使之能为多个
用户共享，同时保证数据的安全性、可靠性、完整性、一致性和高度独立性。

具体来说，一个数据库管理系统应该具备如下功能。
（１）数据定义功能：定义数据库的结构和数据库的存储结构、定义数据库中数据之

间的联系、定义数据的完整性约束条件等。
（２）数据操纵功能：对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查询、插入、删除和修改操作。
（３）数据维护功能：为了提高数据库的性能，可以重新组织数据库的存储结构，为了

保证数据库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可以完成数据库的备份和恢复等。
（４）数据控制功能：实现对数据库的安全性控制、完整性控制、多用户环境下的并发

控制等各方面的控制。
（５）数据通信功能：在分布式数据库或提供网络操作功能的数据库中还必须提供数

据的通信功能。
（６）数据服务功能：数据库不是一个孤立的系统，通常可以被其他软件访问，可以与

其他系统交换数据；数据库中的数据也不是简单的操纵和查询，还可以提供很多服务，如
数据分析服务等。

１．２　数据模型
数据库中不仅存储数据本身，还要存储数据与数据之间的联系，这种数据及其联系是

需要描述和定义的，数据模型正是用于完成这一任务的。

图１６　对现实世界的
抽象过程

１．２．１　数据模型的概念、分类及构成
１．２．１．１　概念

　　模型是对现实世界特征的模拟和抽象，它可以帮助人们描述和了解现实世界。人们
可以将现实世界的物质抽象为模型。同时，看到模型，人们就能想象现实世界的物质。数

据模型（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也是一种模型，它是现实世界数据特征的抽
象。设计数据库系统时，一般要求用图或表的形式抽象地反映
数据彼此之间的关系，这被称为建立数据模型。现有的数据库
系统都是基于某种数据模型的。

数据模型应满足三方面要求：一是能比较真实地模拟现实
世界；二是容易为人所理解；三是便于在计算机上实现。

计算机不能直接处理现实世界中的具体事物，所以人们必
须把具体事物抽象并转换成计算机能够处理的数据。一般要经
过两个阶段：首先将现实世界中的客观对象抽象为信息世界的
概念数据模型；然后将信息世界的概念数据模型转换成机器世
界的组织数据模型，如图１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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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２　三个领域
为了能够很好地理解数据模型，下面先介绍现实世界、信息世界和机器世界这三个

领域。
１．现实世界
现实世界是存在于人们头脑外的客观世界。在现实世界中，事物之间不是相互孤立

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事物及其之间的联系正是建立数据库的原始数据。现实世界中的
原始数据是错综复杂的，数据量是很大的。例如，银行贷款管理、企业人事管理、超市销售
管理等。
２．信息世界
信息世界是现实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它搜集、整理现实世界的原始数据，找出数据

之间的联系和规律，并用形式化方法表示出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信息世界最
主要的特征是可以反映数据之间的联系。
３．机器世界
机器世界是数据库的处理对象。信息世界的信息经过加工、编码转换成机器世界的

数据，这些数据必须具有自己特定的数据结构，能反映信息世界中数据之间的联系。计算
机能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并向用户展示经过处理的数据。

１．２．１．３　数据模型的分类
在数据库系统中，针对不同的使用对象和应用目的，往往采用不同的数据模型。根据

数据模型的不同应用目的，可以将这些模型划分为两类，它们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层次。
第一类模型是概念数据模型。它面向现实世界，从数据的语义视角来抽取模型，按用

户的观点对数据和信息建模，强调语义表达能力，建模容易、方便，概念简单、清晰，便于用
户理解，是现实世界到信息世界的第一层抽象，是用户和数据库设计人员之间进行交流的
语言。概念数据模型主要用在数据库的设计阶段，与ＤＢＭＳ无关。常用的概念数据模型
是实体联系模型。

第二类模型是组织数据模型，也称为数据模型。它是一种基于记录的模型，主要包括
网状模型、层次模型、关系模型等。组织数据模型是面向机器世界的，它按照计算机系统
的观点对数据建模，从数据的组织层次来描述数据，一般与实际数据库对应。例如，网状
模型、层次模型、关系模型分别与网状数据库、层次数据库和关系数据库对应，可以在机器
上实现。这类模型有更严格的形式化定义，常需要加上一些限制或规定。组织数据模型
是数据库系统的核心和基础，各种机器上实现的ＤＢＭＳ软件都是基于某种组织数据模
型的。

设计数据库系统时，通常利用第一类模型作初步设计，之后按一定方法转换为第二类
模型，再进一步设计全系统的数据库结构，最终在计算机上实现。

１．２．１．４　数据模型的构成元素
数据模型包括三部分：数据结构、数据操作和数据的约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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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数据结构
数据结构用于描述数据库系统的静态特性，包括数据库中数据的组成、特性及其相互

间联系。在数据库系统中通常按数据结构的类型来命名数据模型，如网状结构、层次结构
和关系结构的模型分别被命名为网状模型、层次模型和关系模型。
２．数据操作
数据操作用于描述数据库系统的动态特性，是对数据库中各种对象的实例允许执行

的操作的集合，包括操作及有关的操作规则。数据库的数据操作主要有查询、插入、删除
和更新。数据模型要给出这些操作的确切定义、操作符号、操作规则及实现操作的语言。
３．数据的约束条件
数据的约束条件也用于描述数据库系统的静态特性，是一组数据完整性规则的集合。

它给定数据模型中数据及其联系所具有的制约依存规则，用于限定符合数据模型的数据
库状态及其变化，以保证数据的完整性。

数据模型的这三方面内容完整描述了一个数据模型，而其中的数据结构是首要内容。

１．２．２　实体—联系模型
概念模型主要描述现实世界中实体以及实体和实体之间的联系。Ｐ．Ｐ．Ｓ．Ｃｈｅｎ于

１９７６年提出的实体—联系（Ｅｎｔｉｔ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ＥＲ）模型是支持概念模型的最常用方
法。ＥＲ模型使用的工具称为ＥＲ图，它描述的是现实世界的信息结构。

ＥＲ模型主要包含三个要素：实体、属性和联系。

１．２．２．１　实体
现实世界中所管理的对象称为实体（Ｅｎｔｉｔｙ）。实体的定义为：客观存在并可以相互

区分的客观事物或抽象事件。例如，职工、学生、银行、桌子都是客观事物，球赛、上课都是
抽象事件，它们都是现实世界管理的对象，都是实体。

在关系数据库中，一般一个实体被映射成一个关系表，表中的一行对应一个可区分的
现实世界对象，称为实体实例（ＥｎｔｉｔｙＩｎｓｔａｎｃｅ）。比如，“银行”实体中的每家银行都是
“银行”实体的一个实例。这里所提到的实体在其他书中有用实体集或实体型表示的，这
里所提到的实体实例在其他书中有用实体表示的。

图１７　实体示例

在ＥＲ图中用矩阵框表示实体，在框内写上
实体，图１７分别显示了银行、雇员和球赛三个实
体的ＥＲ图表示。

１．２．２．２　属性
实体所具有的某一特性称为属性（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一个实体可以由若干个属性来刻画。

例如，雇员可以由雇员号、雇员名、工资和经理号来刻画。人们可以根据实体的特性来区
分实体。但并不是每个特性都可以用来区分实体，因此又把用于区分实体的实体特性称
为标识属性。例如，雇员的雇员号是标识属性，用雇员号可以区分一个个雇员，而工资则
不是标识属性。

·８·

数据库应用技术（第３版）



在ＥＲ图中用椭圆框或圆角矩形框表示实体的属性，框内写上属性名，并用连线连到
对应实体。可以在标识属性下加下画线。图１８显示了用ＥＲ图表示的雇员实体及其属性。

图１８　雇员实体及其属性

１．２．２．３　联系
在现实世界中，事物内部以及事物之间是有联系的，这些联系在信息世界反映为实体

内部的联系和实体之间的联系。实体内部的联系通常是指组成实体的各属性之间的联
系。例如，图１８中雇员实体的属性“雇员号”与“经理号”之间就有关联关系，即经理号的
取值受雇员号取值的约束（因为经理也是雇员，也有雇员号），这就是实体内部的联系。实
体之间的联系通常是指不同实体之间的联系。例如，在银行贷款管理信息系统中，银行实
体和法人实体之间就存在“贷款”联系。我们主要研究的是实体之间的联系。实体之间的
联系用菱形框表示，框内写上联系名，然后用连线与相关的实体相连。实体之间的联系按
联系方式可分为三类。

（１）一对一联系（１∶１）
如果实体Ａ与实体Ｂ之间存在联系，并且对于实体Ａ中的任一个实例，实体Ｂ中至

多有一个（也可以没有）实例与之关联，反之亦然，则称实体Ａ与实体Ｂ具有一对一联系，
记作１∶１。例如，飞机的乘客和座位之间、学校与校长之间都是１∶１联系，要注意的是
１∶１联系不一定是一一对应，如图１９所示。联系本身也有属性，图１９中乘客与座位的
联系———“乘坐”的属性为“乘坐时间”。

图１９　一对一联系示例

（２）一对多联系（１∶狀）
如果实体Ａ与实体Ｂ之间存在联系，并且对于实体Ａ中的任一实例，实体Ｂ中有狀个

实例（狀≥０）与之对应；而对于实体Ｂ中的任一个实例，实体Ａ中至多有一个实例与之对
应，则称实体Ａ到实体Ｂ的联系是一对多的，记为１∶狀。例如，部门和职工之间、学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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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之间都是１∶狀联系，如图１１０所示。

图１１０　一对多联系示例

（３）多对多联系（犿∶狀）
如果实体Ａ与实体Ｂ之间存在联系，并且对于实体Ａ中的任一实例，实体Ｂ中有狀个

实例（狀≥０）与之对应；而对实体Ｂ中的任一实例，实体Ａ中有犿个实例（犿≥０）与之对
应，则称实体Ａ到实体Ｂ的联系是多对多的，记为犿∶狀。例如，银行和法人之间、商场和
顾客之间都是犿∶狀联系，如图１１１所示。

图１１１　多对多联系示例

１．２．３　关系数据模型
关系数据模型就是用关系表示现实世界中实体以及实体之间联系的数据模型。关系

数据模型包括关系数据结构、关系数据操作和关系完整性约束三个重要要素。

１．２．３．１　关系模型的数据结构
关系数据结构非常简单，在关系数据模型中，现实世界中的实体及实体之间的联系均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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