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5 卷

第 1 期

无 锡 轻 工 大 学 学 报
JOU RN A L O F W U X I U N IV E R S IT Y O F L IG HT I N D U S T R Y

V o l
.

1 5

1 9 9 6 N o
.

1

全中文通用灵活查询系统的实现

王奉堂 徐 玲

( 自动化系 )

摘要 解 决 了全 中文 通用灵活 查询在实现 中的 儿个 问题
,

并用 F O X P R O F O R

W I N D O w S 2
.

5 设计 了一个实用的灵活查询 系统
。

主题词 数据库
、

查询
、

程序设计

中图分类号
`

r P 31 6

0 前 言
数据查询是 M IS 系统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功能模块

,

也是衡量 M IS 系统质量高低 的一

个重要指标
。

一般来说
:

查询功能的强弱主要包括 以下三个方面
:

界面友好
;
查询的方法灵活

全面 ;查询的速度及正确性
。

这些都会受到计算机软件及硬件资源的限制
,

而程序员的任务

便是要充分利用软
、

硬件资源
,

编写出符合用户要求的
,

运行可靠的计算机程序
。

以往用 X B A S E 编写 的程序
,

其界面是不太理想的
,

在查询方面往往是根据系统分 析

阶段用户所提出的特定要求而编写出专用的查询程序来实现的
。

随着企事业内部对信息提

取要求的不断变化
,

在使用上总存在着某种遗憾
。

M ic r o s o f t 和 F O x 公司于 1 9 9 3 年 l 月发布了 F o x p r o F o r W in d o w s 2
.

5
,

由于其 良好

的界面及采用了 R Q B E (举例相关查询 )和 R us h m or e
技术

,

很快赢得了用户
。

R Q B E 可 以实

现 自由灵活查询
,

因为它可 以自由编辑查询标准
,

同时是用户和 S Q L S E L E C T 命令的接

口
。

结构化查询语言 ( S t r u e t u r e d Q
u e r y L a n g u a g e )是一种能独立于 F o x p

r o
的强有 力的语

言
,

其 目的就是查询数据库
,

借助 R Q B E 可以把 S Q L 看作是 F o x p or 的一个增强集
,

因此在

对数据库查询时访问 S Q L 语言不需要离开 F ox rP o
或进入某种特殊模式

。

R Q B E 的界面及查询方法虽然给了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

但是 若要求我们国内用户面

对众 多的英文数据库名
、

英文索引关键词
、

英文字段名来操作显然是不现实的
。

同时查询标

准集合也须设计成我 国习惯的中文表达方法
,

还要用 R us hm o r e 技术来加快查询速度
。

因此

设计一个全 中文的通用灵活查询 系统对于提高 M IS 系统的质量
,

减少程序员的编 程工作

量
,

方便用户要求
,

缩短设计周期等方面都具有现实的意义
。

1 屏幕布置
对数据库

、

索引标识符
、

字段选择及条件集合均采用了列举框
,

由于列举框可采用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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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

大大提高 了信息量
,

同时采用按钮的方法来实现事件驱动
。

2 中文灵活查询的实现方法
2

.

1 中文显示的方法

为了便于程序的书写
,

表名
、

索引标识名及字段名主要采用英文字母 (有些语言规定不

允许采用中文 )
。

为了使国内用户了解其具体含义
,

此系统设计了三个数据库
:

w l
.

dbf 表名

的中英文对照库
; W 2

.

db f 字段名的中英文对照库
; W 3

.

d bf 索引标识符的中英文对照库
。

三个数据库的结构如下
:

号文文号英序中号识识识编英中编的的编的标标标的的的的段段段的引引引表表表表字字字表索索索CCCCCCCUCCC9éOU八é9白O乙00八éO乙Q山Ono

月.1f
.

1目.1
W l

.

d b f

Bm

n a l】l e

m l n g
B m

B m l

ll a l l l e

m i n g

Bm

B m l

ll a n l e

m In g

名 (符合语法规范 :

对照名
(和 W l

.

d b f 相同 )

号
文名
文对照名

z

|之
、

|
、

d b.2W

符序号
名
中文对照名

ẁe
J`
l|

bfd.3W

这时要求程序员将所有可能需进行查询的数据库的表名
、

字段名
、

索引标识名及其他的中文

对照名存入上述三个库中
,

并放在较高的工作区中 (本程序分别放 在 1 0 1
、

1 02
、

1 03 区中 )对

需要查询的数据库用命令 S E L E C T O 来选择未用的最低工作区
,

以保证不和 W l
、

W Z
、

W 3

工作区相冲突 (一般来说同时打开 1 00 个工作区或数据库来进行查询足以满足用户要求 )
。

当对 w l
、

W Z
、

W 3 三个数据库基于字段 B m 进行关联后
,

用程序代码使各列举框中只显示

中文名称
。

同时在列举框上的选择 (双击鼠标 )也定位了三个数据库的记录指针
。

2
.

2 操作内容的规范化

鉴于国内用户的一些习
’

质表示方法和数据库管理语言的语法规则并不完全相同
,

因此

用户在选择某一字段时
,

需用 T Y P E 函数来测试该字段 的类型
,

在程序中对操作内容作适

当的调整
,

使之符合语法规范
。

例如当选择字符型变量时操作内容未加引号
,

则用程序控制

使其 自动添加
。

2
.

3 查询条件集合的形成

此系统定义了两个一维数组 Q U E R Y 和 Q U E R Y I
,

用来存放用户的每一个查询条件
,

其中 Q U E R Y 存贮查询表达式
,

Q U E R Y I 是与之对应的中文查询表达式
。

比如用户想了解人事库中在部门 1 01 中编号小于 9 4 0 21 的男同志以及在部门 20 1 中的

所有同志
,

即查询条件为

{编号 <
’

毕“ 2 1
’

…
`

针 lJ一
’

男
’

查询条件弓部门编码一
’

101
’

…或者
L部门编码 ~

’
2 0 1

’

表 一 Q u E R Y 和 Q U E R Y I 中的内容

数 组 名

Q U E R Y Q U E R Y I

假定程序员已规定编号
、

性别
、

部 门编码的字段

名分别为 B m
、

X b
、

b b l
,

在经过 5 次操作
“

条件加入
’ `

按钮后
,

可以得两个数组中的内容如表 1 所示
。

B nr <
’ 9 4 0 2 ’

X b一
’

男
’

b b l =
’ 10 1 ’

关
( ) R

关

b b l =
’
2 0 1 ’

编码 <
’
9 4 o 2 1’

性别一
’

男
’

部门编码 一
’

10 1’

或

部门编码 一
’
2 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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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择数据库后
,

其索引选择与字段选择均 自动列出
,

为了构造查询表达式
,

需在字段

选择中选择某一字段
,

然后选择操作符
,

在
”

操作内容
”

的输入框中输入 比较的内容
,

由它们

三者来构造表达式
。 ”

条件加入
”

按钮的功能是向两个一维数组中逐步增添 内容
,

同时将表达

式的中文形式送到
”

操作集合
”

列举框中显示
。

图 1 为
“

条件加入
“

按钮的功能程序框图
。

图

2 为
“

或者
”

按钮的功能程序框图
。

3 查询结果的输出
3

.

1 R u s h m o r e
技术及其应 用

F O X P R O 2
.

0 以前
,

S E T F I L T E R
、

L O C A T E F O R / C O N T I N U E
、

C O U N T F O R
、

S U M F O R 以及类似的一些命令在查询时是检查表中的所有记录
、

索引起不到任何帮助
,

因

此当记录个数很多时
,

查询速度是很慢的
。

在 F O X P R O 2
.

5 中
,

当发出包含有 F O R 条件的

F O X P R O 命令
,

并且对该 F O R 条件匹配的索引或标记可用时
,

便可使用 R u s hm or e
技术

。

R us h m or e
检索记录集合所需的时间更多地依赖于有多少记录满足查找的标准

,

而不是表

中记录的多少 (虽然记录个 数的多少对查询速度有影响
,

但影响是不大的 )满足查找条件的

记录越 多
,

R us h m or e
效率就越低

,

如果表中的记录都满足查询条件
,

R us h m or e
就没有什么

用处了
,

只起到 C O U N T F O R 的作用
。

R u s h m o er 技术要求对表达式 中的字段进行索引 (同时此表达式称为完全可优化表达

式 )
。

灵活查询允许用户随意选择字段
,

为了防止索引文件膨胀的现象
,

不会对所有数据库的

所有字段均建立索引
,

一些复合索引也可能是用户在使用中逐步提出的
。

在这种情况下
,

查

询集合中会出现不可优化表达式 (即没有对字段进行索引的表达式 )
。

通常
,

组合完全可优化

的表达式和不可优化的表达式会生成部分可优化的表达式
,

如表 2
.

表 2 组合情况 当优化情况是部分优化时
,

R us h m or e

基本表达式

完全优化

完全 优化

部分优化

完全优化

完全优化

部分优化

连接词

A N D

A N D

A N D

( ) R

( ) R

( ) R

基本表达式

完全优化

不可优化

不可优化

完全优化

不可优化

不可优化

优化情况

完全优化

部分优化

部分优化

完全优化

不可优化

不可优化

仍起作用
,

只有当优 化情 况是不 可优化 时
,

R us h m or e
才完全无效

。

从表 2 可以看出
:

在

得 不到完全优化时
,

可用 A N D 来连接条件

集合
,

仍可得到部分优化表达式
,

加快查找速

度
。

即
: F O R (条件 1 ) A N D (条件 2 ) …

,

A N D (条件
n )

.

通过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

R u s
h m o r e 技术为灵活查询的速度提供了保证

,

若指定的查询

条件越多
,

查询速度就越快
。

此通 用灵活查询程序是在网络上 ( N O V E L L 3
.

1 2) 运行的
,

其他工作站可能 同时在编

辑 用户使用的表
,

当 R us h m or e
遇 到了使用带有可优化表达式 F O R 的命令时

,

R us h m or e

只一次决定 那些记录 匹配 查询条 件
,

该命令只对 R us h m or e
找到的记录起 作用

,

如果在

R us h m o r e 设置仍在作用时
,

数据改变了
,

那么查询是不正确的
,

因为信息没有被改变
,

所以

在查询结果输出时
,

应判别网络运 行情况及表的锁定情况
,

如果 出现上述情况
,

应用 S E T

O P T IM I Z E O F F 关掉 R u s h m o r e ,

直到将 O P T IM IZ E 设 回到缺省状态 O N
.

3
.

2 条件集合表达式的产生

当在 Q U E R Y 中形成前述的 内容后
,

如果要输 出查询结果 只须依次取 出数组 中的 内

容
,

并一一加以判别
,

然后用 A N D 或 O R 来形成一个逻辑表达式的集合
。

在前述例子 中
,

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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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成如下 表达式
:
X 一 ( Bm <

’
9 4 0 21

’

)
.

A N D
.

( X b一
’

男
’

)
.

A N D
.

b( b1 一
’
1 0 1

’

)
.

O R
.

b( b l 一
’

2 0 1) 图 3 为条件集合表达式形成的程序框图
,

输出语句为 Br
o w s e fo r & x ,

为了给

用户直观的印象
,

系统中计算了查询所需要的时间和表中满足条件的记录的个数
,

同时将查

询结果在定义的窗 口中显示出来
。

保保存数组指针
,

激活
“
或者

”
按钮钮

数组 q 匪玉 Y长度~ qP tr

_

\ \ Y 厂万二门

理
rL

愁 / /

—
巴坚」

字字段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逻逻辑型型型 字段为字字字 字段为为为 字段为为
符符符符符符符符型或备备备 数值型型型 日期型型
注注型型型型型型

YYY =
”
Y

, ,,,
Y = { Y }}}

返返画画

XXX~ 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
XXX I~ 2 11111 Z ~ X + 〔护+ YYY

2222222222222 1= X I + (护 + YYY

ZZZ~ Q叨玉 Y (数组 )))

222 1~ Q UI 玉Y lll

XXX一
”
(
”
+ Q L正胶 Y ( l)))

III= 222

XXX一 X +
`
)

.

(〕R (
`̀

XXX 一 x +
’
)

.

周劝 )
.

(
`̀

III = I+ 11111 X一 x +
”
)
””

统统计满足条件 记录数数

计计算查询时间间

定定义显示窗 口口

显显示查询结果 b or ~ for 吕 XXX

一
r

框

|
匕钮盯!l卜圳一

乃丁Y计尸
一

按正r辫列
ì
L一口.QI亚封合拭一

;
锗l邀吼l脚!粼.锭一
、

或
、、

叹红
、

数
、

阵
、

标一

锁)R划黝条黄一抖c剪增彬
·

封刻气
ù

幻示

显

|
一

增增加数组指针针

显显示条件集合列举框框

光光标定位位

图 l
“

条件加人
”

按钮功能

程序框图

图 2
“

或者
”

按钮的

程序框图
图 3 条件集合表达式

形成的程序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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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方法
本系统是一个通用子程序

,

程序员只须做以下工作
:

1) 向 w l
、

w Z
、

W 3 库中输入所有查询的数据库的表名
、

字段名
、

索引标识名及其所对

应的中文名 (笔者已完成了此输入模块 )
。

2) 进入本系统前
,

将 W l
、

W Z
、

W 3 放在高位工作 区
,

建议用 S E L E C T O来分配所有打

开的待查询数据库的工作区
。

本程序的特点
:

可同时选择多达 1 00 个数据库
; 允许输入多达 30 个表达式 (前提条件是

所有表达式累加的字符数 目不能超过 2 5 6 )
.

操作者 只须依次选择列举框 中的内容
,

当输入完表达式后
,

可按
“

浏览
”

按钮显示查询结

果
。

5 结 语
此全中文通用灵活查询系统

,

能满足中小型 M IS 系统的查询要求
,

且操作简便
,

界面友

好
,

已投入一个 M IS 系统中正式运行
,

稳定可靠
,

很受用户欢迎
。

T h e R e a l i z a t i o n S y s t e m o f O P t i o n a l Q u e r y i n C h i n e s e

W a n g F e n g t a n g X u L i n g

( eD P t
.

o
f A

u t o
.

)

A b s t r a e t Q
u e r y 15 a n im p o r t a n t a s p e e t i n t h e M I S s y s t e m

.

I n b r d e r t o m e e t t h e e h a n g i n g

d e rn a m d
s o f u s e r s i n t h e i n q u i r i n g p r o e e s s ,

t h i s a r t i e l e d e a l s w i t h a n d s o l v e s s o m e p r o b l e m s

i n t h e r e a
l i

z a t l o n o f o p r io n a
l q u e r y i n C h i n e s e

.

T h e e x P e e t e d r e s u l t h a s b e e n a e h i e v e d b y

u s i n g P o x p r o F o r

W i n d o w s 2
.

5
.

I t 15 p r o v e d t h a t t h e o p e r a t io n 15 s im p l e a n d t h i s s y s t e m

e a n b e u s e d i n m a n y e i r e u m
s t a n e e s

.

S u b j e e t
一

w o r d s D a t a b a s e ; I n q u ir y ; P r o g r a m m i n 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