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5 章 数据管理

数据与信息在概念上是有区别的,从信息处理角度看,任何事物的属性都是通过数据

来表示的,数据经过加工处理后,使其具有知识性,并对人类活动产生决策作用,从而形成

信息。对数据的处理过程是将数据转换成信息的过程。
数据管理就是对数据进行收集、分类、组织、存储、检索和维护的一系列活动。数据管

理的目的是充分有效地发挥数据的作用,实现数据有效管理的关键是数据的组织。数据

库技术和数据库系统是伴随数据管理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目前对数据进行处理的主要

技术是数据库技术。数据库技术因其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广泛的应用前景,已经成为计算

机数据处理与信息管理以及信息化基础设施的核心和基础。
本章主要介绍了数据库的相关知识,数据库技术的主要目的是有效地存取和管理大

批数据资源,为人们提供安全、合理的数据分析结果。在计算机应用中,数据管理和以数

据管理为基础的信息系统所占的比重最大。数据管理的任务也随之变得更加艰巨,这就

需要依赖计算机和数据库管理系统,例如用 Access数据库管理系统来替代手工管理数

据。数据库管理系统能让用户更轻松快捷地管理大批量的数据信息。
本章节具体介绍了数据库的基本概念、数据模型、数据库管理系统、关系数据库、数据

表、表与表之间的关系、表的结构、表中字段的数据类型、字段属性等概念,以及 Access
2016的使用,包括创建表的方法、设置表的主键、建立表与表之间的关联、使用向导创建

查询、使用查询设计创建查询以及操作查询等。本章还介绍了数据库设计的内容和一般

性步骤等数据库基础理论知识。
本章将给出一些练习题目,以帮助读者熟悉和掌握数据库技术的相关知识。

5.1 单项选择题

1.多用户数据库管理系统中,数据库是从整体的观点出发来看待和描述数据的,数
据不再是面向某一应用程序,而是面向整个系统,集中存储在一起。数据库的这一特征被

称为(  )。

A.数据转换   B.数据相关   C.数据筛选  D.数据共享

2.(  )是存储在计算机内有结构的数据的集合。 
A.数据库管理系统  B.数据库  

 C.数据结构   D.数据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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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是按照一定的数据模型组织的、长期储存在计算机内、可为各种用户共享

的数据的聚集。

A.各种集合 B.数据文件 
 C.数据库管理系统  D.数据库

4.数据库中,数据的物理独立性是指(  )。

A.数据库与数据库管理系统的相互独立

B.用户的应用程序与存储在磁盘上数据库中的数据是相互独立的

C.用户程序与DBMS的相互独立

D.应用程序与数据库中数据的逻辑结构相互独立

5.数据库的特点之一是数据的共享,严格地讲,这里的数据共享是指(  )。

A.多个用户共享一个数据文件

B.多种应用、多种语言、多个用户相互覆盖地使用数据集合

C.同一个应用中的多个程序共享一个数据集合

D.多个用户、同一种语言共享数据

6.数据库的基本特点是(  )。

A.(1)数据可以共享(或数据结构化);(2)数据独立性;(3)数据冗余大,易移植;
(4)统一管理和控制

B.(1)数据可以共享(或数据结构化);(2)数据互换性;(3)数据冗余小,易扩充;
(4)统一管理和控制

C.(1)数据非结构化;(2)数据独立性;(3)数据冗余小,易扩充;(4)统一管理和

控制

D.(1)数据可以共享(或数据结构化);(2)数据独立性;(3)数据冗余小,易扩充;
(4)统一管理和控制

7.数据库中存储的是(  )。

A.数据模型   B.数据以及数据之间的联系

  C.信息   D.数据

8.数据库中不仅能够保存数据本身,而且能够保存数据之间的相互联系,保证了对

数据修改的(  )。

A.独立性   B.安全性    C.共享性    D.一致性

9.在数据库中,产生数据不一致的根本原因是(  )。

A.未对数据进行完整性控制 B.没有严格保护数据

C.数据冗余 D.数据存储量太大

10.下述关于数据库系统的正确叙述是(  )。

A.数据库系统避免了一切冗余

B.数据库系统比文件系统能管理更多的数据

C.数据库系统中数据的一致性是指数据类型一致  
D.数据库系统减少了数据冗余

11.数据库系统与文件系统的主要区别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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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数据库系统复杂,而文件系统简单

B.文件系统不能解决数据冗余和数据独立性的问题,而数据库系统可以解决

C.文件系统只能管理程序文件,而数据库系统能够管理各种类型文件

D.文件系统管理的数据量少,而数据库系统可以管理庞大的数据量

12.下列选项中不属于数据库系统特点的是(  )。

A.数据共享  B.数据完整性

C.数据冗余度高  D.数据独立性高

13.数据库系统的核心是(  )。

A.数据模型 B.数据库管理系统

C.数据库 D.数据库管理员

14.DBMS指的是(  )。

A.数据集合 B.数据文件系统

C.数据库管理系统 D.数据库应用软件

15.在操作系统之上用于对数据进行定义、组织、归纳、存储、修改、维护等的软件被

简称为(  )。

A.DataBase  B.DBMS  C.DDL  D.DML
16.数据库(DB)、数据库系统(DBS)和数据库管理系统(DBMS)三者之间的关系

是(  )。

A.DBMS包括DB和DBS    B.DBS就是DB,也就是DBMS
C.DB包括DBS和DBMS    D.DBS包括DB和DBMS

17.数据库系统的三级模式结构中,下列不属于三级模式的是(  )。

A.内模式   B.抽象模式  C.外模式   D.概念模式

18.概念模型是按(  )的观点将现实世界的信息进行模型化表示后形成的。

A.数据   B.文件  C.系统  D.用户

19.数据模型是对现实世界进行(  )的结果。在数据库中用数据模型这个工具来

抽象、表示和处理现实世界中的数据和信息。

A.收集和检索 B.抽象和转换

C.存储和处理 D.提取和解释

20.(  )是按计算机实现的观点对数据进行建模,主要服务于具体的数据库管理

系统的实现过程。

A.物理模型 B.实体模型 C.概念模型 D.逻辑模型

21.现实世界的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都存在关联,这也可以被抽象和反映,并在概念

模型中表示出来,它被称为(  )。

A.联系   B.概念   C.属性   D.信息

22.现在大多数数据库都采用(  )数据模型。

A.关系   B.层次    C.数型    D.图形

23.在数据库的概念设计中,最常用的数据模型是(  )。

A.逻辑模型 B.物理模型  C.形象模型 D.实体联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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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实体联系模型能够将现实世界中的问题对象转化成(  )等几个基本元素,并
用一种较为简单的图形表示,即E-R图。

A.数据、属性、域           B.实体、元组、联系

C.实体、属性、联系         D.关键字、域、码

25.在关系数据库系统中,所谓的“关系”是指一个(  )。

A.表     B.文件    C.二维表     D.实体

26.数据库概念设计的 E-R模型中用属性描述实体的特征,属性在 E-R图中用

(  )表示。

A.矩形 B.椭圆形 C.四边形 D.菱形

27.数据库概念设计的E-R方法中,E-R图中用(  )图形描述实体与实体间联系

特征。

A.椭圆形 B.菱形  C.矩形   D.四边形

28.在E-R图中,用来表示实体的图形是(  )。

A.矩形   B.椭圆形  C.菱形    D.三角形

29.数据库设计步骤中的需求分析主要包括(  )三个方面。

A.数据需求、格式需求和处理需求

B.规则需求、一致性需求和数据的安全需求

C.信息需求、约束需求和共享需求

D.信息需求、处理需求和数据的安全需求

30.在数据库系统中,保证数据及语义正确和有效的功能是(  )。

A.并发控制   B.存取控制   C.安全控制  D.完整性控制

31.在数据库设计过程中,属性值的变化范围被称为是(  )。

A.实体    B.属性     C.值域  D.码

E.联系

32.在关系模型中,“元组”是指(  )。

A.表中的一行 B.表中的列 
C.表中的一个数据 D.表的框架

33.一个表的主关键字被包含到另一个表时,在另一个表中称该属性字段为(  )。

A.外部关键字   B.候选关键字 
C.一般关键字 D.超级关键字

34.在数据库设计过程中,客观存在并可相互区分的事物称为(  )。例如,一个学

生、一门课程、一个学生选了一门课程等等。

A.实体   B.属性   C.值域  D.码

E.联系

35.在数据库设计过程中,(  )是实体所具有的一系列特性的描述。例如,学生可

由学号、姓名、年级、专业、年龄、性别等特性信息组成。

A.实体   B.属性   C.值域  D.码

E.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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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在数据库设计过程中,一个属性或属性的集合,如果它的值(值集)能唯一地标识

实体集中每个实体,就称该属性(或属性集)为实体集的(  )。

A.实体   B.属性   C.值域  D.码

E.联系

37.若规定修课的成绩表中成绩属性的取值为0~100,则这个规定属于(  )。

A.关联完整性约束     B.实体完整性约束

C.参照完整性约束     D.用户自定义完整性约束

38.如果规定课程信息表的学分属性的域取值为0~10,则这个规定属于(  )。

A.实体完整性约束 B.用户自定义完整性约束

C.关系完整性约束 D.参照完整性约束

39.在关系型数据库中维护正确的数据关联是必要的,所以在建立数据表的表间联

系时,可以选择实施(  )来保证数据在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中的安全、完整和有效。

A.字段的有效性规则

B.参照完整性规则

C.主关键字不能重复

D.表间的联系必须建在各表的主关键字段上

40.向关系表中输入数据就是为表中记录的每一个(  )赋值。

A.关系   B.属性  C.约束  D.条件

41.在关系型数据库中,二维表中的一行被称为一个(  )。

A.字段   B.规则   C.关键字   D.记录

42.根据关系模型的完整性规则,一个关系中的主关键字(  )。

A.必须是外部关键字

B.不能成为另一个关系的外部关键字

C.不允许空值

D.可以取空值

43.下列描述正确的是(  )。

A.一个数据库中只能包含一个数据表

B.一个数据表中可以包含一个数据库

C.一个数据库中能包含多个数据表

D.一个数据库中只能包含三个数据表

44.以下关于主关键字的说法,(  )是错误的。

A.作为主关键字的属性字段的取值不允许出现空值(即NULL)

B.作为主关键字的属性字段的取值允许出现空值(即 NULL),但不允许有重

复值

C.一个关系表可以通过它的主关键字段来唯一确定其表中的每一个记录

D.不能确定任何一个字段的值是唯一时,可以将两个及以上的字段组合成主关

键字

45.构成数据表主关键字的每一个字段都不允许存在空值(Null)的规则属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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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字段的有效性规则    B.用户定义完整性规则

C.参照完整性规则     D.实体完整性规则

46.有一个关系:学生(学号,姓名,系别),规定学号的值域是8个数字组成的字符

串,这一规则属于(  )。

A.用户自定义完整性约束     B.实体完整性约束

C.参照完整性约束       D.关联完整性约束

47.下面对于关系性质的说法错误的是(  )。

A.表中的记录允许有相同的,也允许有不同的

B.表中的一列称为一个属性

C.行与列交叉点不允许有多个值

D.关系表中的一个属性的值可以为空

48.在关系模型中,关系表里的属性字段(  )。

A.是可以全同的 B.是不能全同的 
C.必须全同 D.是不可再分的

49.在数据库设计过程中,(  )可以描述实体在信息世界中的关联关系,为了组织

和构造一个数据库,必须明确所有相互关联的数据之间的组织关系和对应关系。

A.实体   B.属性   C.值域  D.码

E.联系

50.设有两个实体集A和B,如果实体集A中至多有一个实体与B中的一个实体有

联系,反之B中也至多有一个实体与A中的一个实体有联系,则称它们之间是(  )。

A.一对一关系   B.对等关系

C.多对多关系  D.一对多关系

51.设有两个实体集A和B,如果A中的一个实体与B中若干个实体有联系,但B中

每个实体只与A中一个实体相联系,则称A与B之间为(  )。

A.一对一关系   B.对等关系

C.多对多关系  D.一对多关系

52.对于两个实体集A和B,若A中一个实体与B中若干个实体相关联,B中每一个

实体也与A中多个实体相关联,则称A与B之间为(  )。

A.一对一关系   B.对等关系

C.多对多关系  D.一对多关系

53.我们购买图书的方便途径之一是手机上网去浏览网上书店,网上的每个书店都

在出售多种不同种类的图书,我们也会发现在查看和寻找某些图书时,这些图书往往在多

家网店都有销售,那么网上书店与图书之间应该存在一种(  )的联系。

A.一对一   B.一对多  C.多对一  D.多对多

54.能提供和保证数据库中的数据在输入、修改过程中始终符合原来的定义和规则,
当出现违反规则的操作时能予以拒绝的数据控制功能被称为(  )。

A.数据的安全性控制       B.数据的完整性控制

C.并发控制           D.灵活多样的数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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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数据库的数据表因记录中字段的内容不同,其数据类型也应不同。通过定义字

段属性的数据类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数据的(  )性。

A.有序   B.可修改   C.相关   D.完整

56.关系数据库的任何查询操作都是由三种基本运算组合而成的,这三种基本运算

不包括(  )。

A.连接    B.比较     C.选择     D.投影  
57.已知一个如下所示的关系模式:学生信息(学号,姓名,性别,专业,籍贯,手机号

码,邮箱地址,身份证号码),为了从中提取所有学生的学号、姓名、手机号码和邮箱地址,
应该对其做(  )运算。

A.交叉   B.选择  C.投影   D.连接

58.将两个有关联的关系表,通过公共的属性名拼接成一个更宽的关系模式,生成的

新关系将包含满足连接条件的元组,这种关系运算法则被称为(  )。

A.逻辑运算 B.选择运算 C.投影运算 D.连接运算

59.在Access数据库文件的一个表设计视图中,不能做(  )。

A.删除一个属性      B.删除一个记录

C.修改属性的属性名     D.修改属性的数据类型

60.(  )是一种形式化描述数据、数据之间的联系以及有关的语义约束规则的抽

象方法。它能规定数据如何结构化和一体化,以及规定对这种结构化数据进行何种操作。

A.数据库的数据模型 B.数据定义语言

C.数据操纵语言 D.数据的窗体模型

61.在Access的各个对象中,(  )是数据库的核心与基础,它存放着数据库中的全

部数据信息。

A.报表    B.查询结果表   C.数据表   D.数据模型

62.某数据库文件中用于向用户提供一个可以交互的图形界面,并用于进行数据的

输入、显示及应用程序的执行控制的对象被称为(  )。用户可以通过修改其属性值来

更改它的显示形式。

A.报表     B.窗体

 C.表间联系   D.Access的操作窗口

63.某数据库文件中用来将选定的数据信息进行格式化显示和打印的对象被称

为(  )。

A.基本数据表  B.查询结果表 
C.主表和相关表 D.报表

64.在Access数据库管理系统中,如果要在一个数据表的某个字段中存入一个个人

照片,那么存放个人照片的字段的数据类型应该定义为(  )。

A.备注类型   B.图形类型   C.双精度类型  D.OLE对象类型

65.Access数据库管理系统中,通过设置适当的条件,从表中将所需要的信息数据挑

选并显示出来所执行的操作是(  )。

A.数据筛选   B.查找并替换  C.设置联系   D.数据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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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关系模式进行投影后,投影运算结果的(  )。

A.元组个数等于投影前关系的元组数

B.元组个数小于投影前关系的元组数  
C.元组个数小于或等于投影前关系的元组数

D.元组个数大于或等于投影前关系的元组数

67.数据库管理系统能实现对数据库中数据的查询、插入、修改和删除等操作,这种

功能称为(  )。

A.数据操纵功能 B.数据定义功能

C.数据管理功能 D.数据控制功能

68.Access数据库系统建立的数据库类型是(  )。

A.层次数据库 B.关系数据库 
C.网状数据库  D.面向对象数据库

69.Access数据库中基本表字段的数据类型不包括(  )型。

A.是/否     B.OLE对象   C.日期/时间  D.关系

70.不属于Access数据库对象的是(  )。

A.数据模型   B.模块   C.宏   D.数据表

71.以下不属于Access可以导入的数据源是(  )。

A.Word文档   B.Excel的工作表  
C.压缩文件 D.文本文件

72.以下关于查询的叙述正确的是(  )。

A.只能根据已建查询创建查询

B.不能根据已建查询创建查询

C.可以根据数据表和已建查询创建查询

D.只能根据数据表创建查询

73.在Access中设置或编辑“关系”时,下列不属于可设置的选项是(  )。

A.实施参照完整性 B.级联更新相关字段

C.级联删除相关记录 D.级联追加相关记录

74.下列属于操作查询的是(  )。

A.参数查询  B.交叉表查询    C.更新记录查询  D.统计查询

75.以下不属于数据库设计步骤主要阶段的是(  )。

A.文件管理   B.概念结构设计   C.逻辑结构设计  D.物理结构设计

5.2 多项选择题

1.数据处理是指对各种形式的数据进行(  )等一系列活动的总和。

A.数据的收集 B.数据的储存 C.数据的加工 D.数据的传播

2.数据库技术诞生至今,数据库技术经历了以下(  )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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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人工管理    B.文件管理   C.数据库管理 D.机器人管理

3.文件管理阶段的主要特点是(  )。

A.应用程序与数据分开存储    B.数据共享性弱,冗余度大

C.数据不一致          D.数据结构化

4.数据库系统的主要特点是(  )。

A.数据的冗余度小       B.数据的结构化

C.只允许单一用户使用    D.较高的数据独立性

5.DBMS的主要功能有(  )。

A.数据定义 B.数据操纵 
C.数据库的建立和维护 D.数据库的运行管理

6.1975年,为数据库系统建立了三层体系结构(即三级模式结构),它们分别是(  )。

A.功能模式   B.外模式   C.概念模式  D.内模式

7.数据模型以现实世界为基础,要经历两个演变过程,它们是(  )。

A.建立概念模型 B.生成基本的数据模型

 C.物理模型 D.实体模型

8.概念模型的特点是(  )。

A.具有较强的语义表达能力

B.独立于数据库管理系统 
C.结构复杂多变

D.有辅助数据库系统专业人员之间交流的特点

9.在数据库系统阶段,数据是(  )。

A.有结构的 B.无结构的

C.可共享使用的 D.不可共享使用的

10.概念模型有关的术语有(  )。

A.实体   B.属性  C.键  D.联系 
11.下列不直接属于数据库管理目标的内容是(  )。

A.压缩数据信息,以便于传输 B.方便用户查询 
C.防止病毒的侵入       D.协助用户做数据的统计整理

12.数据库管理系统中特别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  )。

A.数据的冗余  B.数据的传输  
C.数据不一致  D.数据的共享

13.利用E-R图可以描述客观事物的实体型、实体所具有的属性以及实体间的联系。
实体间的联系通常有(  )三种联系。

A.一对一  B.多对一   C.一对多 D.多对多

14.数据库技术发展至今,最有影响的3种数据模型有(  )。

A.点状模型  B.层次模型   C.网状模型 D.关系模型

15.组建一个关系二维表时,要遵守以下的约束条件(  )。

A.数据表的每个分量都不可再分,它应该是一个基本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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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每一列的分量都有唯一的属性名和相同的数据类型,且来自同一个域

C.每一个元组是一个实体的各属性值的集合,表中不允许有完全相同的元组

存在

D.列的顺序可以任意交换,但交换时应与属性名一起交换

E.行的顺序也是任意的,交换任意两行的位置不会影响数据的实际含义

16.关系完整性约束是为保证数据库中数据的正确性、一致性和相容性,对关系模型

提出的一些约束条件或规则。完整性通常包括(  )。

A.实体完整性  B.参照完整性

C.用户定义的完整性 D.数据完整性

17.数据库对象是Access最基本的容器对象。下面属于Access数据库对象有(  )。

A.表   B.查询   C.窗体   D.报表 
18.在Access数据库管理系统中,建立数据表的方法有(  )。

A.利用表设计器建立表    B.利用数据表向导创建表 
C.从外部导入Excel工作表   D.执行数据表结构复制

19.Access数据库管理系统中的查询种类有多种形式,其中包括(  )等。

A.操作查询  B.参数查询  C.报表查询  D.选择查询

20.Access数据库管理系统中,通过设置适当的条件,从表中将所需要的信息数据挑

选并显示出来所执行的操作是(  )。

A.数据汇总   B.查找并替换  C.查询   D.筛选

21.实体完整性规则检查的内容包括(  )。

A.检查主码的各个属性值是否为空,只要有一个为空就拒绝插入或者修改

B.检查主码值是否唯一,如果不唯一就拒绝插入或者修改

C.检查主码值是否唯一,如果唯一就拒绝插入或者修改

D.检查主码的各个属性值是否唯一,只要有一个不唯一就拒绝插入或者修改

5.3 填 空 题

1.(  )是对数据进行收集、分类、组织、存储、检索和维护的一系列活动。数据库

技术和(  )是伴随数据管理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

2.数据库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人工管理、(  )和(  )。

3.(  )就是用来存放数据的“仓库”,是将数据有组织地存储于计算机的外存设

备,是可(  )、可统一管理的数据集合。

4.数据库中的数据具有较小的(  )、较高的数据(  )和可扩展性,可以为不同

的应用程序所共享。

5.数据库技术提供了对数据的更高级和更有效的管理,它有如下主要特点:数据

(  )、具有较高的数据和程序的(  )、对数据实行集中统一的控制、灵活多样的数据

管理功能。

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