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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8_AE_A1_E7_c67_261334.htm 考点12关系数据模

型 关系模型由关系数据结构、关系操作集合和关系完整性约

束3部分组成。 1.关系数据结构 关系模型中的数据结构非常单

一。实体及实体间的联系都用关系表示，一个关系就是一张

二维表，是关系模型中数据的逻辑结构。 2.关系操作集合 关

系模型中的关系操作的理论依据为关系代数和关系演算。 关

系模型中常用的关系操作包括：选择(0select)、投影(project)

、连接(join)、除(divide)、并(union)交(intersection)和

差(difference)等，以及查询(query)操作和增(insert)、

删(0delete)、改(0update)操作两大部分。查询的表达能力是其

中最主要的部分。 关系数据语言可以分为如下3类：关系代

数语言、关系演算语言(包括元组关系演算语言和域关系演算

语言)及具有关系代数和关系演算双重特点的语言。 3.关系的

完整性约束 数据库的数据完整性是指数据库中数据的正确性

和相容性，那是一种语义概念，包括两个方面：与现实世界

中应用需求的数据的相容性和正确性数据库内数据之间的相

容性和正确性。 关系模型中有3类完整性约束：实体完整性

、参照完整性和用户自定义的完整性。 4.5关系模型的数据结

构 考点13关系模型的数据结构和基本术语 (1)关系( Relation) .

关系是个元素个数为K(K,1 )的元组集合。一个关系对应一个

二维表，二维表名就是关系名。 (2)属性(Attribute)和值

域(Domain)：二维表中的列(字段)，称为属性，属性的个数

称为关系的元数，列的值称为属性值．属性值的取值范围称



为值域 (3)关系模式(Relation Schema)：关系的描述称为关系

模式。 (4)元组(Tuple)：二维表中的行(记录的值)称为一个元

组。关系模式和元组的集合通称为关系。 (5)候选

码(Candidate Key)或候选键：如果在一个关系中，存在多个属

性(或属性集合)都能用来唯一标识该关系的元组，这些属性(

或属性集合)都称为该关系的候选码或候选键。而包含在任何

一个候选码中的属性称为主属性或码属性，相反，不包含的

为非主属性或非码属性。关系模式的所有数据组是这个关系

模式的候选码，称为全码。 (6)主码(Primary Key)或主键：在

一个关系的若十个候选码中指定一个用来唯一标识该关系的

元组，这个唯一的码称为该关系的主码或主键。 (7)外

码(Foreign Key)或外键：当关系中的某个属性(或属性组)不是

该关系的主码或只是主码的一部分，但却是另一个关系的主

码时，称该属性(或属性组)为这个关系的外码。 (8)参照关

系(Referencing Relation)与被参照关系( Referenced Relation)：它

们是指与外码相关联的两个关系。以外码作为主码的关系称

为参照关系；外码所在的关系称为被参照关系或目标关系。

(9)分量(Component)：元组中的一个属性值。 (10)主属

性(Primary Attribute)和非主属性(Nonprimary Attribute)：关系

中包含在任何一个候选码中的属性称为主属性或码属性，不

包含在任何一个候选码中的属性称为非主属性或非码属性。 

考点14关系的形式定义和关系数据库对关系的限定 1.关系的

形式定义 关系从数学的观点来定义有以下两种解释。 (1)集合

论观点：即前面所述，关系是一个元素个数为K(K,1)的元组

集合。 (2)值域的观点：关系是属性值域笛卡儿积的一个子集

。 2.关系数据犀对关系的限定 当关系作为关系数据模型的数



据结构时，关系数据库对关系有如下的限制。 (1)列是同质的

．即每一列中的分量是同一类型的数据，来自同一个域。 (2)

不同的列可以出自同一个域，称其中的每一列为一个属性，

不同的属性要给予不同的属性名。 (3)列的顺序无关紧要，即

列的次序可以任意交换。 (4)任意两个元组不能完全相同。

(5)行的顺序无关紧要，即行的次序可以任意交换。 (6)每一个

属性是不可分解的这是关系数据库对关系的最基本的一条限

定。分量必须取原子值，即每一个分量都必须是不可拆分的

数据项。 4.6关系模型的完整性约束 考点15数据完整性规则的

分类 关系模型的完整性规则是对关系的某种约束条件。关系

模型中可以有3类完整性约束：实体完整性、参照完整性和用

户自定义的完整性。其中实体完整性和参照完整性是关系模

型必须满足的完整性约束条件，被称为两个不变性、应该由

关系系统自动支持。 1.实体完整性规则 实体完整性规则：若

属性“是基本关系“的主属性，则属性A不能取空。实体完

整性关系的所有主属性都不能取空值，而不仅是主码整体不

能取空值。说明实体完整性规则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实

体完整性规则是针对基本关系而言的。一个关系(基本表)通

常对应现实世界的一个实体集。 (2)现实世界中的实体是可区

分的，即它们具有某种唯一性标识。 (3)相应地，关系模型中

以主码作为唯一标识。 (4)主码中的属性即主属性不能取空值

。所谓空值就是“不知道”或“不确定”的值。 2参照完整

性规则 若属性(或属性组)F是基本关系R的外码，它与基本关

系S的主码K.s相对应(基本关系R和S不一定是不同的关系)，则

对于R中每个元组在F上的值必须为：取空值(F的每个属性值

均为空值)或者等于S中某个元组的主码值。 3用户有定义的完



整性 用户定义的完整性通常是定义对关系中除外码与主码属

性之外的其他属性取值的约束，即对其他属性值域的约束，

也称为域完整性规则，包括数据类型、精度、取值范围、是

否允许空值等。 4.7关系代数 考点16传统集合运算 传统的集

合运算包括并、交、差和广义笛卡儿积4种运算。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