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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UML是一种具有规范定义、易于表达、功能强大且适用于各种应用领域的建模语言。
1997年11月，UML被国际对象管理组织OMG采纳为面向对象建模语言的国际标准。
目前UML已经成为面向对象技术领域内占主导地位的标准建模语言。
掌握UML语言，不仅有助于理解面向对象的分析与设计方法，也有助于对软件开发全过程的理解。
　　UML自1995年出现，到1997年，Rational将UML语言（1.1版）的权利授给OMG组织，以使UML成
为一个公共标准。
从那时起，OMG协会开始了对UML标准的修改，并在1998年发布了UML 1.3版，在2000年发布了UML
1.4版，在2004年又发布了当前使用的2.0版。
目前UML最新的3.0版本正在制订中。
　　在众多支持UML的软件设计开发环境中，Rational Rose是业界领先的UML工具，成为到目前为止
最畅销的UML产品。
多年以来，开发人员成功地为Rational Rose增加了新特性。
例如，与诸如Visual Basic的编程语言的集成，及最近与IBM Rational XDE产品的集成。
目前，IBM Rational的最新UML产品版本是IBM Rational Software Architect V7.5。
本书采用的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Rational Rose 2003版本。
　　本书以UML应用和实例为主，由浅人深地向读者介绍了UML的基础知识，以及如何在实际项目中
应用UML技术。
全书共分为18章。
其中第一部分包括第1章～第11章，主要介绍UML的基础知识。
第1章和第2章简要介绍UML的基本概念和发展过程，以及面向对象技术。
第3章主要介绍Rational公司Rose工具的基本使用。
第4章～第11章详细介绍UML的用例图、类图、对象图、状态图、时序图、协作图、活动图、组件图
和配置图，并以读者熟悉的“图书管理系统”、“学生成绩管理系统”、“ATM自动取款机系统”，
以及“网络教学系统”为例，讲解了UML中这9种图的具体应用。
第二部分包括第12章～第15章，主要介绍UML的扩展机制、双向工程、统一开发过程，以及对象约束
语言等高级应用。
第三部分包括第16章～第18章，主要介绍如何在实际的项目中应用UML，分别以工资管理系统、学籍
管理系统和在线购物系统这三个实际的项目讲述UML在软件项目的需求分析、系统设计、系统实现、
集成和交付这几个阶段的应用。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青岛大学孙更新老师在技术上的大力支持，此外宾晟、孙海伦等老师为
本书的编写提出过宝贵意见并参与了本书部分资料的搜集工作，感谢北京美迪亚电子信息有限公司的
各位老师，谢谢你们的帮助和指导。
　　尽管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但由于时间仓促，加之水平有限，本书难免有不妥之处，欢迎各界专家
和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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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详细介绍了UML语言的基础知识，以及UML在面向对象的软件系统分析和设计中的应用，并通过
丰富的实例讲解了面向对象的分析与设计过程，启发读者如何用UML语言将所学到的面向对象技术应
用于软件系统的分析、设计与开发中。
《UML与Rational Rose 2003从入门到精通》从理论的高度阐述了面向对象分析和设计的思想，使读者
能够真正地掌握系统架构设计的精髓。
《UML与Rational Rose 2003从入门到精通》将理论与实例结合，内容繁简得当，由浅入深，使读者能
十分容易入门并逐步精通。
　　《UML与Rational Rose 2003从入门到精通》可供正在学习编程、软件工程等知识，准备将来从
事IT行业的读者、正努力向设计师或系统分析员发展的技术人员及期望对软件分析设计的运用更上一
层楼的设计人员学习和提高之用，也可以作为计算机相关专业软件工程等课程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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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计划（需求定义）　　第一周期开始利用需求分析技术理解应用领域，获取初步用户需求
，制订项目开发计划（即整个软件生命周期计划）和需求分析计划。
经过一个周期后，根据用户和开发人员对上一周期工作成果的评价和评审来修改和完善需求，明确下
一周期软件开发的目标和约束条件，并据此制订新一轮的软件开发计划。
　　（2）风险分析　　根据本轮制订的开发计划，进行风险分析，评估可选方案，并构造原型进一
步分析风险，给出消除或减少风险的途径。
此时根据风险分析的结果决策项目是否继续。
所以，螺旋模型是一个风险驱动的模型。
　　（3）工程实现　　利用构造的原型进行需求建模或系统模拟，直至实现软件系统。
　　（4）用户评价与阶段评审　　将原型提交用户使用并征求改进意见。
开发人员应在用户的密切配合下进一步完善用户需求，直到用户认为原型可满足需求，或对软件产品
设计进行评价或确认等。
　　螺旋模型从第一个周期的计划开始，一个周期一个周期地不断迭代，直到整个软件系统开发完成
。
　　螺旋模型的优点如下：　　（1）支持用户需求的动态变化，这就要求构造的原型的总体结构、
算法、程序及测试方案应具有良好的可扩充性和可修改性。
也支持软件系统的可维护性，每次维护过程只是沿螺旋模型继续多走一两个周期。
　　（2）原型可看做形式的可执行的需求规格说明，易于被用户和开发人员共同理解，还可作为继
续开发的基础，并为用户参与所有关键决策提供了方便。
　　（3）螺旋模型特别强调原型的可扩充性和可修改性，原型的进化贯穿整个软件生存周期，这将
有助于提高目标软件的适应能力。
　　（4）螺旋模型为项目管理人员及时调整管理决策提供了方便，进而可降低开发风险。
　　螺旋模型的缺点有：　　（1）如果每次迭代的效率不高，致使迭代次数过多，将会增加成本并
推迟提交时间。
　　（2）使用该模型需要有相当丰富的风险评估经验和专门知识，要求开发队伍水平较高。
　　螺旋模型的适应场合是：支持需求不明确、特别是大型软件系统的开发，并支持面向规格说明、
面向过程、面向对象等多种软件开发方法，是一种具有广阔前景的模型。
　　4.喷泉模型　　喷泉模型是近几年提出来的软件生存周期模型。
它是以面向对象的软件开发方法为基础，以用户需求为动力，以对象来驱动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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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理论与实例结合、内容繁简得当，使读者能十分容易入门并逐步精通。
　　详细讲解了UML中所涉及的关键概念、术语和技术，并对UML的基础概念重新组织和归纳整理。
　　从理论的高度阐述面向对象设计思想，使读者真正掌握系统架构设计的精髓　　通过多个实际案
例对使用Rational Rose进行UML建模的全过程进行了深入的剖，并对在现实中经常遇到并且较难掌握
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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