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DBMS 与 SQL

3.1 关系数据库

1970年,IBM的关系数据库研究员,有“关系数据库之父”之称的埃德加·考特博士

在《美国计算机学会通讯》刊物上发表了论文《大型共享数据库的关系模型》,文中首次提

出了数据库“关系模型”的概念,奠定了关系模型的理论基础。20世纪70年代末,关系方

法的理论研究和软件系统的研制均取得了很大成果,IBM公司的SanJose实验室在IBM
370系列机(图3-1)上研制的关系数据库实验系统SystemR历时6年获得成功。1981
年,IBM公司又宣布具有SystemR全部特征的新的数据库产品SQL/DS问世。

图3-1 IBM370系列机

由于关系模型简单明了,具有坚实的数学理论基础,所以SQL/DS一经推出就受到

了学术界和产业界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响应,并很快成为数据库市场的主流。20世纪80
年代以来,计算机厂商推出的数据库管理系统几乎都支持关系模型,数据库领域的研究工

作也 大 都 以 关 系 模 型 为 基 础。ORACLE 公 司 的 Oracle,微 软 公 司 的 SQLServer、

Access,IBM公司的DB2,Sybase公司的Sybase,英孚美软件公司的Informix以及开源

的 MySQL等都是关系数据库。
关系数据库建立在关系模型(图3-2)基础上,借助集合代数等概念和方法来处理

数据库中的数据。关系数据库同时也被组织成一组描述性表格,该表格实质是装载着

数据项的特殊收集体,表格中的数据能以不同方式被存取,而不需要重新组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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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图3-2 关系模型

(1)关系数据库。在一个给定的应用领域中,所有实体及实体之间联系的集合构成

一个关系数据库。
(2)关系数据库的型与值。关系数据库的型称为关系数据库模式,是对关系数据库

的描述,定义若干域,在这些域上定义若干关系模式。关系数据库的值是这些关系模式在

某一时刻对应的关系的集合。

① 单一的数据结构———关系。现实世界的实体以及实体间的各种联系均用关系来

表示。

② 数据的逻辑结构———二维表。从用户角度看,关系模型中数据的逻辑结构是一张

二维表。
关系模型的这种简单的数据结构能够表达丰富的语义,描述现实世界的实体以及实

体间的各种关系。

3.2 RDBMS 的结构

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RDBMS)由一套管理数据及操作数据的程序组成。要实现

RDBMS,至少应该建立下面4个组件:存储介质管理程序、内存管理程序、数据字典和查

询语言。把这4个组件联合起来,就可以为RDBMS提供核心的数据管理服务和数据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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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服务。

3.2.1 存储介质管理程序

数据库系统会把数据持久地保存在磁盘或闪存盘驱动器中,其存储介质会直接与服

图3-3 MySQL标志

务器或 运 行 数 据 库 服 务 的 其 他 设 备 相 连。比 如,运 行

MySQL数据库①(图3-3为其标志)的笔记本电脑可以把数

据持久地保存在本机的磁盘驱动器中。而对于大型企业来

说,IT部门会搭建共享的存储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会把

整个大型磁盘阵列合起来当作一项存储资源,而数据库服

务器可以从该磁盘阵列中读取数据,或是把数据保存到磁

盘阵列之中。
无论使用哪种存储系统,RDBMS都需要记录每条数据的存储位置。使用磁盘及闪

存盘等设备使得RDBMS的设计者能够改善数据的获取方式。
和基于文件的数据存储系统类似,RDBMS也要通过读取数据块及写入数据块的形

式来运作,人们很容易就能在磁盘中创建并使用指向数据信息的索引。索引是一套包含

定位信息的数据集,其中的定位信息会指明由数据库保存的那些数据块分别存储在磁盘

中的位置。索引是根据数据中的某些属性编制出来的,例如,可以根据客户的ID或姓名

来编制索引。每一条索引都会引用某个实体,并给出这个实体在磁盘或闪存中的存储位

置,位于该位置的记录存放与本实体有关的信息。例如,“Smith,Jane18277372”这条索

引,可能是指磁盘的18277372这个位置上有个数据块,该数据块中存放了与JaneSmith
有关的信息。

RDBMS存储管理程序还可以优化数据在磁盘中的排布方式,并对数据进行压缩,以
节省存储空间。此外,它还能够对数据块进行复制,以防止由于磁盘中某个数据块损坏而

造成数据丢失。

3.2.2 内存管理程序

RDBMS也要负责在内存中管理数据。一般来说,存储在数据库里的数据量要大于

可用的内存量。因此,用户需要使用某份数据时,RDBMS的内存管理模块会将其读入,
并一直保留在内存中,等到用户不再使用此数据,或是系统需要为其他数据腾出空间时,
它还要负责从内存中删除该数据。由于从内存中读取数据的速度要比从磁盘中读取数据

快好几个数量级,因此,RDBMS的总体性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存管理程序能否有效地

利用内存。

3.2.3 数据字典

数据字典是RDBMS的一部分,记录了与数据在数据库中的存储结构有关的信息

① MySQL由瑞典 MySQLAB公司开发,现在属于ORACLE公司旗下产品,是最流行的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

之一。MySQL使用的SQL语言是用于访问数据库的最常用标准化语言,由于其具有体积小、速度快、开放源码等特

点,一般中小型网站的开发都选择 MySQL作为网站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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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由数据字典管理的数据结构

(图3-4)。
数据字典包含多个层次的数据库结构信息,其

中包括:
(1)模式(schema)。
(2)表(table)。
(3)列(column)。
(4)索引(index)。
(5)约束(constraint)。
(6)视图(view)。
模式由表、视图、索引以及所有与这套数据有

关的其他结构所组成。一般来说,应该为每一种常

见的数据使用方式单独创建一个模式。例如,应该

给产品库存、应收账款、雇员及其福利分别创建一份模式。
表格是一种与实体有关的数据结构,而实体则用来描述一种与RDBMS支持的业务

或操作相关联的真实事物或逻辑概念。例如,在一个描述人力资源数据的模式中,可能会

出现雇员、经理及部门等实体。在一个描述库存数据的模式中,可能有仓库、产品及供应

商等实体。
表格由列组成。列中含有单独的信息单元。一张存放雇员信息的表格可能包含的列

有雇员姓名、街道地址、城市、省、邮政编码、出生日期及工资。每一列都会与一种数据类

型相关联,该类型指出了本列能够存放什么样的数据。例如,表示雇员名字的列应该存放

字符数据;表示出生日期的列应该是日期类型;表示工资的列应该是某种数字类型或货币

类型。
由于索引是一种旨在改善RDBMS数据获取速度的数据结构,在一个存放雇员信息

的表格中,可能会有一份根据雇员姓氏编制的索引,它引导我们按照雇员的姓氏快速地搜

寻这张表。
所谓约束,是指一种规则,它可以进一步限制某列所能存放的数据值。与该列相关联

的数据类型能够拦截类型不相符的错误数据。比如,如果程序不小心把某个数字写入雇

员名字这一列,数据库就会拒绝这一操作。但是,对于存放工资的那一列来说,仅仅依靠

数据类型并不能拦住某些负数,因为那些负数也是有效的数值或货币值。此时,可以给该

列施加一条约束,例如规定薪水的值必须大于0。一般来说,约束都是根据业务规则订立

的,这些规则与数据所要表示的实体及操作有关。
视图是由一张或多张表格的相关列以及根据这些列算出的数值构成的,它可以限定

用户所能看到的数据范围。比如,如果雇员表格中含有工资信息,可以根据该表格创建一

份不含工资信息的视图。对于只需查询雇员姓名及住址的用户来说,可以使用这张视图

而无须访问原来的表格。视图还可以把多张表格中的数据合并起来,比如,如果有一张表

格包含了雇员的姓名,另一张表格详细描述了所有雇员在公司内的职位晋升状况,可以把

这两张表格合并为一张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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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结构化查询语言 SQL

RDBMS的查询语言叫做SQL,它包含了能够执行两类操作的语句,一类是数据结构

的定义操作,另一类是数据的处理操作,用于存取数据以及查询、更新和管理关系数据库

系统。

SQL是高级的非过程化编程语言,允许用户在高层数据结构上工作。它不要求用户

指定对数据的存放方法,也不需要用户了解具体的数据存放方式,所以具有完全不同于底

层结构的不同数据库系统,可以使用相同的SQL作为数据输入与管理的接口。结构化查

询语言的语句可以嵌套,这使它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强大的功能。

SQL是1974年由博伊斯和钱伯林提出的,并首先在IBM 公司研制的关系数据库系

统SystemR上实现。由于它具有功能丰富、使用方便灵活、语言简洁易学等突出的优

点,因此深受计算机工业界和计算机用户的欢迎。1980年10月,经美国国家标准局数据

库委员会批准,SQL成为关系数据库语言的美国标准。同年,标准SQL公布,此后不久,
国际标准化组织也作出了同样的决定。1979年,ORACLE公司首先提供商用的SQL,

IBM公司在DB2和SQL/DS数据库系统中也实现了SQL。

SQL语言的核心部分相当于关系代数,但又具有关系代数没有的许多特点,如聚集、
数据库更新等,它是一种综合的、通用的、功能极强的关系数据库语言。

SQL语言的特点如下。
(1)数据描述、操纵、控制等功能一体化。

SQL可以独立完成数据库生命周期中的全部活动,包括定义关系模式,录入数据,建
立数据库,查询、更新、维护数据库,数据库重构,数据库安全性控制等一系列操作,为数据

库应用系统开发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在数据库投入运行后,还可以根据需要随时修改模

式,且不影响数据库的运行,从而使系统具有良好的可扩充性。
(2)高度非过程化。
用SQL进行数据操作,用户只需提出“做什么”,而不必指明“怎么做”,因此用户无须

了解存取路径,存取路径的选择以及SQL语句的具体处理操作过程由系统自动完成。这

不但大大减轻了用户负担,而且有利于提高数据独立性。
(3)以同一种语法结构提供两种使用方式。

SQL有两种使用方式。一种是联机交互方式,即SQL能够独立地用于联机交互,用
户可以在终端键盘上直接输入SQL命令,对数据库进行操作。另一种是嵌入到某种高级

程序设计语言(如C、C#、Java语言等)中去使用。尽管使用方式不同,但所用语言的语

法结构基本是一致的。SQL以统一的语法结构提供两种不同的操作方式,具有极大的灵

活性与方便性。
(4)语言简洁,易学易用。
尽管SQL的功能很强,但它十分简洁,完成数据定义、数据操纵、数据控制等核心功

能只用了以下9个动词:CREATE、ALTER、DROP、SELECT、INSERT、UPDATE、

DELETE、GRANT、REVOKE。SQL的语法接近英语口语,所以很容易学习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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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SQL 语句的结构

SQL功能包括6部分,即数据定义、数据操纵、数据控制、数据查询、事务控制和指针

控制。

3.4.1 数据定义

SQL能够定义数据库的三级模式结构,即外模式、全局模式和内模式结构。在SQL
中,外模式又叫做视图,全局模式简称为模式,内模式由系统根据数据库模式自动实现。

数据定义语言(DataDefinitionLanguage,DDL)的语句包括动词CREATE、ALTER
和DROP,可以在数据库中创建新表或修改、删除表,为表加入索引等。

在关系数据库的实现过程中,第一步是建立关系模式,定义基本表的结构,即确定该

关系模式的属性组成,如每一属性的数据类型及数据可能的长度、是否允许为空值以及其

他完整性约束条件。

SQL中的一些语句能够创建并删除集合、表格、视图、索引、约束以及其他数据结构,
还有一些语句能够在表格中添加列、删除列,或是给表格设置读取权限及写入权限。

下面这条范例语句会创建一个模式。

  CREATE SCHEMA humresc

下面这条范例语句可以创建一张表。

  CREATE TABLE employees (

  emp_id int,

  emp_first_name varchar(25),

  emp_last_name varchar(25),

  emp_address varchar(50),

  emp_city varchar(50),

  emp_state varchar(2),

  emp_zip varchar(5),

  emp position_title varchar(30)

  )

上面的语句中并没有告诉计算机如何创建某个数据结构。也就是说,并没有命令计

算机必须在某个特定的内存地址上面创建空闲的数据块,而是向RDBMS描述了所要创

建的数据结构中应该包含什么样的数据。前面的语句创建了名为humreac的模式,接下

来创建了一张包含8个列的表格,并将该表命名为employee。其中,varchar表示长度可

变的字符类型,其后面的括号中所填的数字表示该列的最大长度。int表明emp_id这一

列中的数据应该是整数类型。

3.4.2 数据操纵

有了数据库集合及相关表格后,就可以向其中添加数据并操作这些数据了。SQL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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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操纵功能包括对基本表和视图的数据插入、删除和修改,以及强大的数据查询功能。
数据操纵语言(DataManipulationLanguage,DML)的语句包括INSERT(插入)、

UPDATE(更新)、DELETE(删除)等。完成数据操纵的命令一般分为两种类型。
(1)数据检索(常称为查询):寻找所需的具体数据。
(2)数据修改:插入、删除和更新数据。
下面这条INSERT语句可以向employee表格中插入数据。

  INSERT INTO employee(emp_id, first_name, last_name)

  VALUES(1234, 'Jane', 'Smith')

这条语句会向表格中添加新行,该行的emp_id为1234,first_name为Jane,last_

name为Smith。在本表格中,这一行的其他列数值均为NULL,这是一种特殊的数值,用
来表示某行数据的某一列还没有指定具体的值。

通过更新语句和删除语句,用户可以修改现有各行内的数值,并移除表格中已有的数

据行。

3.4.3 数据控制

SQL的数据控制功能主要是对用户的访问权限加以控制,以保证系统的安全性。数

据控制语言(DataControlLanguage,DCL)的语句通过GRANT(授权)或REVOKE(回
收)实现权限控制,确定单个用户和用户组对数据库对象的访问权限。某些RDBMS可用

GRANT或REVOKE语句控制对表单个列的访问权限。

3.4.4 数据查询

数据查询是数据库的核心操作。数据查询语言(DataQueryLanguage,DQL)的语句

也称为“数据检索语句”,用以从表中获得数据,确定数据怎样在应用程序里给出。保留字

SELECT是 DQL(也 是 所 有 SQL)用 得 最 多 的 动 词,其 他 DQL 常 用 的 保 留 字 有

WHERE、ORDERBY、GROUPBY和 HAVING。这些 DQL保留字常与其他类型的

SQL语句一起使用。
此外,事务控制语句能确保数据表的所有行及时更新。包括 COMMIT(提交)、

SAVEPOINT(保存点)、ROLLBACK(回滚)语句。
指针控制语句,像DECLARECURSOR(声明指针)、FETCHINTO(存储过程)和

UPDATEWHERECURRENT(更新指针位置)用于对一个或多个表单独行的操作。

SELECT语句可以从数据库中读取数据。举例如下。

  SELECT emp_id, first_name, last_name

  FROM employee

上面这条语句将会产生以下输出信息。

  emp_id    first_name      last_name

-----------------------------------------------------------

1234     Jane          Sm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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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UPDATE及DELETE等数据操作语句可以表达非常复杂的操作过程,并
且能够用相当复杂的逻辑来指定该操作针对的数据行。

3.5 关系数据库的 ACID 特征

数据库领域中的ACID是个首字母缩略词,它是指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四项特征。
(1)A是指原子性(atomicity),是指某个单元无法再继续细分的性质。比如从储蓄

账户向支票账户转账就是一项事务,必须把事务中的每个步骤都执行完,整个事务才算完

成,否则该事务就没有完成。数据库事务实际上就是一套不可分割的步骤。数据库在执

行这些步骤时,必须将其视为一个无法分割的整体,如果其中某个步骤无法完成,那么整

个单元内的所有步骤就都应视为没有完成。
(2)C是指一致性(consistency),在关系数据库中,也称为严格一致性。换句话说,

数据库事务绝对不会使数据库陷入那种数据完整性遭到破坏的状态。从储蓄账户向支票

账户转账100美元,只会有两种结果,要么就是储蓄账户里少了100美元且支票账户里多

了100美元,要么就是两个账户里的资金依然与刚开始执行事务时相同。数据库的一致

性可以保证执行完转账操作之后只能产生这两种结果,绝对不会出现其他状况。
(3)I是指隔离性(isolation),在执行完毕之前,受到隔离的事务对其他用户是不可见

的。比如,在从银行的储蓄账户向支票账户转账的过程中,如果数据库正在从储蓄账户中

扣款,但却还没把它打到支票账户里,那么此时就无法查询账户余额。数据库可以提供不

同程度的隔离性。比如,在更新操作尚未彻底执行完时,数据库也可以把数据返回给用

户,只不过此时所返回的数据并没有反映出该数据的最新值。
(4)D是指持久性(durability)。某个事务或操作一旦执行完毕,其效果就会保留下

来,即便设备断电也不会受到影响。实际上,持久性就意味着数据会保存到磁盘、闪存盘

或其他持久化的存储媒介之中。
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完全支持ACID事务,而NoSQL数据库有时也能提供某种程

度的ACID事务。

3.6 关系数据库的三大范式

范式,即NormalForm,简称NF。设计关系数据库时,要想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必须

使关系满足一定的约束条件,此约束就形成了规范。遵从不同的规范要求,设计出合理的

关系数据库,这些不同的规范要求就被称为不同的范式。范式被分成几个等级,一级比一

级要求严格,越高的范式数据库冗余越小。满足这些规范的数据库是简洁的、结构明晰

的,同时,不会发生插入、删除和更新操作异常。

3.6.1 数据库范式分类

关系数据库的建立有六种范式,即第一范式(1NF)、第二范式(2NF)、第三范式

(3NF)、巴斯-科德范式(BCNF)、第四范式(4NF)和第五范式(5NF,又称完美范式)。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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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最低要求的是第一范式(1NF)。在第一范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满足更多规范要求的被称

为第二范式(2NF),以此类推。
一般来说,数据库设计只需满足第三范式(3NF)就可以了。

3.6.2 第一范式(1NF)

第一范式强调每一列都是不可分割的原子数据项。
先用Excel模拟建立一个数据库的表(图3-5),并在表中填入一些数据。
表1显然不符合第一范式。把表1修改一下,将“系名/系主任”列拆分成两列,这样,

表2就遵循了第一范式(图3-6)。
表2存在的问题如下。
(1)比较严重的数据冗余,如姓名、系名、系主任列。

图3-5 数据库表1

图3-6 数据库表2

(2)添加数据问题。当在数据表中添加一个新系和系主任时,比如在数据表中添加

高主任管理化学系,添加后的数据表中就会多出高主任和化学系,而这两个数据并没有对

应哪个学生,显然这是不合法的数据。
(3)删除数据问题。如果Jack同学已经毕业多年,数据表中没有必要再保留Jack的

相关数据。当在表2中删除Jack的相关数据后,刘主任和管理系以及会计和酒店管理专

业都消失了,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3.6.3 第二范式(2NF)

先来了解几个概念,包括函数的完全依赖、部分依赖和传递依赖。
函数依赖:即A→B(符号→,指确定关系),如果通过A属性(或属性组)的值可以确

定唯一B属性的值,则可以称B依赖于A。例如,可以通过学号来确定姓名,可以通过学

号和课程来确定该课程的分数等等。
(1)完全函数依赖。即A→B,如果A是一个属性组,则B属性的确定需要依赖A属

性组中的所有属性值。例如,分数的确定需要依赖学号和课程,而学号和课程可以称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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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属性组。如果有学号没有课程,只知道是谁的分数,而不知道是哪一门课的分数。如果

有课程没有学号,那只知道是哪门课程的分数,而不知道是谁的分数。所以该属性组的两

个值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完全函数依赖。
(2)部分函数依赖。即A→B,如果A是一个属性组,则B属性的确定需要依赖A属

性组中的部分属性值。例如,如果一个属性组中有两个属性值,它们分别是学号和课程名

称。那姓名的确定只依赖这个属性组中的学号,与课程名称无关。简单来说,依赖于属性

组中的部分成员即可成为部分函数依赖。
(3)传递函数依赖。即A→B→C,传递函数依赖就是一个依赖的传递关系。通过确

定A来确定B,确定B之后就可以确定C,三者的依赖关系就是C依赖于B,B依赖于A。
例如,可以通过学号来确定这位学生所在的系部,再通过系部来确定系主任是谁。而这三

者的依赖关系就是一种传递函数依赖。
再来了解另一组概念,即码(候选码)、主属性码和非属性码。
(1)码。如果在一张表中,一个属性或属性组被其他所有属性所完全函数依赖,则称

这个属性(或属性组)为该表的候选码,简称码。然而码又分为主属性码和非属性码。例

如,没有学号和课程,无法确定分数,所以分数完全函数依赖于课程和学号。
(2)主属性码。主属性码也叫主码,即在所有候选码中挑选一个做主码,这里相当于

主键。例如,分数完全函数依赖于课程和学号。该码属性组中的值就有课程、学号和分

数,所以在三个候选码中挑选一个做主码,就可以挑选学号。
(3)非属性码。除主码属性组以外的属性叫做非属性码。例如,在分数完全函数依

赖于课程和学号时,其中的学号已经被选为主码。那么就可以确定,除了学号以外,其他

的属性值都是非属性码。也就是说,在这个完全函数依赖关系中,课程和分数是非属

性码。
于是,在上述概念的基础上,就有第二范式的概念,即在1NF的基础上,非属性码的

属性必须完全依赖于主码。或者说,在1NF的基础上消除非属性码的属性对主码的部分

函数依赖。
还使用分数完全函数依赖于学号和课程这个函数依赖关系。此关系中非属性码为课

程和分数,主码为学号。梳理清楚关系后,在1NF的基础上,非属性码的属性必须完全依

赖于主码的第二范式。这就需要继续修改表结构了。遵循1NF和2NF的表结构如图3-7
所示。

图3-7 数据库表3和表4

表2根据1NF和2NF拆分成了表3和表4。这时候,表3中的分数就完全函数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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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中的学号和课程。表4也挑选学号做主码。虽然解决了数据冗余问题,但是仅仅这

样还不够,上述其他的两个问题,即数据删除和数据添加问题并没有解决。

3.6.4 第三范式(3NF)

第三范式是在2NF的基础上消除传递依赖。
上述数据表中有哪些传递依赖呢? 表4中的传递依赖关系为:姓名→系名→系主

图3-8 数据库表5和表6

任。该传递依赖关系为系主任传递依赖于姓名。为消

除传递依赖,办法还是拆分表4为表5和表6(图3-8)。
把表4拆分成表5和表6后,再来分析添加和删

除问题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假设在数据表中添加

高主任管理的化学系时,该数据只会添加到表6中,
不会发生传递依赖而影响其他数据。假设Jack同学

毕业了,要从表中删除Jack同学的相关数据,只要删除表4中的学号3数据和表5中的

学号3数据即可,它们也没有传递依赖关系,同样不会影响其他数据。

3.6.5 范式的表设计

数据库的六大范式一级比一级要求严格,各种范式呈递次规范,越高的范式,数据库

冗余越小。范式即是对数据库表设计的约束,约束越多,表设计就越复杂。表数据过于复

杂,给后期数据库表的维护以及扩展、删除、备份等操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所以,在实际

开发中,只需要遵循数据库前面的三大范式即可,不需要额外扩展。
剖析三大范式的时候,最终版本的表结构就是表3+表5+表6。需要说明一个问

题,这样设计表是可以的,但并不是很合理。因为建表时是有主键和外键约束的。在这三

张表中,第一列默认为主键,其中主键为学号还可以接受,如果主键为系名,占用的空间就

变大很多,在表的级联查询中会损耗性能。所以,一般设计表时需要主键约束,而其主键

基本都是占用内容空间很小的数字。

【作  业】

1.1970年,在刊物《美国计算机学会通讯》上发表论文《大型共享数据库的关系模

型》,首次提出数据库“关系模型”概念的是(  )。

A.埃德加·考特 B.冯·诺依曼

C.埃德加·斯诺 D.艾伦·麦席森·图灵

2.在非结构化数据库出现之前,数据库领域的研究工作大都以(  )为基础。

A.层次模型 B.关系模型 C.网状模型 D.文件模型

3.下列数据库软件产品中,(  )不属于关系数据库。

A.Oracle B.SQLServer C.MySQL D.NewSQL
4.关系数据库也是一个被组织成一组拥有正式描述性的(  ),其中的数据能以不

同的方式被存取,而不需要重新组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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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标准 B.表格 C.文件 D.图形

5.在关系数据库中,现实世界的实体以及实体间的各种联系均用(  )来表示。

A.等级 B.对象 C.动作 D.关系

6.在关系数据库中,从用户角度看,关系模型中数据的逻辑结构是一张(  )。

A.箱线图 B.思维导图 C.二维表 D.立体图

7.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RDBMS)是一套管理数据及操作数据的程序,它至少应该

实现存储介质管理程序、内存管理程序、(  )和查询语言等4个组件。

A.数据字典 B.图形界面 C.计算程序 D.优化程序

8.大型企业的IT部门一般会搭建共享的存储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会把整个大

型(  )合起来当作一项存储资源,而数据库服务器可以从其中读取数据,或是把数据保

存到其中。

A.软盘驱动器 B.磁盘阵列 C.闪存驱动器 D.磁鼓驱动器

9.MySQL是目前最流行的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之一。下列(  )不属于 MySQL
的特点之一。

A.速度快 B.非结构化 C.体积小 D.开放源码

10.无论使用哪种存储系统,RDBMS都需要记录每条数据的存储位置。基于磁带的

存储系统有个缺点,就是必须(  )搜寻磁带,方能获取到待查询的数据。

A.随机搜索 B.倒挡追溯 C.网络跟踪 D.从头至尾

11.(  )是一套包含定位信息的数据集,其中的定位信息会指明由数据库保存的

那些数据块分别存储在磁盘中的什么位置上。

A.模块 B.程序 C.索引 D.数组

12.作为RDBMS的一部分,(  )记录了与数据在数据库中的存储结构有关的

信息。

A.数据字典 B.图形界面 C.计算程序 D.优化程序

13.数据字典里面包含多个层次的数据库结构信息,但以下(  )不属于其中之一。

A.表(table) B.类(class) C.列(column) D.索引(index)

14.(  )是一种规则,它可以进一步限制某列所能存放的数据值。

A.索引 B.秩序 C.纪律 D.约束

15.(  )是由一张或多张表格的相关列以及根据这些列算出的数值所构成的,可
以用来限定用户所能看到的数据范围。

A.模块 B.程序 C.视图 D.数组

16.(  )是一种特殊目的的编程语言,用于存取数据以及查询、更新和管理关系数

据库系统。

A.面向对象设计语言 B.结构化查询语言

C.面向过程查询语言 D.表处理语言

17.下列(  )不属于SQL语句的功能之一。

A.数据字典 B.数据定义 C.数据操纵 D.数据控制

18.ACID是个首字母缩略词,它是指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四项特征,但下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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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这些特征之一。

A.原子性 B.控制性 C.隔离性 D.持久性

19.关系数据库建立有六种范式,即第一范式(1NF)、第二范式(2NF)、第三范式

(3NF)、巴斯-科德范式(BCNF)、第四范式(4NF)和第五范式(5NF,又称完美范式)。一

般来说,数据库设计只需满足(  )就可以了。

A.第一范式 B.第四范式 C.第六范式 D.第三范式

【实验与思考】 熟悉 RDBMS 与 SQL

1. 实验目的

  (1)熟悉关系模型和关系数据库的发展历史。
(2)熟悉RDBMS结构,了解数据库SQL语言及其语句结构。
(3)掌握关系数据库的ACID特征,了解关系数据库的三大范式。

2. 工具/准备工作

开始本实验之前,请认真阅读课程的相关内容。
需要准备一台带有浏览器,能够访问因特网的计算机。

3. 实验内容与步骤

(1)请结合查阅相关文献资料,为“关系数据库”给出一个权威性的定义。
答:  

 
 

这个定义的来源是:  
(2)请仔细阅读本章课文,熟悉关系数据模型,熟悉关系数据库。在此基础上,撰写

短文,讨论“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RDBMS)的4个必备组件”。

----------------------请将短文另外附纸粘贴于此----------------------

(3)写出一条SQL数据操作语言的范例语句。
答:  

 
 

(4)写出一条SQL数据定义语言的范例语句。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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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验总结

 
 
 
 

5. 实验评价(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