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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理论的先进性和技术的实用性出发，以关系数据库系统为核心，系统、全面地阐述了数据库系
统的基本理论、基本原理、设计方法和应用技术，主要内容包括数据库系统概述、关系数据库、关系
数据库的标准语言sql、关系数据库规范化理论、数据库设计、数据库管理以及以sql
server为实验平台的基础知识、应用技术，高级的开发应用等。

　
本书既重视数据库技术的体系完整性，又突出厂数据库技术面向应用的特性，概念清楚，重点突出，
章节安排合理，理论与实际结合紧密且通俗易懂。
有助于学习者从实际应用的角度出发，联系所学理论，掌握所学内容。

　
本书既可作为高等院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及非计算机专业的大学本科、专科和高职高专学生的
数据库课程教材，也可作为从事信息领域工作的科技人员的相关教材和技术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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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1970年美国IBM公司的E.F.Codd连续发表论文，提出关系模型，奠定了关系数
据库的理论基础。
 20世纪70年代以来，数据库技术得到迅速发展，数据库系统克服了文件系统的缺陷，提供了对数据更
高级、更有效的管理。
概括起来，数据库系统管理数据的特点如下。
 1）数据的整体结构化 在文件系统中，尽管记录内部已有了某些结构，但记录之间没有联系。
在数据库系统中，数据模型不仅描述数据本身的特征，还要描述数据之间的联系，且这种联系通过存
取路径（指针）来实现整体数据的结构化，这是数据库的主要特征之一，也是数据库系统与文件系统
的本质区别。
在数据库系统中，数据不再针对某一应用，而是面向全组织，因此大大降低了数据冗余度，实现了数
据共享。
 此外，在数据库系统中不仅数据是结构化的，而且存取数据的方式也很灵活，可以存取数据库中的某
一个数据项、一组数据项、一个记录或一组记录。
而在文件系统中，数据的最小存取单位是记录。
 【例1.1】在一个学校的学生成绩管理系统中，系统包含学生（学号，姓名，性别，系别，年龄）、课
程（课程号，课程名）、成绩（学号，课程号，成绩）等数据，分别对应三个记录型。
 若采用文件处理方式，因为文件系统只表示记录内部的联系，而不涉及不同文件记录之间的联系，要
想查找某个学生的学号、姓名、所选课程的名称和成绩，必须编写一段不很简单的程序来实现。
而采用数据库方式，由于学生记录与成绩记录可以通过公共数据项“学号”（存取路径1）联系，课
程记录与成绩记录可以通过公共数据项“课程号”（存取路径2）联系，上述查询可以非常容易地联
机实现。
 2）数据共享性高、冗余少，易扩充 数据库系统从整体角度描述数据，数据不再面向某个应用而是面
向整个系统，因此数据可以被多个用户、多个应用共享使用。
数据共享可以大大减少数据冗余，节约存储空间，还能够避免数据之问的不相容性与不一致性。
 所谓数据的不一致性，是指同一数据不同拷贝的值不一样。
采用人工管理或文件系统管理时，由于数据被重复存储，当不同的应用使用和修改不同的拷贝时就很
容易造成数据的不一致。
在数据库中数据共享，减少了因数据冗余而造成的不一致现象。
 由于数据面向整个系统，是有结构的数据，其不仅可以被多个应用共享使用，而且容易增加新的应用
，这就使得数据库系统弹性增大、易于扩充，可以适应各种用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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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系列教材:数据库系统原理与应用》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理论与实践并重
，力求让读者通过对《现代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系列教材:数据库系统原理与应用》的学习，能对数据
库技术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掌握数据库理论和数据库应用的基本知识，了解数据库应用系统的开
发模式，并具有初步的数据库应用开发能力。
《现代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系列教材:数据库系统原理与应用》既可作为高等院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专业及非计算机专业的大学本科、专科和高职高专学生的数据库课程教材，也可作为从事信息领域工
作的科技人员的相关教材和技术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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