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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数据库原理及其应用教程》（第二版）出版4年来，已被全国几十所高校选作“数据库原理及其应
用”课程或同类课程的教材，并被评选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同时，广大读者对本书第二版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为本书的改版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此谨向所有读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第三版除继承和发扬第二版的优点外，还着重考虑了以下两个现实问题：（1）知识更新问题。
最近几年，数据库技术的发展十分迅速，应用领域更加广泛，不仅体现在SQL国际标准的修订和发布
周期越来越短，而且体现在各大数据库厂商新版。
DBMS产品推出的速度越来越快，功能越来越丰富，更体现在业界对XML技术的普遍支持。
因此，教材不仅要融人数据库最新技术发展和应用问题的讨论，还必须建立新的实验平台，包括更
新DBMS实验环境以及应用系统的开发工具等。
（2）人才需求问题。
社会对计算机人才的需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培养计算机精英人才为目标的学术研究型传统教育模
式已不能完全满足社会和行业对计算机应用型人才的需求，计算机教育的定位由此发生了巨大变化，
出现了以应用为基础的计算机应用型教育。
基于此，中国计算机学会教育专业委员会于2009年11月在北京成功举办了全国首届计算机应用型人才
培养论坛。
本书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和社会需求条件下，在浙江省精品课程建设项目支持和近几年教学改革与实
践基础上进行修订和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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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详细介绍了数据库原理、方法及其应用开发技术。
全书共分8章，分别介绍了关系数据库标准语言——SQL，数据模型，数据库系统的模式结构，关系模
型与关系代数运算，关系模式的规范化设计理论，数据库的安全与保护，RAID技术，数据库设计与实
施，数据库应用系统的体系结构，Microsoft SQL Server 2008的安全管理、完整性策略、恢复技术、并
发控制方法、触发器和存储过程，一个基于．NET框架的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08，C#/SQL Server
2008的C/S结构的简单数据库应用系统开发过程等内容。
书中还介绍了数据库技术的新发展，如面向对象数据库技术、分布式数据库、XML数据库、数据仓库
与数据挖掘技术等。
    本书配有较多的例题和适量的习题，随书光盘包括书中所有SQL例题和分别用C#．NET(SQL Server
2008)、Delphi和Visual Basic(SQL Server 2000/2008)开发的数据库应用系统实例源程序和安装程序，并赠
送PPT课件一套，不仅有利于教师进行多媒体教学，还便于学生自学。
    本书既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相关专业“数据库原理及其应用”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成人教育和自
学考试同名课程的教材和参考书，还可作为盯领域科技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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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3.3买体·联系（E—R）模型 由图2—6可以看出，概念数据模型是数据库设计员
在数据库设计过程中对现实世界特征的第一层次的数据抽象，也是数据库设计员和用户之间进行交流
的语言，因此概念数据模型一方面应该具有较强的语义表达能力，能够方便、直接地表达应用中的各
种语义知识，另一方面它还应该简单、清晰、易于用户理解。
P.P.S.Chen于1976年提出的实体一联系方法（entity—relationship approach），简称E.R方法或E.R模型，
就具备这些性质，因而是一种概念数据模型。
虽然概念数据模型的表示方法很多，但其中E—R模型却是最为常用和最为著名的。
E—R模型用E—R图来抽象表示现实世界的特征，是一种语义表达能力强且易于理解的概念数据模型。
 1.E—R模型中的基本概念 （1）实体（entity） 客观存在并可相互区别的事物都称为实体。
实体可以是具体的人、事、物，也可以是抽象的概念或联系。
例如，张山、王涛，计算机系、离散数学、教材、教学楼等都是实体。
实体不能严格地精确定义，就像几何学中的“点”和“线”等概念一样。
理解这个概念的关键之处是一个实体能和别的实体相区别。
实体的可区分性非常类似面向对象模型中的对象具有可标识的特点，因此，也有人将E—R模型归结为
一种简化的面向对象数据模型。
 （2）属性（attribute） 实体通常具有若干特征，每个特征称为实体的一个属性。
属性是相对实体而言的，是实体所具有的特征，它与记录型或基本表结构中的属性对应。
例如，每个学生实体都具有学号、姓名、年龄、性别、系别、年级等属性（学号、姓名等称为属性名
），每个属性赋予确定的值，如（20010304，张山，19，男，计算机，2001.09.01）就用数据抽象地表
示了一个确定的学生实体，即一个记录对应一个实体或基本表中的一个元组。
 属性可以分为基本属性和复合属性两类。
基本属性是不可再分的属性，比如性别和年龄就是基本属性。
复合属性是可以再分解成其他属性的属性，如学生的入学日期就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再分解成年、月、
日三个属性。
 （3）实体型（entity type） 具有相同属性的一类实体必然具有共同的特征和性质。
因此，用实体类名（简称实体名）及其属性名集合来抽象和刻画同类实体，称为实体型。
例如，学生（学号，姓名，性别，年龄，系，入学时间）就是一个实体型，它与记录型和基本表结构
对应。
这里的“学生”是实体名。
在数据库设计中，实体名，属性名均可由设计人员根据实际需要自由命名。
比如，“学生”这个实体名就可以用Student或xuesheng等来命名。
 （4）实体集（entity set） 若干同型实体的集合称为实体集，它与基本表对应。
例如，信息学院的学生就是一个实体集。
实体集的名一般可以使用实体型的名。
在实际应用中，一个实体型通常可以抽象地看作一个实体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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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数据库原理及其应用教程(第3版)》既可作为普通高等院
校相关专业“数据库原理及其应用”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成人教育和自学考试同名课程的教材和参
考书，还可作为盯领域科技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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