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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主要介绍的是一个通用的超文本数据模型
,

这个模型是通过一个数据库系统来辅助实施的
.

这个利用关系数

据库管理系统来开发的具有通用性的多媒体机被称之为 H y p吧 r

aB se
.

关键词 超文本数据模型 超媒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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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绍

w o r d s h y p e r t e x t d a t a b a s e m o d e l
,

h y p e r m e d ia e n g in e

超文本系统是一个生成
、

构造
、

表达信息的重要

工具
。

直至现在为止
,

还很少有做出能反映这一基本

数据模型的工具
,

和支持这一数据模型的系统
。

这就

引 出了用户界面级的非自然组织结构与简单文件系

统中实际存贮的一大堆对象之间的识别匹配的间题
。

超媒体系统是一个允许生成和维护 (多媒体 ) 对

象信息的网络
。

这些 网络能用于对现有的知识介绍
,

也同样适用于新知识的生成
。

H yP er aB se 是利 用关系数据库 管理 系统来开发

的
,

具有通用性的超媒体机
.

它不依赖于任何应用系

统
,

是超媒体应用系统的核心
。

H yP
e r

aB
s e
利用关系

数据库所具有的特性
,

负责基于它所开发的整个超媒

体系统的数据传输 (包括 1/ 0 管理
、

通信
、

多用户管

理 )
、

存贮
、

查询
、

跟踪
、

版本管理等功能
。

利用 H y p er
-

E巨s e ,

可以迅速开发出高水平
、

高质量的超媒体系

统 [ ,〕。

H y p e r

aB
s e
是德国的 IP IS 研究所的 W IB A S 研究

部的一个科研小组在开发 S E PI A 系统时
,

所提供的

一个新概念
。

目前的 H y p er B as e 仍在完善之中
,

而他

们在开发 SE IP A 系统时 已经用上了一这种技术
,

在

本文第 3 节中
,

将详细介绍 H y p e r B a s e
在 S E P I A 系

统中的作用
.

在第 4 节中将详细介绍 H yP er B as e
的数

rg , 5
一
0 -7 0 2收稿

。

据模型
.

2 超媒体机

在这一节中
,

将讨论的是这个科研小组所开发

H yP er aB se 的 目的以及弄清楚
“

应用独立
”
的意义

。

2
.

1 开发超媒体系统的目的与途径

一个正常的超媒体系统应该是独立于某个特定

的应用系统
。

即它应具有如下的特征
:

·

将对象存贮管理同对象浏览体分开
。

·

为超文本定义一个与应用无关的数据模型
。

然

后
,

这样的数学模型既能可用于超文本调用模型
,

也

能作为标准的超文本文档 h( y p er t ex t doc u

me
n o 的交

换格式
。

·

建立一个与实际应用存贮结构无关的模型
。

·

开发一种能反映数据模型的查询语言
。

·

建立可以由不同用户可以访问的超文本对象
。

目前的 H y p er Ba s e
完全满足这些要求

。

作为超文

本机所需要的很多功能 (如多用户管理
、

通信管理

等 ) 都能由商业性的数据库系统提供
。

因此
,

这个开

发小组选择了将 H y per B a se 建立在商业数据库管理

系统上
。

他们选择 了一个关 系数据库系统作为 H y p er
-

aB se 的平台
。

另外上面提到的性能和操作要适用于

任何关系系统
,

S y b as
e
提供了一个扩展的标准 SQ I

, ,

即 T ar n
sa

o t
一

SQ I
J ,

允许使用面向对象设计的数据模

型技术
。

因而也就能直接用于面向对象的数据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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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

2 .2 对超媒体机的限制

H yP e
r

a Bes的一个 目标就是应用独立 (与应用无

关 )
。

H yp e
rE巨 eS的一个特点就是不应包括对象 的编

辑器
,

这是必要的
,

因为超文本要负责向以后的编辑

器开放 (如图象编辑
、

语音
、

动画等 )
。

通常
,

一个编辑器不直接显示不经加工的数据
,

而是对它们进行处理能进行显示的结构化的数据
.

也

就是
,

作为对数据作注解的信息
,

如结构
、

字体
、

文

档的层次等
,

对这些信息的转换通常由编辑器来完

成
。

在通常的情况下
,

一般开发人员所能知道的只是

极有限的几种编辑器内部数据格式
。

对于大多数的编

辑器
,

其数据组织结构和它的内部转换机制都不能用

于其他程序
。

因此编辑器之间的数据格式交换常常要

通过文件的形式来完成
.

H y p er aB se 不提供对象结构

的支持
,

而是脱离这种管理
,

并只是对要应用的节点

内容进行翻译
。

3 H y p e r B a sc 在 s E p I A 中的作用

H yP er aB se 可以独立于应用进行查看
,

它先对

S E IP A 进行仿真设计
。

S E P IA 系统是一个创作支撑环境
。

一个功能强

大的超文本系统应该独立于特定的应用系统
。

因此也

就能用于实现在应用级与信息存贮级之间的中间媒

介
。

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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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作为 s职 IA 系统一部分的 H y eP r B吸
iF g

·

1 yH P e r B a 魏 韶 a p a rt o f SE P L A

图 l 给出了一个 S E IP A 模型以及它们之间的互

相关系st]
.

I / 0 管理提供一个面向窗 口和基于菜单来

访问超文本对象
。

可用的操作定义在一个所谓的活动

窗中
。

并在不同的窗有不同的操作
。

所有这些成分使用 目标管理模块来保存超文本

对象
。

这一模块基于数据库管理系统 (S y ba se )
。

数据

库管理系统完成实际的存贮操作和多用户共享数据
。

在 H y eP r E巨eS 之上
,

是与应用独立的超媒机
。

在应用

界面层定义的是应用指定的类型的系统维护信息
。

除了在活动区可用的通用超文本功能
,

系统还通

过提供反馈和生成结构的一致性检查给定活动支持
。

这种基于知识的支持需要各种基于知识的成分
。

所有这些成分都使用对象管理模型来存贮超文

本对象
。

这个模型是建立在数据库管理系统 〔在这里

就是 S y base )
。

这个数据库管理系统完成实际中的存

贮操作以及多用户访问共享数据的同步性操作
。

在这

个模型的顶层是 H y p er aB se
,

即与应用无关的超媒体

机
。

指定应用的数据类型和系统维护信息定义在应

用接口
。

在超媒体机对所有持续不断的对象处理 (响应 )

存贮需求过程中
,

这个应用就是定义那些对象的应用

有关语义
。

举例如下
:

节点内容的翻译
:

由于不提供对节点内容的编辑

和修改
,

因此只要保存应用界面所识别的一串简单正

文 (字符串 )
,

也就是一个命令集
,

如 Pos t sc ir tP 图象

等
。

点对点的链接
:

允许用户定义链 (这个链不是把

所有对象都作为其起点和终点
,

而只是取其其中的一

部分 )
,

这里所指一部分可以是某个范围的正文
、

矩

形 (圆形
、

椭圆形 ) 区域内的图象
,

图形目标的子目

标 (如一个国家地图 )
.

为完成这样的链
,

需要有关被调用对象的内部格

式的信息
.

正如上面所讨论的一样 , 这些链必须被定

义成在应用界面的内部
,

而不是在多媒体机这一级

上
。

版本管理
:

由于存贮有各历史时期以来的各种对

象数据
,

然而
,

所涉及到的可供选择版本
,

或版本树

选择必须定义在应用接口级上
,

这是由于它依赖于应

用系统 (如果在一个对象上增加一种属性
、

或生成一

个链指到它之上
:
要生成的是新版本的对象吗 ? 如果

对生成的对象选择
:

’

要把它链接到哪里去
,

新版本的

对象还是老版本的对象 ? )
。

这个开发小组经过仔细研究在用户界面级应该

建什么样的版本机制
,

并使它如何进入到应用界面

后
,

决定基于历史信息由 H y p er aB se 来提供
。



4H y p er B as e的数据模型

这一节是对数据模型的概念性描述
,

以及如何在

提出的数据结构中反映出来
.

然后解释用何种数据结

构能用于超文本系统上
,

并指出数据结构有什么特

性
。

最后
,

将这一数据模型同其他文献上提出的相比

较
。

.4 I H ” er B姗 中的对象类

H y p er 氏se 的数据模型使用一个面向对象浏览

窗来对超文本应用的大范围查找
。

最基本的类是 H B
-

O b je e t
。

每一个 H B
一

O b je e t 都有很多任意的属性
,

这

些属性的结构在以下有详细的描述
。

他们的数据模型

的心脏由以下三个子类组成 H B
一
o bj ec t

、

H压 N记 es

、

H B
一

I
J

in k s 、

H B
一

C o m P os i t -e O b jec st
。

H B
一
N od es

.

是 H件O bj ec t 的内容与历史数据
.

它

对应于超文本系统上所说的节点
,

例如
,

H y ep rC
a dr

或 N o t e C a r d 上的卡片 [3 ]
、

K M S 中的帧 [` ]
、

I n t e r m e d ia

中的文档 [s 〕、

H y p e r t y 中的文章 [ 6〕 .

H B
一

-iI n k s
是用来连接两个已存在的 H压 O bj ec t

。

H B
一

C o m p o s i t e 一 O b je e t s 是收集已存在的 H -B O b jec t
。

这种收集器由用户定义
。

一个复合对象可以包括多

个子对象
。

例如
,

对于 H B
一

C o m p os i t e
一
O b je e t s

,

可包

含
:

数据库查询结果
、

选中的 H -B O bj ec t 集合
、

超文

本网络中的使用指南
、

活动窗中的对象集合
、

传统书

籍的章
、

’

节等
。

4
·

2 H y p e r B as e
的数据结构

下面使用一个预定义和一些记号法来说明 H y -

eP r B as
e
数据模型的形式表达方式

.

记法
:

设有 A
、

B
,

A X B 表示 A 和 B 的笛卡儿乘积
,

A

U B 表示 A 和 B 的并集
,

A
’

表示 A 中元素的有限元

序列组成的集合
,

A + :
一 A x B

. ,

A 阮表示 A 中所有

子集的集合
。

预定义域
:

O I D 表示对象标识符的集合
,

S O I D 表示子对象

标识符的集合
,

SO ID 在整个系统中不是唯一的
,

但

对于给定的 H B一
C o m p os i t e

一
O b je e t 来说是唯一的

。

R ef 表示调用对象的集合
。

作为一个数据结构
,

R ef ~ oI D
。

然而
,

要保证任意时间任意点的完整性限

制
,

每一个 H B
一

N od
e 、

H B
一

L i n k 或 H B
一

e o m p o s it e
一

O b
-

ej ct 的 eR f 的值都存在有它作为
’

O I D 的值
。

T im e
表示时间值的集合

,

S t r i n g :
= A S C l l

’ 。

S V
一

表示存贮值的集合
。

0 1表示一个代表有序信息的数

据结构
.

’

H yP er aB se 支持节点
、

链
、

复合节点和用户自定

义的属性的生成
、

操作和存贮
,

并维持对象的历史数

据
。

因此
,

应定义下面的数据结构
。

H B
一

O bj ec t :

数据库中不能被用户修改的
、

由对

象标识符定义成唯一的每一个对象
。

除了这一点
,

每

个对象都有作者名和生成日期
,

并且可以增加很多任

意类型的属性到它之中
。

H B
~

O b jec t : = O ID X S t r i n g X T im e X H B
一

A t t r ib u t e sf i n

在这里 H B
一

A t t r i b u t e s :
一 S t r i n g x SV x H B 一

A
-

H i s t o r y

并且 H B
一
A

一

H i s t o r y :
= ( S t r in g x T im e ) + 。

属性有一个名字
,

这个名字在要加入的对象的内

部是唯一的
,

属性值
、

历史
。

历史的属性是一个清单
,

这个清单包含修改这一属性的人的名字和编辑的时

间
。

这个清单以生成这一属性的人的名字和时间开

头
,
因此不可能是一个空表

。

H压 N o et
:

我点就是 H B
一
o bj ce t 加入内容以及历

史数据的 H耳 o bj ce t
.

H压 N ot
e s :

= H B
一

O b j e e t s X S V X H B一
N

一
H is t o叮

这里 H压 N
一
H is t o r y :

= ( tS r i n g X T im e )
.

节点的历史也是一个清单
,

这个清单包含修改过

这个节点的人名和时间
。

这个清单仅仅是对修改内容

操作的操作作应答
,

而不管对属性的添加
、

删除或修

改
.

后面的信息是维护 H压 o bj ec t 中每一个属性中的

历史属性
。

H B
一

iL n k
:

链是连接两个 已存在对象的 H B
一

Q bj ec t
。

它 :

们有调用节点
、

链
、

或复合对象的起点和终点
。

H I
J一

L i n k
:

= H压O b jec t s X R e f X R e f

H -B oC m p os iet
一

O bj ec 招 复合对象是具有子对象和历

史的 H B
一

O bj
e e t s

。

H压C o m Pos i t e 一 O b jec t s :
=

H B
一

O bjec t X H B
一

S u b o b je e t s X H压 C介 H i s t o r y

这里
:

H B
一

S u b o b iec t s :
= (OS ID X O I x R e f ) if “

并

且 H B
一

CO
一

H is t o r y :
= ( S t r i n g X T im e X H B

一
S u b o 卜

je e t s )
.

一个子对象就是一个调用节点
、

链
、

或其他复合

对象并且用子对象标识符 SO ID
、

用有序信息 0 1
、

R e f

调用来表示
,

在一个复合对象
,

可能有几个 (对象 ) 调用同一

个对象
。

因此
,

每一个调用都通过复合对象内部的唯

一子对象来唯一标识
,

并且是不能修改的
。

子对象集可能是排序的
。

站在用户这一面来看
,

他并不关心内部数据结构是否有序
。

它只关心是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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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到其他子对象
。

复合对象的历史不仅仅记录修改对象 的人名和

修改的操作时 间
,

而且还保存操作前给定的复合对

象中子对象集合的状态
。

换句话说
,

对于一个复合对

象有当前状态
、

有效版本
、

无效版本的清单
。

由于有序信息表现的一致性
,

因而在复合对象中

通常都加入很多操作
,

而不管其使用 目的如何
。

4
.

3 数据模型的基本原理

在这一节中
,

解析上面提到的对象类在超文本系

统中的用途
。

模型的依赖性
:

·

链能在某些对象上提供附加的信息 (例如
:

内

容 )
。

这一额外信息仅依附于它所代表的对象
。

在他

们的模型中
,

用所依附对象中的 H B
一

A t t r ib u t e s
表示

。

H B 一
A ttr ib ut eS 不能独立于它所依附的对象存在

。

这些信息可以是系统维护 (例如
:

屏幕上一个窗

口 的大小和位置都是节点的属性 )或用户维护 (例如
:

在节点上设计关键字 )
。

·

链能在两个对象之间建立从属关系 (例如
:

链

接一个脚注到对应的全文 )
。

如果其中一个被删除
,

则

链也必须解除
。

(在他们的例子中
,

如果从数据库删

除对一被篇调用的文章
,

脚注仍然完整地保存
,

这时

指向全文的就不再有任何意义 )这就是用在他们模型

中的 H件 I
J

i n k
。

·

链能收集对象到通用的结构中 (例如
:

收集某

些文章以形成一本书 )
。

在他们的模型中
,

结构由

H B
一

C o m p o s i t e
一

O b j e 。 t s 来 表 示
。

H B
一

C o m p o s i t e
一

O b
-

ej ct s
允许当作一个对象贮存器实体来看待

,

它可以

被编辑
,

也就是可以增加或删除子对象
,

也可以安排

它们的顺序
。

对 H B
一

C o m p o s i t e
一

O b j e e t s 的操作不会影

响子对象本身
。

在 H y ep r B as e
的模型中

,

链的所有这些各种不同

功能都是通过 H B
一

A t t r ib u t e s 、

H B
一

I
J

i n k s 和 H B
一

C o m
-

op ist e 一 O bj ec tS 这些概念来表示
。

他们更趋向于在相应

的相关级上组织超文本信息网
,

而不是平易的节点一

链模型
。

在很多应用系统中
,

复合对象都有两个 目的
:

一

方面它提供一个能够用于系统支持的工作区中的数

据结构
。

这里有几个但不是全部的节点和链被收集并

显示在屏幕上的一个 窗口中
。

在这个特定的区域可以

进行操作
.

例如
,

很容易就可以生成一个节点在这个

特定的激活的区域中
。

另一方面
,

要对那些相对来说是信息碎片归集起

来管理
,

用户就可以依据这些来生成复合对象
。

(例

如
:

它想管理维护一些局部的文章片断 )
。

例如
,

一

6 0

个查询的结果是一个具有某些共享特性的对象集合
,

也可以说是查询条件
。

在这两种情况中
,

用户希望应用对给定的对象集

合操作
,

而不是对数据库中全部对象
。

例如
,

用户只

希望在一个指定中工作区中或在更早的查询中检索

一个节点
。

因此 H y p er aB se 提供两组操作
,

一组是针

对全部数据库的
,

另一类只针对给定的复合对象中子

对象的操作
。

除了这些
,

还有将一类复合对象同另一类联系起

来的功能
。

例如
,

一个人想通过把查询结果添加到工

作中已有的内容中的办法把查询结果包含到工作中

里面去
。

对于所有这些情况
,

复合对象被用作 (担

当 ) 一致性的工具以提供所需数据结构和功能
。

在 H y ep r B as
e
数据模型中

,

链是第一级对象
。

一

个链可以有指向它的属性
,

还有其他的链作为它的源

(起点 ) 的目的 (终点 ) 对象
。

H y p er B as
e
不仅为多媒体对象提供数据结构

,

还

要维护下面所说的完整性限制
:

·

空悬调用被禁止
。

这些调用如下有
:

一没有起点或终点对象的链

一子对象进入一个复合对象中用一个不存在的

子对象

一属性不是对象的一部分
,

或

一链被包含进一个复合对象
,

而它的起点对象和

终点对象不进 入这个复合对象
。

·

一个复合对象刁钊猎是自已的子对象
。

.4 4 H y p er B a se 同其施超媒体系统的结构比较

从文献中
,

提到的几种超文本数据模型知道
。

由

于版面的限制
,

仅讨论那些与 H y p er B a se 类似的结

构
。

从 H A M 系统中71[ 他们得到了很多思想
。

在这

两种不同的结构中最主要的差异是对待复合对象方

法
。

在 H A M 中
,

所谓的上下文是指收集在一个对象

集中
。

然而
,

那些上下文的最主要思想是维持对象历

史版本
。

例如
,

每一个上下文必须有一个双亲
,

而且

主要的操作是结合这两个上下文
。

上下文不能同时从

很多对象得到 (例如
,

对整个数据库的查询结果 ) 并

且不是第一级对象 (例如
,

不能被链调用 )
。

对 于 D H RM 系统 [8 ]
,

这个系统类似 H y p e r

aB
s e

的
,

这个模型也涉及存贮层和脱离内容 /内部节点结

构 (在结合层 内部 ) 和超文本的表示 (运行时层 ) 在

模型的外面
。

对于存贮层
,

H y p e r
aB se 同他们模型的

主要差异是
,

它们允许多种方法的链 (或多元链 )
,

而

H y p “ r
aB se 只使用二元链

,

并且他们不提供历史信息

的格式
。

他们的复合结构的思想非常类似于 H yP er
-



勘
s e
的 H B

一

C o m p o s it e
一

O b je e t
,

就是不清楚他们能用

些什么操作
。

在概念级
,

主要的差异还在于
,

他们是在某些域

的顶层建立他们模型
,

而这些域不指定
,

而 H y p e r -

aB se 是指定所有的域
。

5 H y p e r B a se 的实现

从其他的数据模型语义域定义可清楚地看到
,

H y per aB se 最好实现为一个面 向对象数据库 系统的

现实的复杂对象
。

然而
,

由于可资利用的原因
,

他们

决定采用商业性的关系数据库系统 S y ha se .4 0 来作

为 H卯 er B a
se 实现的首选软件

。

在 目前实现 (的系统 ) 中
,

H yP er 压 se 利用以下

数据类型
:

O ID
:

~ N 和 SO ID
:

~ N
,

这里 N 表示正

整数集
,

他们仅支持能进行存贮的 S V 值的集合中的

标准数据类型
,

它的域定义为
:

SV : 一 tS ir gn U御 et

, U T im e
U N U R U {N O V A I

J

U E }
,

这里 R 表示实

数集合
,

N O v A L U E 一个空值
,

即不属干哪个域
,

是

用于作为节点的
,

并且还没有 内容和属性
,

是一个还

没有给值的空值
。

在所实现的 10 (即输入输 出 ) 中
,

10 所代表的

有序信息在 H B
一

C o m p os i t e
一

O b je e t 中
,

他们支持 (局

部 ) 分级排序
,

在子对象级别 (按级别组成集合 ) 内

部
,

子对象的位置是通过其父亲的子对象标识符和其

兄弟中的前任标识符来表示的
。

对于关系数据库系统
,

他们必须将域分解成对应

的关系
。

其分解方案他们使用标准数据模型技术
。

6 结论

目前的超媒体系统大多是 为某个领域定制的
,

因

此开发难度大
,

时间长
,

而且没有通用性
。

H y p er B as
e

作为与应用无关的超媒体机
,

在 S E IP A 系统中已经

证明是很有用
。

目前的 H y p er B as
e
来作为超媒体系统

的顶层
,

并且所有对象都由 H y p er B as e
来管理

,

则建

立 系统时
,

不辟重新开发实际存贮
、

定位
、

跟踪
、

通

信
、

多用户管理等 H y p er B as
e
所能完成的功能

。

应用

系统的开发只需对界面
、

浏览 创作 (创意 ) 下功夫
,

工作将会变得更容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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