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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 ORACLE SQL* FORM S触发器运行的分析 , 表明触发器的运行机制与普通的程序设计技术既有相

似之处 , 又有区别。 正确掌握触发器的运行机制是触发器设计过程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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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inciples and features of t rigg er w ere discussed by analy zing the opera tion of

O RACLE SQL* FO RMS Trig ger. They share simi lari ty wi th and are a lso dif ferent f rom the

design tech nique of o rdina ry prog ram.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sure the opera tion of t rig er in i ts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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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QL* FORM S触发器简介

触发器 ( T rigg er)是由用户编写的用于增加应用

功能的代码块。触发器顾名思义 ,其中的代码块必须

在某一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才触发执行 ,因此每一种触

发器必须与一个事件发生联系 , O RACLE SQL*

FO RM S能识别一组预先定义好的运行事件 (如: 光

标离开某个域 , 或光标进入某个域等 ) , 每个事件又

对应一个内部触发器 , 每个触发器都有自己的名字 ,

并由一条或多条 PL /SQL语句和 SQL* FO RMS命

令组成。当用户为应用编写触发器时 ,必须先确定激

活该触发器的事件 ,因为触发器的名字就是由激活它

的事件来决定的。

每一个触发器还必须连接到表单 ( FO RM )中某

个具体的对象上 , 这些对象包括一个域或字段

( Field) , 一个块 ( Block) , 或 FO RM本身 , 所连接

的对象决定了触发器的作用范围。

触发器的功能既像过程又有别于过程。过程需通

过显式的调用才被执行 ,而触发器只要在触发它的事

件具备时便立刻被触发 ,同时系统自动执行写在触发

器中的命令。另外触发器必须依附于某个模块对象而

存在 , 而过程则不需要。触发器是新一代数据库开发

工具常备的一种新的设计工具 ,它借鉴了一些面向对

象的设计技术。

2　触发器的定义级别和作用范围

ORACLE SQL* FORMS中为触发器提供了三

种定义级别 , 由低级到高级依次是: 域级 , 块级和

FORM级。

触发器的定义级别决定了它的作用范围。当同一

事件定义了不同级别的触发器时 ,具有最低级别的触

发器优先执行。例如: 当在某一个域上定义了一个域

级 ( field lev el) Post Field触发器 , 那么只有当光

标离开此域时 , 该触发器就被触发。

3　触发器运行分析

由于触发器中的代码是在触发它的事件发生时

自动被执行 ,因此了解与掌握正确的触发时刻在触发

器设计中是至关重要的。以下通过一些实例来说明这

一问题。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个在 ORACLE SQL*

FORMS 3. 0环境下做的实验:

创建一个 FO RM取名为 TEST, 并为 TEST建

一个块 , 取名为 B , B块不基于任何基表 , 并且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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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NAME、 和 AGE三个域 (字段 ) 组成 , NO为

第一个域 , N AME为第二个域 , AGE为第三个域。现

在分别在 NO和 NAME域上各设计一个触发器。在

NO域上设计一个名字为 Key nx t fld的触发器。该

触发器在按 Enter或 Tab键时被激活 , 也就是按下

回车键或 Tab键将光标移到下一个域时被激活。该

触发器的内容如下:

　 Field name: NO; Trigg er: Key nx t f ld

　　: Global. A: = '1 '; /* 给全局变量 A赋初值

为字符 '1 '* /

　　 Go field ( 'N AME ') ; /* 将光标移出该域转到

名为 NAME的域中* /

　　: Global. A: = '3 '; /* 刷新全局变量 A使其

等于字符 '3 '* /

在 NAME域设计的触发器名字为 On new field

instance该触发器在光标移到某个新的域时被激活。

该触发器的内容如下:

　 Field Name: N AME; Trigg er: On new field

instance

　　 Message (: Global. A) ; /* 在屏幕下方显示全

局变量 A的当前内容* /

设计完毕后 , 先将 TEST FO RM存盘并随后生

成它 ( Genera te)。然后便可在 DEBUG MODE方式

下运行 T ES T FO RM。此时会发现屏幕下方显示的

内容是字符 '3 '而非字符 '1 '。一般认为 ,当执行到 Go

field ( 'N AM E ')命令时 ,光标应该立刻离开 NO

域而移到 NAME域上并激活 On new field in-

stance触发器 , 此时屏幕显示的应是字符 '1 '而非字

符 '3 '。但显示结果并非这样 ,为什么?在回答这一问

题之前 , 我们先看另一个实验:

即把 NAM E域上的 On new field instance

触发器改名为 Pre Field触发器 , 而触发器的内容

不变 , 仍为 Message (: Global. A) , 既:

　 Field Name: N AME; Trig ger: Pre Field

　　 Message (: Global. A) ; /* 在屏幕下方显示全

局变量 A的当前内容* /

修改完毕后 , 重新运行 T ES T。此时 , 屏幕下方

显示的内容不再是字符 '3 ', 而是字符 '1 '。这一结果

与前面设想的执行流程相符合。 这说明当在 NAME

域上定义的是 On new field instance触发器时 ,

NO域上的 Key nx t fld触发器执行到 Go field

( 'N AME ') 命令时 , 并不能将执行流程转到 NAME

域上而激活在 NAM E域上定义的 On new field

instance 触 发 器 , 而 是 继 续 执 行 Go field

( 'N AME ')的后续语句 ,待 Key nx t fld触发器的内

容执行完毕后 , 才将光标移到 NAM E域上继而触发

On new field instance触发器并执行该触发器中

的命令 , 因此显示的结果是字符 '3 '。但当在 NAME

域上定义的是 Pre Field触发器 , 执行流程就能像

所设想的那样 , 因 Go field ( 'N AM E ')命令而立刻

转到 NAME域上的 Pre Field触发器并执行 Mes-

sage (: Global. A) , 因此显示的结果为字符 '1 '。

以上结果表明 , NO域的 Key nx t fld触发器中

的 Go field ( 'N AM E ')命令不能立刻激活 On new

field instance触发器 ,却能立刻激活 NAME域上

的 Pre Field触发器。原因就在于这两种触发器的激

活条件不同。 On new field instance触发器是当

光标已到达某个新域后才触发 , 而 Pre Field触发

器是当光标还没到达但即将到达某域时就可被触发。

另外实验还表明在 ORACLE的 SQL* FO RMS中 ,

光标的移动滞后于触发器中命令的执行。因此 , 当执

行 Go field ( 'N AME ')命令后 , 由于光标滞后于命

令的执行 ,而不能立刻移到 NAME域上而激活 On

new field instance触发器 , 但激活 NAM E域的

Pre Field触发器的条件已满足 ,因此 Pre Field触

发器被立刻激活并抢在流程还没执行后继命令之前

将其转去执行 Pre Field触发器中的命令 , 而 On

new field instance触发器要等到 NO域的 Key

nx tf ld触发器的所有命令执行完毕后才移动光标继

而被触发。

为了更进一步地了解触发器的运行机制 ,下面再

看一个实验 , 首先在 NO、 NAME和 AGE三个域上

设计如下几个触发器:

　 Field name: NO; Trig ger: Key nx t fld

　　: Global. A: = '1 '; /* 给全局变量 A赋初值

为字符 '1 '* /

　　 Go field ( 'N AME ') ; /* 将光标转到 NAME

域上* /

　　 Message ( 'no1: '||: Global. A) ; /* 在屏幕下

方显示全局变量 A的当前内容* /

　　: Global. A: = '3 '; /* 刷新全局变量 A使其

等于字符 '3 '* /

　　 Go field ( 'AGE ') ; /* 将光标转到 AGE域上

* /

　　 Message ( 'no2: '||: Global. A) ; /* 在屏幕下

方显示全局变量 A的当前内容* /

　　: Global. A: = '4 '; /* 刷新全局变量 A使其

等于字符 '4 '* /

Field Name: N AME; Trigg er: Pre field (以下省

略注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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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ssage ( 'no3: '||: Global. A) ;

　: Global. A: = '2 ';

Field Name: N AM E; Trigg er: On new f ield in-

stance

　 Message ( 'no4: '||: Global. A) ;

Field Name: AGE; Trig ger: Pre field

　 Message ( 'no5: '||: Global. A) ;

　: Global. A: = '5 ';

然后运行 TEST FO RM,此时光标停在 NO域上 ,按

Enter键后 , 屏幕下端依次显示以下结果:

no3: 1no1: 2

no5: 3

no2: 5

no4: 4

最后光标停在 NAM E域上。

首先让我们分析一下运行结果: 当光标在 NO域

上按 Enter键时 , 便立刻触发 NO上的 Key nx tf ld

触发器 , 并执行该触发器中的命令 , 当执行到 Go

field ( 'N AME ')时 , 触发 NAME域的 Pre field触

发器并显示 no3: 1, 且将: Global. A改为 2, 然后

执行流程自动返回到 NO域的 Key nx t fld触发器

并继续执行第三条命令即显示 no1: 2;最后按照相同

的原理继续执行 Key nx t f ld触发器中的后续语句

并依次显示 no5: 3、 no2: 5和 no4: 4。

如果在 NO域上增加一个 Post field触发器 ,

其内容如下:

Field name: NO; Trigg er: Post field

　 Message ( `no6: ’ ||: Global. A) ;

重新运行 TEST FORM发现: 首先显示的结果是

no6: 1接着才是 no3: 1, 这说明当执行到 Go field

( 'N AME ')命令时 ,首先触发 NO域的 Post field触

发器 ,然后才触发 NAME域的 Pre field触发器 ,而

这两个触发器的触发时刻非常接近。

如果将 AGE域上的 Pre field触发器的内容改

为:

　 Field Name: AGE; Trigg er: Pre field

　　 Message ( 'no5: '||: Global. A) ;

　　: Global. A: = '5 ';

　　 Go field ( 'NO ') ;

　　: Global. A: = '6 ';

并添加一个新的触发器如下:

Field Name: AGE; Trig ger: On new field in-

stance

　 Message ( 'no7: '||: Global. A) ;

再次运行 T ES T FO RM, 将发现屏幕下端显示的结

果依次为:

no6: 1

no3: 1

no1: 2

no5: 3

no3: 5

no2: 2

no4: 4

对这一运行结果首先要作解释的是为什么会显示两

次 no3: . . . ,即 NAME域的 Pre field触发器被触发

两次。这是因为在 Pre或 Post等导航类触发器中不

能使用导航类命令所引起的。导航类命令包括: Go

block、 Go field、 Nex t block和 Nex t field等命

令 ,这类命令的执行会引起导航事件的发生并因此激

活导航类触发器。如果导航类触发器中又含有导航类

命令 , 则这类命令势必要产生新的导航事件 ,而这将

与原来的导航事件发生冲突。 因此每当出现这种情

况 , O RACLE系统将会报错 ,并使导致这一现象的第

一个导航类命令的导航功能无效 ,同时使导航状态返

回到上一次的导航状态中。结合以上实验 , 当流程执

行到 AGE的 Pre field触发器中的 Go field

( 'NO ') 命令发生导航冲突时 , 系统将立刻报错 , 终

止流程继续执行并重新返回到 NO域的 Key nx tf ld

触发器中由 Go field ( 'N AME ')所产生的导航状态

中 ,因而第二次触发 NAME域的 Pre field触发器 ,

显示 no3: 5后 , 再沿着 Go field ( 'AGE ') 的后继

语句继续执行。由于 Go field ( 'AGE ')的导航功能

已 无效 , 因 而光 标最 后只 能按 照 Go field

( 'N AM E ')的导航功能移到 NAME字段上最后激活

该域的 On new field instance触发器并显示

no4: 4。以上运行结果进一步表明了触发器的运行与

普通过程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明显的区别。

4　结束语

触发器是新一代的数据库开发工具常备的一种

工具。它与普通的程序设计技术既有相似只处 , 又有

区别。因此正确分析和掌握触发器的运行机制是触发

器设计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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