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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内容概要

数据库技术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因此在讲授数据库技术时应该从理论和应用两方面来介绍。《数
据库原理与应用》正是本着这个宗旨做到了理论和应用相结合。《数据库原理与应用》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偏重于数据库理论,主要介绍的是关系数据库理论;第二部分偏重于数据库服务器端的管理和
编程,包括创建数据库、存储过程、触发器、安全管理、备份和恢复等,本部分选用的是sql server 2005;第
三部分偏重于客户端数据库应用编程,介绍了用asp.net编写b/s架构的数据库应用程序的基本技术。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内容全面、实例丰富,并为教师配备了电子教案,方便教学。《数据库原理与应
用》可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专业以及信息管理等相关专业本科生数据库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相关人员
学习数据库知识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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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实体-联系方法使用的工具称为E.R图，它所描述的现实世界的信息结构称为企业模式
（Enterprise Schema），通常也把这种描述结果称为E-R模型。在实体-联系模型中主要涉及三方面内容
：实体、属性和联系。1）实体。实体是具有公共性质并可相互区分的现实世界对象的集合，或者说
是具有相同结构的对象的集合。实体是具体的，例如职工、学生、教师、课程等都是实体。在E.R图
中用矩形框表示具体的实体，把实体名写在框内，如图2-2a中的“经理”和“部门”实体。实体中每
个具体的记录值（一行数据），比如学生实体中的每个具体的学生，我们称之为实体的一个实例。（
注意，有些书也将实体称为实体集或实体类型，而将每行具体的记录称为实体。）2）属性。每个实
体都具有一定的特征或性质，这样我们才能根据实体的特征来区分一个个实例。属性就是描述实体或
者联系的性质或特征的数据项，属于一个实体的所有实例都具有相同的性质，在E.R模型中，这些性
质或特征就是属性。比如学生的学号、姓名、性别等都是学生实体具有的特征，这些特征就构成了学
生实体的属性。实体应具有多少个属性是由用户对信息的需求决定的。例如，假设用户还需要学生的
出生日期信息，则可以在学生实体中加一个“出生日期”属性。在实体的属性中，将能够唯一标识实
体的一个属性或最小的一组属性（称为属性集或属性组）称为实体的标识属性，这个属性或属性组也
称为实体的码。例如，“学号”就是学生实体的码。属性在E.R图中用圆角矩形表示，在圆角矩形框
内写上属性的名字，并用连线将属性框与它所描述的实体联系起来，如图2-2c所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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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实体内部属性之间的联系，实体之间的联系通常是指不同实体
属性之间的联系。比如在“职工”实体中，假设有职工号、职工姓名、所在部门和部门经理号等属性
，其中“部门经理号”描述的是这个职工所在部门的经理的编号。一般来说，部门经理也属于单位的
职工，而且通常与职工采用的是一套职工编码方式，因此“部门经理号”与“职工号”之间有一种关
联的关系，即“部门经理号”的取值在“职工号”取值范围内。这就是实体内部的联系。而“学生”
和“系”之间就是实体之间的联系，“学生”是一个实体，假设该实体中有学号、姓名、性别、所在
系等属性，“系”也是一个实体，假设该实体中包含系名、系联系电话、系办公地点等属性，则“学
生”实体中的“所在系”与“系”实体中的“系名”之间存在一种关联关系，即“学生”实体中“所
在系”属性的取值范围必须在“系”实体中“系名”属性的取值范围内，因为不可能招收不在学校已
有系范围内的学生。因此像“系”和“学生”这种关联到两个不同实体的联系就是实体之间的联系。
通常情况下我们遇到的联系大多都是实体之间的联系。联系是数据之间的关联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应
用语义链。在E-R图中联系用菱形框表示，框内写上联系名，并用连线将联系框与它所关联的实体连
接起来，如图2-2c中的“选课”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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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第2版)》第2版根据数据库技术的发展及广大读者和教师对第1版使用情况的反馈
意见进行修订，内容结构更加合理，也更适合计算机专业学生的需求。内容覆盖全面。既包括数据库
的基础理论知识，又包括数据库的客户端和服务器端的应用技术。内容选材合理。既紧密结合技术的
发展趋势和使用实情，又充分考虑本科教学中的学时安排和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接受程度。实例和习题
丰富。大量的实例、习题、上机练习可帮助学生理解数据库知识，让学生通过操作练习学会学以致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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