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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面向对象的分析与设计》是一本全面论述面向对象分析与设计方法的专著。
全书分为3部分。
第一部分为基础篇，论述面向对象方法的基本思想和主要概念，对不同的分析与设计方法进行综述，
对统一建模语言（UML）和《面向对象的分析与设计》提出的方法做概要介绍。
第二部分为分析篇，详细介绍面向对象分析的全过程，围绕面向对象建模中的需求模型（用况图）、
基本模型（类图）、辅助模型（包图、顺序图、活动图以及其他各种UML模型图）和模型规约，对面
向对象的分析进行深入讨论，给出详细的过程指导和工程策略，并对相关的UML内容做较详细的介绍
。
第三部分为设计篇，介绍如何在面向对象分析模型基础上，针对具体的实现条件进行面向对象的系统
设计，包括问题域部分、人机交互部分、控制驱动部分和数据接口部分4个主要部分的设计，最后介
绍如何进行构件化与系统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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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以相同的方式与系统进行交互的参与者可能有多个。
例如在一个超级市场中有多个收款员。
在识别收款员这种参与者时，是按照人类通常采用的抽象思维方式，把所有的收款员作为一个概念来
考虑的，而不是单个地考虑每一个具体的收款员。
在用况图中，一个表示参与者的图形符号代表了同一类型的全部参与者。
 在需求分析中要找出每一类参与者，但是对参与者的描述并不需要太多信息，通常只要给出它们的名
称。
如果其名称不足以准确地表达这类参与者是一种什么人或者物，可以在用况图的规约中附加一点简明
扼要的文字说明。
 用况图中的参与者和类图中的类都是对现实世界中某些事物的抽象。
那么，二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根本的区别是：类是系统的构成元素，位于系统边界以内，在编程时需要用程序来实现；参与者不是
系统的构成元素，只是位于系统边界以外与系统交互的外界事物，不对应任何程序代码。
对现实世界中的某一事物，如何判断它应该成为系统中的对象还是作为系统以外的参与者？
可通过以下条件来判断： 如果某一事物需要由系统来保存、管理和使用它的某些信息，或者由系统来
实现它的某些行为，则它应该被抽象为系统中的对象，用类图中的类来表示； 如果某一事物将与系统
直接进行交互，以使用系统的某些功能，则它应该被看成系统的参与者，在用况图中表示； 如果某一
事物同时具备以上两个条件，则它既要被抽象为系统中的对象，又要作为系统的参与者，在类图和用
况图中都要加以表示； 如果某一事物不具备上述任何条件，则它与系统没有任何关系，应该被忽略。
 发现参与者的基本思路是：分析用户所要求的每一项功能是由哪些人员、设备或外系统来使用的，或
者说每一项功能的执行需要哪些人员、设备或外系统与系统进行信息交互。
这些与系统交互的人员、设备或外系统就是系统的参与者。
以下分别讨论3类参与者的发现策略。
 1.人员 首先从接受系统服务的人员中发现参与者。
找出哪些人员是系统的直接使用者。
注意，这里强调的是“直接使用”。
间接地使用系统的人不能看成参与者。
例如，公司的经理如果只是阅读秘书从系统获得的报表，而自己并不直接操纵系统，那么，参与者应
该是秘书而不是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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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面向对象的分析与设计》可供计算机软件领域的研究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计算机软件专业的教师
、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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