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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应用软件的适应性问题"分析影响应用软件适应性的主要因素"简要介绍 ,,’设计方法"将变化的

应用需求要素抽象为对象"并以应用主题为索引组织存储# 在此基础上"通过增添需求变更设置服务和

改进应用软件的主控服务流程"提供用户直接变更和系统间接处理应用需求的能力"形成了一种基于

,,’的软件适应性设计方法#
关键词! ,,’ 适应性 应用主题 数据对象 格式对象

!!应用软件的适应性是系统设计者为了规范系统设

计&提高应用系统的通用性和灵活性&降低系统维护和

系统升级的复杂度&减少相应工作量而赋予应用软件

的一种技术指标!直接反映应用系统对不同用户相似

应用需求的适应能力!是应用软件设计的关键内容之

一$ 近年来人们逐渐采用面向对象设计---,,’’#( 方

法来开发应用软件系统!但,,’的应用大多停留在采

用面向对象的桌面设计和编程工具实现特定用户需求

的.直接/设计层面!这种设计的优点是快速实现用户

需求!随之带来的缺点是不能适应多种需求!软件的适

应性较差$ 影响应用软件适应性的因素有很多’/( !其

中不同的数据项&输入格式&输出格式等是主要因素$
本文针对应用软件的适应性问题!结合 ,,’的设

计思想!提出了一种借助数据库技术实现的基于 ,,’
的应用软件适应性设计方法$

#!,,’方法简介

,,’是近年来逐渐形成的一种面向对象的系统

设计方法!它建立在 ,,D’I( 的基础之上!运用面向对

象的概念和思想进行系统设计!所使用的基本概念主

要有对象&属性&服务&类&消息&关联&主题等!基本设

计方法包括抽象&封装&继承&分类&聚合&关联&消息通

信&粒度控制&行为分析等$ 通过.抽象/方法!可完成

对问题本质的共同特征的提取!将单一问题概念化为

具体的.对象/!其中!对问题静态特征的抽象形成对

象的.属性/!对问题动态特征的抽象形成对象的.服

务/$ 将服务和属性结合为一个不可分的系统单位并

尽可能隐藏内部细节的操作就是.封装/)把具有相同

属性和服务的对象划分为一类!用类作为这些对象的

抽象描述)通过继承!可以由一般类产生特殊类!特殊

类的对象拥有一般类的全部属性和服务!这些属性和

服务只需在一般类中一次性地进行定义即可自动地&
隐含的被继承到特殊类中$

依据<413B和 n4P>348T提出的,,’模型’"( "如

图##!,,’包括问题域设计&人机交互设计&控制驱动

图 #!,,’模型

设计和数据接口设计四部分内容!每一部分都是由类

图&交互图&主题图和详细说明来表达$ 具体地说!由

于每个设计部分的设计结果都是通过对象&对象的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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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特征以及对象间的关系来表达的!所以!每个设计部

分都以类图作为必不可少的基本模型!并通过详细说

明进行全面&确切而详细的描述$ 在此基础上!可用交

互图表示对象之间的交互情况!当每个设计部分的对

象类较多时!可以划分主题并用主题图来表示$
在具体的应用软件开发过程中!问题域设计主要

完成对用户功能需求和大部分系统性能需求的设计!
是应用系统设计的核心内容$ 人机交互设计主要完成

应用系统的人机界面设计!而控制驱动和数据接口设

计分别完成应用系统的控制流程和数据存储及管理

服务$

/!软件适应性的设计思想

"## 采用,,’方法!将一个应用软件需求中的所

有数据项以及输入]输出格式中的相关要素抽象为对

象!定义相应的属性和服务!将属性符号化后形成存储

模型$
"/# 将同一用户需求中的所有数据项对象归纳

为一个主题’&( !称为数据项主题!同一输入格式和输出

格式中的各类对象也分别归纳为相应主题!分别称为

输入格式主题和输出格式主题!这样三个主题分别定

义了一种应用需求的数据项和相应的输入输出格式!
各种主题用主题编号或主题名称来标识$

"I# 依据存储模型!分别建立不同主题的数据表

"数据项主题表&输入格式主题表&输出格式主题表#
和主题索引表!以主题标识为索引将各对象分别存储

于各自主题的数据表中$ 这些数据表用户不能直接访

问!属系统数据表’J( $
""# 针对数据项主题表!设计数据项设置服务!

提供用户自行更改数据项的能力!并可指定默认数据

项主题)针对输入]输出格式主题表!设计输入输出格

式设计服务!提供.],格式用户自定义能力!并可指定

默认格式主题!所需数据项来源于数据项主题表中的

某个主题$ 用户自定义能力!均通过.继承/&添加新

属性和保存为新的主题来完成!这样可在提供适应性

的同时!提供易用性和实用性$
"&# 分别设计数据项控制服务和输入输出格式

控制服务!它们不.直接/处理具体的数据项和输入]
输出格式$ 数据项控制服务根据数据项主题索引表中

的默认数据项主题标识访问数据主题表!按主题标识

读出所有对象的属性值!据此创建或访问对应的用户

数据表$ 输入输出格式控制服务根据格式主题索引表

中的默认格式主题标识访问格式主题表!按主题标识

读出所有对象的属性值!据此处理对应的用户输入]输
出格式$ 从而提供支持多种需求"用户数据项以及输

入输出格式#的选择与处理能力!实现应用系统的适应

性!如图/$

图 /!数据项及输入输出格式的变更与控制

I!对象定义与主题存储

将不同用户需求中的数据项和输入输出格式!用

,,’方法抽象定义为各类不同的对象!再划分为不同

主题!并以主题标识为索引存储所有对象属性是应用

软件适应性设计的基础$
IH#数据项对象

应用软件系统的数据项可用名称&类型&长度三个

基本参数来定义!采用 ,,’后!这些参数就是数据项

对象的基本属性!从具体数据项到一般对象类的抽象

过程如图I所示$ 其中!’+是符号化后的对象标识!D+S

图 I!数据项对象的抽象与符号化

是对象 ’+的第 S个属性$ 对于一个包含 @个数据项

的具体应用需求来说!可将各数据项抽象表示为 ’$p
’R_#共R个对象!组成与该应用需求相对应的应用

主题$ 不同主题用不同的主题编号"名称#唯一标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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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对象及其应用主题划分

形成数据项主题图"如图"实线部分#!其中 f为主题

个数$
在基于数据库技术的应用环境中!利用图"实线

部分所示的主题与对象!对应创建主题索引表和主题

数据表!通常!设计者可将应用软件的一般应用需求当

作基础数据!抽象表示为基础对象加以存储$ 当应用

需求变化时!允许用户以基础对象为依据!.继承/产

生新对象或新主题!新主题定义新的应用需求$

图 &!输入]输出格式样例

IH/ 输入]输出格式对象

输入输出格式中的数据项来源于上述主题数据表

中!不同格式的数据项来源于主题数据表中的不同主

题!与数据项对象的不同之处在于!输入输出格式数据

项对象还需要定义与位置&大小&风格等因素相关的属

性!如图&$ 输入输出格式中包含提示信息&输入]输
出数据项&格式线&图片等四种不同要素!遵照 ,,’方

法!这些要素可分别抽象为不同类型的对象!同一格式

中的所有对象可划分为一个主题!称为输入"或输出#
主题!新的输入输出格式将通过.继承/基础输入]输
出格式主题来实现!不同的输入]输出格式将用不同的

主题来定义!格式对象定义与主题划分与数据项对象

类似!但要在数据项对象的基础上明确定义相应的格

式属性!见图"的虚线部分$
需要说明的是!.对象类型/ 不仅可定义提示信

息&输入]输出数据项&格式线&图片等四种不同类型的

对象!而且还可考虑具体编程工具的控件特征!进行详

细定义!比如!采用 c+6P1?516+CH8(=工具时!对象类型

可按表#来定义!这样输入方式和图片输出的问题都

很容易解决$
表 #!对象类型对应表

对象类型 类型编号 对应控件 说明

提示信息 # :17(?

文本数据 / N(Q=74Q

选择文本 I :+6=74Q

大文本 " =(Q=74Q @P?=+?+8(Z#

图片 & )+C=P>(74Q

格式线 J )+C=P>(74Q M4>(C4?4>Z线的颜色

"!结束语

以上方法采用 ,,’思想!将可变的用户需求抽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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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象和应用主题!并通过主题表存储对象属性!流程

控制服务通过访问相应主题表来间接处理用户数据和

输入输出格式!从而使应用系统具备相应的适应性$
另外!数据项设置以及输入输出格式设计服务!允许用

户通过对各类基础数据项或基础模板的.继承/!快速

设计出所需的新数据项和新输入输出格式!简单易用$
这样!应用系统的适应性设计就不会以牺牲系统易用

性和灵活性为代价$ 该方法不仅有效解决了应用软件

的通用性问题!还改善了应用软件的易用性和实用性!
可广泛应用于以数据记录为处理单位的各类应用软件

的开发中!如医用 BD<-系统&图文界面的人事&科研&
商品等各类管理系统!若采用 d(7数据库技术!还可

应用于各类d(7环境的应用软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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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核心 *的邻居状态表!二"

邻居 邻居状态

核心D T+’&?#$+L,<

核心!出口路由器 T+’&?#$+L,<

核心A出口路由器 T+’&?#$+L,<

--核心 *已经和核心 D&核心 !出口路由器和核心

A出口路由器建立了正确的 :A\]邻居关系!再察看流

量情况!如下表%
表 6 -具体流量表二

核心*到核心! 核心D到核心A 核心*到核心D

235\? 236\? /36\?

--网络流量也恢复了正常!网络障碍完全消除$

6-结论

这次网络故障是因为核心 *中的 :Q:Q 路由协议

没有配置正确!结果导致核心 *和其他三台核心路由

器未能建立正确的 :A\]邻居关系!导致了网络流量不

均衡!引起了上述的网络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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