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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沉积岩数据库

管理系统一 ①

叶健骆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贵阳

提 要 本文详细介绍全球沉积岩数据库 目 】。 及其管理软件一 的特点和

功能 ,以及在开始 过程中使用软件开发工具的方法。 由全菜单驱动 ,并为用户提供良好的人机对话

界面。它可以对数据进行录入 、编辑 、查询 、检索 、打印和绘图。由于系统功能齐全 ,检索功能灵活 ,将会在地球科学中许多领域

发挥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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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球沉积岩数据库

全球沉积岩数据库 是

第 项研究项 目 ,简称 。建立

是为了储存 、检索和使用沉积岩数据 ,实现

沉积岩数据的共享 ,其 目标是在计算机上用统一的

格式对沉积岩数据进行管理 。在该项 目执行期间 ,

完成了 数据表格式的设计 、数据表使用说

明书的编写和出版 、数据代码及词表的制定和编辑 、

数据结构的确定等 〔̀〕。 的建立 ,不仅有助于

沉积岩数据的国际交流 ,对开展全球地质对比研究 、

探索岩石圈演化和矿产资源及能源形成规律 、研究

古气候古生态的变化以及灾害事件对地质发展的影

响等 ,均具有重要意义 。

是继世界火成岩数据库 之后通

过国际合作建成的又一大型地质数据库 。

立 子集 ,形成如图 所示的三级数据库系

统结构 。

国际中心

地区中心卜 一 地区中心 卜… 人地区中心

用户 卜·… 用户 用户 用户 用户

图 分布式数据库系统示意图

的数据结构模型及特点

是一国际性的沉积岩数据库 ,它被设计

成不受计算机的类型和数据库管理系统 的

限制 。其数据库是由一个国际中心和多个地区中心

进行管理 ,各地区用户也可以在 自己的计算机上建

三级之间用于交流和传送的数据文件一律采用

紧缩 格式 。当今流行的 都

具备有对此种文件格式操作的能力 。因此这种分布

形式的运行模式便于各地区和国家的用户在

统一的格式下用不同的 管理和开发 自己

的应用软件 。

采用关系型数据结构模型 ,如图 所

示 。它的每一个数据库相应于一个关系 ,每个关系

就是一个数据库文件 。 由图中可以看出 ,全球沉积

岩数据库是一个庞大的系统 ,整个系统由 个子库

①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编号 “全球沉积岩数据库的设计和建立 ”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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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 ,并形成三个层次 。在 中 ,它的数据主 未公开出版的地质调查和研究报告提供的 ,并以岩

要是通过公开出版物 期刊 、杂志 、专著 、论文等 或 石的 “样品 ”作为信息储存的基本单元 。

全球沉积岩数据库

文献索引库

〕

样品集登录库 样品集图件索引库
《 二

样品数据索引库

〕

样品公共信息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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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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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分析徽探数据库显

烃数据类库

质数据库含碳物学分析数据库化

图 全球沉积岩数据库系统框图

图形数据 如地质图 、岩相图 、剖面图 、照片等

是沉积岩信息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 ,也应作为

存储的对象 。但是由于图形数据占据的存储空

间较大 ,需要特殊的输入输出设备 。因此 ,在

中为便于用户查找有关的图形资料 ,把与沉积岩

有关的图件的属性及出处登记在专门的数据文件

样品集图件索引库 中 ,用户可以从中查询图件的

信息 。

储存在数据库中的一条记录将涉及到多个数据

表 文件 ,因此 , 不仅包含的数据量大 ,而且

数据结构复杂 ,所以采用以下的方法去组织数据

各类岩石样品的公共信息集中存放在一个

样品公共信息数据表 中 ,与文献资料

信息库 馆 、图件登记库 。

同放在第一层 。
各类岩石样品的地质信息按岩类分别存放

在七个专用数据表 己 中 ,以作为对

公共信息数据表的补充 。这类库处于第二层 。

第三层由十四个各类岩石样品的分析测试

数据表 组成 。

数据文件之间用一公共字段建立关系之间

的连接 。

这种数据组织方式减少了数据的冗余 ,也便于

扩充其他类别的数据 ,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此外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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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层还分别建立了样品集数据登记库 和
样品数据登记库 ,给数据维护和管理提

供了方便 。

的开发支撑环境

是作者受 国际工作组的

委托 ,为全球沉积岩数据库研制开发的管理系统 。

它是在 环境下 ,用 开发的 。 由

于 的使用对象和数据来源主要是地质工作

者 。因此 ,系统提供了用户从数据收集 、输人到查询

和检索都统一的屏幕视图 ,它接近地质人员惯用的

数据表格 ,这样容易为地质人员所接受 。沉积岩数

据被归并为二十六个数据集 ,并设计成相应的二十

六个数据表 。为提高系统的开发效率 ,我们借助了

软件开发工具 、 和

模板 自动生成每个数据库的屏幕视图 ,使得

整个系统的开发效率及程序质量大为提高 。

屏幕视图生成过程如图 所示 。

, 表格文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

份份份份份份份份份 即丁呱 程序序序 视图文件件只只获 模 板板板 自动生成器器器 一

数数据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

书书 该玉

图 屏幕视图自动生成框图

, '

既是一种屏幕视图设计工具 ,同时它

被用来同 一起工作 ,因此它又是一个应用

程序生成器 。事实上 , 冶 包括了一种用于建

立 “样板 ”而设计的语言 ,这种语言的命令和控制结

构是从一些流行的计算机语言包括 和 以及

的最好特征演变来的 。因此 , 的

许多模块都是由 现有的模板自动生成并

经过扩充和修改 。由此可见 ,这些软件开发工具为

的研制提供了方便快捷的途径 。

生成带有地区或国家代码的 标识符

凡 和样品集标识符 一 和其它标识符 。

通过连接操作 ,实现各子库标识符的 自动编码 。由

于 是一国际性的数据库系统 ,地区中心负

责汇集本地区或国家数据提供者录入的数据 ,制作

数据文件集 ,并与 国际中心交换信息 ,管理

和维护本地区的数据库系统 。

的功能

采用模块化程序设计 ,全菜单驱

动 。为使用户界面友好 ,菜单安排二至三级子菜单 ,

它们一般是针对一些特定的功能设计的 ,以及为实

现这些功能应采取何种方式 。 具有数

据录入 、代码体制的编辑生成 、数据查询转换存取 、

检索报表的全屏幕浏览和打印输出等功能。管理系

统功能框图如图 所示 。

数据库的维护功能

数据库维护具有对数据进行录入 、数据编辑和

数据代码编辑等功能 ,它们都是在对应的屏幕视图

中进行的。它能自动对数据的合格性进行校验 不

合格的数据退还数据提供者修改 、统一编辑和自动

输输 出出出 查询 ,检索索索 应用软件接口口

运运行行

应应用用

程程序序

'' 一一双双 结 件件`平 护护

图 管理系统功能框图

们帕

查询 、检索功能
数据库管理系统的核心是它的检索功能 。

提供了在任何库文件中对每个数据字段都

适用的各种逻辑组合 、关系组合 、逻辑关系组合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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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途径的精确查询和模糊查询 ,并且对可检字段数

没有任何限制 ,满足了不同用户的需求 。系统允许

用户从任何一个数据库进入查询检索 ,并分别为每

一个数据库提供了用于查询检索数据 如同数据录

入屏幕视图 的全屏幕操作提问表 ,

便于用户根据屏幕的提示 ,以直观的屏幕对话方式

访问 数据库 。图 是一检索提问表 以化

学分析数据表一 邓 为例 ,它

是一空数据屏幕 没有任何数据 。

系统主要提供了二种检素数据的方法

①限定性查询方式

这种查询方式如在图 中所表示的那样 ,字段

和 分别键入了 “ ”和 “ ”的检索

条件 ,这表示将检索 的值大于 并且 的

值小于 的那些记录 。字段之间的这些检索条件

用逻辑与 关系组合 。符合 “ ”用于模糊词

根检索 ,它只能用于字符字段中 ,且必须出现在词根

后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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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数据检索提间表

理

②定义变量查询方式

在限定性查询方式中 ,查询条件之间只能用逻

辑与 关系实现。如果要在各字段之间定义

复杂的逻辑组合查询 ,需要用定义变量的方法 。变

量名用字符 “ ”号后面键入字母 一 或数字 一

,即在一次查询中可定义多达 个变量 。图 中

的 、 和 表示用户定义的三个变量 ,它们分

别表示 伪 、 和 字段 。用户可以在

… 字段中建立各种复杂的逻辑组合查询条

件 。连接符 “二”、 “ ”和 “一”分 别表示逻辑与

、逻辑或 和逻辑 非 。

… 字段中的表达式将转换为

可见 ,在定义变量查询方式下可以组织非常复

杂的逻辑表达式 。括号可以重复使用 ,但必须封闭 。

如果检索字符字段 ,字符必须在封闭的单引号之间

引用 。

此外 ,变量查询方式可以和限定性查询方式组

合起来使用 ,如同图 所示的那样 ,增加了检索的灵

活性 。

用户支持

功能键贯穿于整个操作过程 ,它为每个字段

提供了包括字段属性以及其他的屏幕提示信息。借

助于屏幕帮助 ,用户可以在所检字段上给出正确的

关系操作符。操作符 “ ” 不等于 、“ ” 大于 、

“ ” 大于等于 、“ ” 小于 和 “ ” 小于等

于 只能用于数字字段 。

检索结果的浏览及输出

只要用户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检索 ,检索结果杯
以全屏幕的形式显示 ,屏幕视图如同图 ,屏幕将显

示一屏满足检索条件数据的表格 。这时 ,用户可以

用检索 浏览子菜单对记录进行数据输出 、报表制作

、翻 阅 、 眼 、 、 、

、数据库之间连接 和检索

或退出 检索 浏览子菜单返回系统主菜单 。

①数据库之间的连接

由于在 中 ,储存在数据库的一条记录

将涉及到多个数据表 。因此 提供了数

据库之间的连接 功能 ,以便从已检索到的数

据查看其他数据库中的相关信息 。连接通过各数据

库的公共字段 标识符 、样品集

标识符 一 和原始样号 一 实现 。用户

可以通过数据表连接子菜单和字段连接子菜单进行

连接查询 。

②二次检索功能

选择二次检素 ,屏幕再次进入检索提

间表 见图 等待用户键入查询条件 ,它将从上一

次检索到的记录中进行查找 ,以进一步缩小检索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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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 。二次检索功能可以多次使用 ,直到用户满足要

求为止 。

③检索结果的输出及应用软件接口

要输出检索到的数据库的内容 ,必须用检索 浏

览子菜单中的输出 “ '' 功能 。它可以制作报表

输出到屏幕 、打印机 、磁盘文件

或者将数据以不同的格式转换输出到磁盘上

以供外部应用软件调用 。用户能够通过系统提供的

“字段选择表 ” 格式如同图 的检索提问表 任意挑

选字段转换输出 。兄 功能键被用于字段的挑选 。

字段选择表中被选中的字段旁用符号 “了 ”表示 。转

换格式有 文本文件 、 用于电子表格

、 符号连接交换格式 、 用于电

子表格 一 一 、 数据交换 格式 和

用于 绘图 。这些格式足以满足

不同的用户调用 。此外 ,用户还可以在应用软件接

口中直接调用外部应用软件而不需退出

入 、编辑 、修改 、查询检索 、数据转换和输出以及作图

提供了完整的操作环境 ,是 在计算机上的

具体实现 。因此得到 项 目国际工作组的

高度评价 。目前已被该项 目确定为 规范的

管理系统 ,并向世界各国推广使用 。 项目

在国内外多次举办培训班讲授 的功能

及使用方法 , 〕。 目前 以英文版作为国际

标准的数据库版本 ,但并不限制各国开发本国语言

的版本 。

的研制开发 ,对提高沉积岩数据

利用率 ,促进地质学研究定量化 、现代化将发挥重要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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