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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数据库技术是现代信息科学与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计算机处理数据和管理信息的基础。
随着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数据库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与快速发展，如今各类信息系统和动
态网站的开发都需要使用后台数据库，各行各业的数据大多数都是利用数据库进行存储和管理的，数
据库几乎已成为信息系统和动态网站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目前，数据库课程已成为高校计算机及相关专业的一门必修课程。
为使学生熟练掌握数据库的基本理论和开发技术，高校的数据库课程一般选用Access，SQL Server
和Oracle三种主流的数据库管理系统作为教学内容。
其中的软件开发实训、信息系统和动态网站开发类毕业设计等教学环节，一般都选择Visual Basic及
其ASP.net作为客户端的开发工具，后台数据库选择SQL Server 2005数据库管理系统。
本书是为计算机及相关专业学生学习数据库知识而编写的教材，全书共分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由第1～7章组成，介绍了数据库系统的基本概念和原理。
内容包括数据库系统产生的背景，数据管理的发展，数据库的应用前景；数据库系统的组成与结构；
关系数据库理论及SQL 语言介绍；数据库的规范化理论及数据库的设计步骤等。
第二部分由第8～13章组成，介绍SQL Server 2005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内容包括SQL Server 2005数据库管理系统介绍，数据库及表的创建和管理；视图、存储过程和触发器
的创建和使用；SQL Server 2005的安全管理及数据库的日常维护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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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据库系统原理与应用技术》包括数据库的基础理论知识，又包括数据库前端和后端的应用技
术。
《数据库系统原理与应用技术》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介绍数据库系统原理；第二部分介绍SQL
Server 2005数据库系统基础与使用；第三部分介绍用VB和ASP.NET开发数据库应用程序。
《数据库系统原理与应用技术》每章后配有习题，并在书后给出参考答案。
为便于教师教学，本教材还配有电子课件。
?　　《数据库系统原理与应用技术》内容全面，使数据库的理论充分地与SQL Server 2005数据库系统
实际应用相结合，实用性强，所有实例都经过上机实践通过，可操作性强。
?　　《数据库系统原理与应用技术》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计算机及其相关专业数据库原理课程的教材
，也可供计算机爱好者及技术人员的自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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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码（Key）：唯一标识实体的属性集称为码。
例如，学生的学号可以作为学生实体的码，学生的姓名则不一定能作为学生实体的码，因为姓名是可
以重复的。
而选修情况则把学号和课程号的组合作为码。
4）域（Domain）：属性的取值范围称为该属性的域。
如学生的性别只能取“男”或者“女”，成绩的域为0～100的整数等。
5）实体型（Entity Type）：具有相同属性的实体必然具有共同的特征和性质。
用实体名及其属性名集合来抽象和刻画同类实体，称为实体型。
例如，学生（学号、姓名、性别、出生日期、所在系、专业、所在班、特长、家庭住址），课程（课
程号、课程名、授课学期、学分、课程性质），学生选课（学号、课程号、修课类型、修课时间、成
绩）。
6）实体集（Entity Set）：同型实体的集合称为实体集。
例如，所有的学生、所有的课程、所有的选课情况。
7）联系（Relationship）：在信息世界中，事物的联系反映为实体内部的联系和实体之间的联系。
实体内部的联系通常是指组成实体的各属性之间的联系。
实体之间的联系通常是指不同实体之间的联系。
例如，在职工实体中，假设有职工号、姓名、部门经理号等属性，其中部门经理号描述的是管理这个
部门职工的部门经理的编号，通常部门经理也是职工，因此部门经理号与职工号之间有一种关联约束
的关系，即部门经理号的取值受职工号取值的限制，这是实体内部的联系。
再比如，学生选课实体和学生基本信息实体之间也有联系，这个联系是学生选课实体中的学号必须是
学生基本信息实体中已经存在的学号，即不允许存在没有学生记录的学生选课，这就是实体之间的联
系。
这里主要讨论实体之间的联系。
两个实体型之间的联系可以分为三类： 一对一联系（1：1）。
如果对于实体集A中的每一个实体，实体集B中至多有n个实体与之联系，反之亦然，则称实体集A与
实体集B具有一对一联系，记为1：1。
例如，部门和正经理（假设一个部门只有一个正经理，一个人只当一个部门的经理）、系和正系主任
（假设一个系只有一个正主任，一个人只当一个系的主任）都是一对一联系。
 一对多联系（1：n）。
如果对于实体集A中的每一个实体，实体集B中有n（n≥0）个实体与之联系，反之，对于实体集B中的
每一个实体，实体集A中至多只有一个实体与之联系，则称实体集A与实体集B具有一对多联系，记为1
：n。
例如，一个部门可以有多名职工，但是一个职工只在一个部门工作，则部门和职工之间的联系是一对
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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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据库系统原理与应用技术》提供电子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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