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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4）对象一关系数据模型（object—relational data model，ORDM）。
关系数据模型擅长系统的静态建模，而以对象技术为核心的软件工程，更擅长系统的动态建模。
二者结合产生了对象一关系数据模型。
它是关系数据模型的面向对象扩充，能处理对象和规则、封装、多态性和继承性，最大限度地在关系
型数据库中支持面向对象技术。
 3）物理模型 物理模型描述基于特定的数据库管理系统的物理模式，比如数据分区策略、记录存储结
构、数据索引结构等，其目的是有效地处理数据，保证数据库的完整性、安全性和可恢复性。
与概念模型和逻辑模型都不同，物理模型缺少具体的模式。
 物理模型的设计内容主要是：①数据容量和用法频度的分析，主要是为了估计数据库的大小和使用模
式；②字段设计，包括数据类型的选择和数据完整性控制两个部分；③物理记录设计和反向规范化；
④物理文件的设计；⑤索引的使用和选择；⑥并行处理提高文件访问的性能。
 2.地理关系数据模型 地理关系数据模型（georelational data model，GRDM），是ESRl公司于1981年推出
的第二代地理数据模型。
它基于关系数据模型，但考虑到该模型不支持地理数据类型，于是采取了折中办法，将地理要素的几
何特性和要素属性分离，分别采用两种数据结构定义和处理它们，以支持复杂的地理数据存储和操作
。
该模型因其开发代价小，且能保留关系数据模型的优点，现已成为地理数据模型的标准。
 GRDM对关系数据模型做如下的面向地理扩充： （1）增加图形文件，描述地理要素的几何特性。
传统的关系数据模型，无法对地理要素完整描述。
为了实现地理数据的定义和操作，GRDM于是采取二进制图形文件，存储空间对象，并以ID码标示它
们。
 （2）建立空间对象和要素属性的关联。
要素属性以“关系”模式存储，并以ID码标示。
为使空间对象和要素属性二者同步互动，GRDM以ID标识码为桥梁，建立图形文件和二维表格两者的
链接。
 （3）对关系数据模型进行扩充，保证空间对象的查询、分析和显示。
按照定义的数据结构，GRDM增加新的操作机制，扩展关系数据模型的经典功能，支持空间对象的存
取、空间对象和要素属性的双向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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