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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求分析

• 产生软件工作特征的规格说明

• 指明软件和其他系统元素的接口

• 规定软件必须满足的约束

• 需求分析让软件工程师（有时这个角色也被称作分析或建模师）：

• 细化在前期需求工程任务中建立的基础需求

• 建立描述用户场景、功能活动、问题类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系统和类行为以及数据流

变换时等模型

8.1 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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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需求分析

• 需求建模动作的结果为以下一种或几种

• 场景模型

• 面向类的模型

• 基于行为和模式的模型

• 面向流的模型

• 这些信息最终被转化为结构、接口和构件级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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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总体目标和原理

• 需求必须实现三个主要目标：

• 描述客户需要什么

• 为软件设计奠定基础

• 定义在软件完成后可以被确认的一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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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总体目标和原理8.1 需求分析

桥接

• 需求不是架构、设计和接口
• 需求就是指需要什么

系统描述

需求模型

设计模型



哈尔滨工程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 模型应关注在问题域或业务域内可见的需求，抽象的级别应该相对高一些。
（不试图解释系统将如何工作）

• 分析模型的每个元素都应能增加对软件需求的整体理解，并提供对信息域、功
能和系统行为的深入理解。

• 关于基础和其他非功能的模型应推延到设计阶段再考虑。（例如数据库）

•  最小化整个系统内的关联。（减少在高层次的互联）

• 确认需求模型为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带来价值。（给不同的人带来不同的利益）

• 尽可能保持模型简洁。（不使用不必要的图标和复杂的表示方法）

8.1.2 分析的经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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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ld Firesmith

8.1.3 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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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调查的领域
• 收集应用领域内的典型例子
• 分析例子中每一个应用
• 为对象开发一种分析模型

8.1.3 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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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域分析

领域知识的
来源

域分析模型域分析

技术资料

已有的应用系统

客户调查

专家建议

当前/未来的需求

类的分类

复用标准

功能模型

域语言

域分析的输入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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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化  VS  面向对象8.1.4 需求建模的方法

基于场景的模型如：

用例

用户故事

类模型如:

类图

协作图

行为模型如：

状态图

顺序图

流模型如：

数据流图

数据模型

软件需求

从用户角度来看的系统 定义对象、属性和关系。

表示事件对系统状态的影响 表示数据在系统内是如何转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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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们应该写什么？

(2) 我们应该写多少？

(3) 我们编写说明应该多详细？

(4) 我们如何组织说明？

8.2 基于场景建模 在描述需求建模时常用哪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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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始和导出——提供了开始编写用例所需要的信息.。

• 运用需求收集会议、QFD和其他需求工程机制

• 确定利益相关者

• 定义问题的范围

• 说明整体的运行目标

• 建立优先级顺序

• 概述所有已知的功能需求

• 描述系统将处理的信息(对象)。

8.2.1 创建初始用例

编写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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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与相关利益人进一步会话取得进步后，需求收集团队为每一个功能说明开发用例。

• 通常以一种非正式的叙述性的方式表达用例。

• 若要求更正式的方式，则以一种类似于被提及的结构化的格式重写相同的用例。

编写多少？

8.2.1 创建初始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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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描述系统“使用线程”的场景
• 责任人代表人或设备在系统运行时所扮演的角色
• 用户可以在给定的场景中扮演若干不同的角色
• 通常这个步骤连续的陈述不考虑其他可能的交互，有时被称作主场景（P102）

8.2.1 创建初始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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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者完成的主要任务和功能是什么？
• 参与者将获取、产生或改变哪些系统信息？
• 参与者必须通知系统有关外部环境的改变吗？
• 参与者希望从系统获取什么信息？
• 参与者希望得知会有意料之外的变更吗？

8.2.2 细化初始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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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用例

• 用例首先用描述性风格编写，若需要正式形式，再映射到模板上。

• 每个主场景都应该进行评审和细化，以查看有没有可能有可替代的交互方式

• 在这一步，参与者能做一些其他动作吗？

• 在这一步，参与者有没有可能遇到一些其他错误条件？如果有？是什么错误条件？

• 在这一步，参与者有没有可能遇到一些其他行为？如果有？是什么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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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例图显示一组用例，参与者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用于需求分析阶段，即确定“谁

使用系统以及做什么”。

• 画好用例图是由软件需求到最终实现的第一步。

用例图
Use Case Diagrams8.2.3 编写正式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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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例图包括以下3方面内容。

（1）用例（Use Case）

（2）参与者（Actor）

（3）关系（依赖、泛化以及关联）

• 用例图的主要元素是用例和参与者：所谓用例是指对系统提供的功能(或系统的用途)的描述；

参与者是指可能使用用例的人或外部系统。两者的关系是“谁使用了哪个用例”.

• 用例图着重于从系统外部参与者的角度来描述系统需要提供哪些功能，并且指明这些功能的

参与者是谁。

用例图
Use Case Diagrams8.2.3 编写正式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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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图例 说明

角色
actor

        代表与系统交互的实体。角色可以是用户、其它系统
或者硬件设备。在用例图中以小人表示。

用例
use case

        定义了系统执行的一系列活动，产生一个对特定角色
可观测的结果。在用例图中，用例以椭圆表示。“一系
列的活动”可以是系统执行的功能、数学计算、或其它
产生一个结果的内部过程。活动是原子性的。活动的原
子性可以决定用例的粒度。用例必须向角色提供反馈。

关联
association

        表示用户和用例之间的交互关系。

依赖
       用例与用例之间的依赖关系。用带箭头的虚线表示。

角色名称

用例名称

<<原型>>

8.2.3 编写正式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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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 eowner

Access cam era 

surveillance via the 

Internet

Configure SafeHom e 

system  param eters

Set alarm

cam eras

SafeHom e

房主

通过因特网
进入摄像机
监视

配置
SafeHome系
统参数

设置报警

摄像机

8.2.3 编写正式用例8.2 基于场景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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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处理

• 描述这样一种情景（失败或用户选择），该场景导致系统展示出某些不寻常的行为

• 使用头脑风暴来合理地完成每个用例中一系列的异常处理。

• 在这些用例中是否有某些具有“确认功能”的用例出现？

• 在这些用例中是否有支持功能（或参与者）的应答失败？

• 性能差的系统是否会导致无法预期或不正确的用户活动？

• 开始开发一系列用例时，应列出特定参与者执行的功能活动。

• 处理异常可能需要创建额外的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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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者（Actor）是系统外部的一个实体（可以是任何的事物或
人），它以某种方式参与了用例的执行过程。

• 参与者通过向系统输入或请求系统输入某些事件来触发系统的执行。
参与者是系统之外，透过系统边界与系统进行有意义交互的任何事
物（人或事物）。

• 在处理参与者时，应考虑其参与系统的身份，而不是人名或工作名。

• 在UML中，参与者用人形图符表示。

• 但参与者未必是人，可以是一个外部系统。 

Customer
(from Actor)

1、参与者（Actor）

8.2.3 编写正式用例8.2 基于场景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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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使用该系统

• 谁改变系统的数据

• 谁从系统获取信息

• 谁需要系统的支持以完成日常工作任务

• 谁负责维护、管理并保持系统正常运行

• 系统需要应付那些硬件设备

• 系统需要和那些外部系统交互

• 谁对系统运行产生的结果感兴趣

参与者的识别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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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汽车制造厂需要一套库存管理系统，该系统实现的业务：

（1）生产工人根据生产计划领取物料

（2）库存操作员根据生产系统的派单准备，交付给领料工人，余料即时归还库房

（3）库房管理人员定期盘点库存，通知供应商供货，对长期积存的货物，申请退货。

案例：库存管理系统

8.2.3 编写正式用例8.2 基于场景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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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使用该系统

• 谁改变系统的数据    

• 谁从系统获取信息     

• 谁需要系统的支持以完成日常工作任务

  

• 谁负责维护、管理并保持系统正常运行

• 系统需要应付那些硬件设备

• 系统需要和那些外部系统交互     

• 谁对系统运行产生的结果感兴趣   

操作员，管理员

操作员，管理员

操作员，管理员

领料员,退料员,操作员,管理员,供应商

管理员

生产系统, 供应系统

操作员,管理员,领料员,退料员

识别思路

8.2.3 编写正式用例8.2 基于场景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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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编写正式用例

库存管理系统的参与者

8.2 基于场景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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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例描述了系统的功能需求，是系统的一组动
作序列的描述.

•用例的本质是用户与计算机之间的一次交互作
用。在UML的概念中用例是系统作出的一系列
动作,而参与者能够察觉到这一系列动作的结果。

•UML中用例用一个椭圆来表示，用例的名字可
以写在椭圆的内部或下方。

领取物料

2、用例（Use Case） 

5.2.3 编写正式用例8.2 基于场景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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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别用例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分析系统的参与者开始，先列出所有的参与者，再根据

每个参与者列出与它有关的用例。在识别用例的过程中，通过以下的几个问题可以

帮助识别用例：

（1）参与者希望系统提供什么功能？

（2）系统是否存储和检索信息？如果是，这个行为由哪个参与者触发?

（3）当系统改变状态时，通知参与者吗？

（4）存在影响系统的外部事件吗？

（5）是哪个参与者通知系统这些事件？

8.2.3 编写正式用例如何识别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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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例分析是处于系统的需求分析阶段，这个阶段应该尽量的避免去考虑系统实

现的细节问题。

• 也就是说，用例描述的是一个系统做什么，而不是怎么做。

用例分析 8.2.3 编写正式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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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零件销售系统

8.2 基于场景建模 8.2.3 编写正式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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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零件销售系统的参与者

8.2 基于场景建模 8.2.3 编写正式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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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零件销售系统

注册

会员登录

管理订单

检索零件

购物

结帐

修改个人资料

查询历史纪录

货管员登录

管理价格

管理库存

打印报表

开放帐户

经理登录

检索会员

潜在会员

会员

货管员

经理



哈尔滨工程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案例2：零件销售系统

注册

会员登录

管理订单

检索零件

购物

结帐

修改个人资料

查询历史纪录

货管员登录

管理价格

管理库存

打印报表

开放帐户

经理登录

检索会员

潜在会员

会员

货管员

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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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者与用例之间

• 关联关系

• 用例与用例之间

• 包含关系 (include)

• 扩展关系 (extend)

• 泛化关系 (generalization)

• 参与者与参与者之间

• 泛化关系 (generalization)

关系？ 8.2.3 编写正式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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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

描述参与者与使用用例之间的关系。在UML中，关系用实线表示，实线可以有箭头，也可以没有箭头。

关系

关系—参与者与用例之间

例：参与者与用例通过关联相连。

注册

潜在会员

8.2.3 编写正式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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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包含关系(include)

包含关系中一个用例总是使用另一个用例的功能

如果两个以上用例有大量一致的功能，则可以将这个功能分解到另一个用例中。

一个用例的功能太多时，可以用包含关系建模两个小用例。

包含关系中基用例本身是不完整的。   

Purchase Ticket Check Credit

<<include>>

用例间的关系——包含关系

8.2 基于场景建模

用例“Check Credit” 检查输入的信用卡号是否有效，信用卡是否有足够的资金。

用例图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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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扩展关系(extend)
a. 扩展关系允许一个用例（可选）扩展另一个

用例的功能。
b. 当某个新用例在原来的用例基础上增加了新

的步骤序列，则原用例被称作基用例，这种
关系被称为扩展关系。

c. 基用例可以单独存在，但在一定的条件下，
他的行为可以被另一个用例的行为延伸。扩
展只能发生在基用例的序列中某个特定的点
上，这个点叫扩展点。

d. 扩展关系中基用例本身是完整的。

用例间的关系——扩展关系

8.2 基于场景建模 用例图里的关系

借还登记

<<extend>>

借书登记

还书登记

过期罚款

查看借阅情况

读者

图书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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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关系与扩展关系的区别
包含关系与扩展关系的区别

用例图里的关系

审核订单

部门经理

签署订单

查看订单

打印订单

<<include>>

<<include>>
<<extend>>

联系：都是从现有的用例中抽取出公共的那部分信息，作为一个单独的用例，然后通后过不同的方法来重用这个公共
的用例，以减少模型维护的工作量。

区别：扩展关系中基本用例的基本流执行时，扩展用例不一定执行，即扩展用例只有在基本用例满足某种条件的时候
才会执行。包含关系中基本用例的基本流执行时，包含用例一定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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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泛化关系（也称类属或概括关系） 

泛化关系其实是子类与父类的关系。象类之间的泛化关系一样，用例和
参与者也可以继承另一个用例和参与者。

8.2 基于场景建模

用例间的关系——泛化关系

用例图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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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基于场景建模

参与者与参与者之间：泛化关系

用例图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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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

包含以及扩展过程与泛化过程类似，但三者对用例关系的优化侧重点是不同的。如下：

• 泛化侧重表示子用例间的互斥性；

• 包含侧重表示被包含用例对Actor提供服务的间接性；

• 扩展侧重表示扩展用例的触发不定性；详述如下：

8.2.3 编写正式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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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例的描述——事件流

l建立实际的系统，还需要更多的细节，这些细节写在事件流文档中。

l事件流是通过文字描述一个用例的行为，说明用例的逻辑流程。发起用例的参与者是谁，
用例的前置条件是什么，主事件流，其他事件流和完成后的后置条件是什么，从用例中
获益的参与者是谁。

• 事件流包括：简要说明、前置条件、主事件流、其他事件流和后置条件。
• 简要说明：每个用例应有一个相关说明，描述该用例的作用。

• 前置条件（前提条件）：列出开始用例之前必须满足的条件。

• 主事件流：显示用例从开始到结束的完整的正常流程。

• 其他事件流：显示异常条件或错误。

• 后置条件（事后条件）：用例结束后系统应具备的状态。

用例图里的事件流 8.2.3 编写正式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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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例名称
用例编号
创建人                                       创建时间
版本号                                       修改时间
主要参与者
次要参与者
简要描述
触发条件
前置条件
事件流
后置条件
可选事件流
例外
非功能性需求
假设
备注
补充性规格说明

一般用例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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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事件流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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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基于文本的需求建模情景不能简明扼要地传递信息

• 需要能从大量的UML图形模型中选择和是的表达方式

（1）活动图

（2）泳道图

8.3 补充用例的UML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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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统一建模语言UML中，活动图用于描述系统行为，在需求阶段，可以配合用例图说明

复杂的交互过程。

• 活动图由开始点、活动、转换和结束点组成。一个活动图只能包含一个开始点，可以有多

个结束点。开始点、活动、结束点之间通过转换连接。

类似流程图，补充用例8.3.1 活动图



哈尔滨工程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enter passw ord 

and user ID

select m ajor function

valid passw ords/ID

prom pt for reentry

invalid passw ords/ID

input tries rem ain

no input
tries rem ain

select surveillance

other functions 
m ay also be 
selected

thum bnail view s select a specific cam era

select cam era icon

prom pt for 

another view

select specific 

cam era - thum bnails

exit this function see another cam era

view  cam era output 

in labelled w indow

输入密码
和用户ID

无效的密
码/ID

继续重试输入

有效的密码ID

结束重试
输入

选择某个
摄像头

选择摄像
头图标

选择某个
摄像头缩
略视图

缩略视图

也可能选择
其他功能

选择监视

在标示窗口中查看摄
像头输出

查看另一
视图提示

查看另一个摄像头退出这个功能

重新输入提示
选择主功能

类似流程图，补充用例8.3.1 活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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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过C语言或别的程序设计语言的读者一定接触过流程图，因为流程图清晰的表达了程序的
每一个步骤序列、过程、判定点和分支。

• 在UML里，活动图本质上就是流程图，它描述系统的活动、判定点、分支等，可用于对系统的
业务需求建模，因此它对于开发人员来说是一种重要的工具。

• UML 活动图记录了单个操作或方法的逻辑，单个用户案例或者单个业务流程的逻辑。

• 也可以说，活动图是用图形化的方式描述事件流（即描述用例图中某个用例的逻辑流程）

8.3.1 活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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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

[是]

[否]

填写订单

计算订单总额

是否>10000元 经理审批

发出订单 是否同意

Activ ity_5

8.3.1 活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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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系统内部视角来看，活动图反映的是系统功能所要完成的动作过程 。它定义了工作流从何时开始、
哪里开始、按什么顺序发生、最终在哪结束。

• 活动图由起始状态、终止状态、活动、状态转移、决策、守护条件、同步棒和泳道组成。

• 活动图的起始状态和终止状态的表示同状态图。

• 活动图中的活动用圆角四边形表示，内部文字说明采取的动作。

• 动作间的转移用带有箭头的实线表示。

活动图的基本概念和组成 8.3.1 活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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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护条件：用来约束转移，守护条件为真时转移才可以开始。

• 决策：活动图中的决策用一个菱形表示。分支表示一个触发事件在不同的触发条件下引起多个不同的转移。

分支可以有一个进入转移和两个或多个输出转移。在每条输出转移上都有守护条件（即一个布尔表达式）保

护，当且仅当守护条件的值为真时，该输出路径才有效。

• 同步棒：在建模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对象在运行时存在两个或多个并发运行的控制流。所有的并行转移在合

并前必须被执行。在UML中，一条粗黑线表示将转移分解成两个或多个并发流，同样用粗黑线表示分支的合

并。粗黑线称为同步棒。

• 泳道：用矩形框来表示，属于某个泳道的活动放在该矩形框内，将对象名放在矩形框的顶部，表示泳道中的

活动由该对象负责。 

几个活动图的基本概念 5.3.1 活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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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水到容器中
将咖啡放到
过滤器中

点燃咖啡炉

取出咖啡杯

把过滤器放
到咖啡炉上

冲调咖啡

倒咖啡

找饮料

取一听
可口可乐

喝饮料

人

[找到可口可乐]

[没有可口可乐][没有咖啡]

[找到咖啡]

熄灭咖啡炉

几个活动图的基本概念 5.3.1 活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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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图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但没有告诉你该项活动由谁来完成。在程序设计中，这意味着活动图没

有描述出各个活动由哪个类来完成。泳道解决了这一问题。

l泳道：用矩形框来表示，属于某个泳道的活动放在该矩形框内，将对象名放在矩形框的顶部，表

示泳道中的活动由该对象负责。 

l泳道可以提高活动图的可读性,可用于建模某些复杂的活动图。

8.3.2 泳道图8.3 补充用例的UML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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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让建模人员表示用例

所描述的活动流，同时

指示哪个参与者（如果

在特定用例中涉及了多

个参与者）或分析类是

由活动矩形所描述的活

动来负责。

泳道图是活动图的一种变形 8.3.2 泳道图

读者 图书管理员

[是]

[否]

请求归还 查看借书登记

确认归还

逾期罚款

是否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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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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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图最大的缺点是很

难清楚地描述动作与对

象之间的关系。

活动图最适合支持描述

并行行为，这使之成为

支持工作流建模的最好

工具。

 活动图用于对系统的动态行为建模。描述了从活动到活动的流。

• 对于以下情况可以使用活

动图：

（1）分析用例，即用图形化

的方式描述用例的事件流；

（2）理解牵涉多个用例的工

作流，即描述系统的业务

流程；

（3）处理多线程应用。

8.3 补充用例的UML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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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一个系统建模时，通常有两种使用活动图的方式：

对工作流建模强调与系统进行交互的对象所观察到的活动。用于可视化、

详述、构造和文档化开发系统所涉及的业务流程。

活动图本质上就是流程图，他描述系统的活动、判定点、分支等部分。

因此，在UML中，可以把活动图作为流程图来使用，用于对系统的操作建模。

5.3 补充用例的UML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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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图与流程图的区别

(1)流程图着重描述处理过程，它的主要控制结构是顺序、分支和循环，各个处理过程之间

有严格的顺序和时间关系。而活动图描述的是对象活动的顺序关系所遵循的规则，它着重

表现的是系统的行为，而非系统的处理过程。

(2)活动图能够表示并发活动的情形，而流程图不行。

(3)活动图是面向对象的，而流程图是面向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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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检查数据对象的独立处理

l 注意力集中在数据域

l 创建客户级抽象的模型

l 指出数据对象之间的相互联系

8.4 数据建模

实体关系图ERD：数据对象、数据属性、数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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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数据对象必须由软件理解的复合信息表示。 
l 复合信息—具有若干不同的特征或属性的事物

l 可能是外部实体（例如产生或使用信息的任何东西），事物（例如报告或显示），偶发事件

（例如电话呼叫）或事件（例如报警），角色（例如销售人员），组织单位（例如财务部），

地点（例如仓库）或结构（例如文件）。

l 描述包括了数据对象及其所有属性。

l 数据对象只封装数据——在数据对象中没有操作数据的引用

8.4.1 数据对象5.4 数据建模

什么是数据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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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 automobile
attributes:

   make
   model
   body type
   price
   options code

8.4.2 数据属性8.4 数据建模



哈尔滨工程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 数据对象可以以多种不同的方式与另一个数据对象链接。
• 在person和car之间建立联系，因为这两个对象之间是相互联系的。

• 人  拥有  车
• 汽车  驾车投保  人

• 关系“拥有”和“驾车投保”定义了person和car之间的相关连接。
• 一个关系中可以存在几个实例
• 对象之间可以以多种不同的方式联系

8.4.3 数据关系8.4 数据建模

什么是关系

•  一对一关系（1：1）数据对象A 的一次出现只能关联到数据对象B的一次出现，反之亦然。一般也称
为一 一对应关系；

•  一对多关系（1：N）数据对象A的一次出现能关联到数据对象B的一次或者多次出现，但是数据对象B
的一次出现只能关联到数据对象A的一次出现。例如一个客户可以有一个或多个订票单，但是一个订票
单只能属于一个用户。

• 多对多关系（N：N）数据对象A的一次出现能关联到数据对象B的一次或多次出现，数据对象B的一次
出现也能关联到数据对象A的一次或多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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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数与形态

数据对象除了彼此有关系外，这个绑定在一起的关系和发生的次数也有关，也就是说一对
相关的对象发生的次数与另一个对象发生的次数有关。于是产生了基数的概念。两个相
互关联的对象的次数关联如下：

 一对一关系（1：1）
一对多关系（1：N）
多对多关系（N：N）

• 基数定义了在一个关系中可以参与对象关联的最大数目。
• 数据模型需要定义在一个给定的关系中数据对象出现的次数

8.4 数据建模 8.4.3 数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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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D图组成符号

0：1 1：1 0：m 1:m

数据对象 关系 对象属性

8.4 数据建模 8.4.3 数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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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 订票单

基数：一个客户
要求订票

形态：必须有一
个客户

基数：一张或多
张订票单

形态：有一张或
多张订票单

• 左边的短竖线第一条表示基数为1，即客户和订票单是1：N的关系；
• 第二条竖线表示形态为1，即发生订票时必须有一个客户；
• 右边的短竖线表示形态为1，即发生订票关系时必须填写一张或多张订票单
• 右边的三叉线是基数，表示1：N的关系，即可填写一张或多张订票单

8.4 数据建模 8.4.3 数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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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m) (1, 1)

object object
关系

1 2

一种常见形式：

(0, m)

(1, 1)

object1 object2
关系

另一种常见形式：

relationship

One common form:

relationship

Another common form:

8.4 数据建模 8.4.3 数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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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步——建模所有数据对象(实体) 和它们与另一个对象的“联系”
• 第2步——建模所有的实体和关系
• 第3步——建模所有实体、关系及进一步提供的属性

8.4 数据建模 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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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数据建模 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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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

•  数据对象的属性组合中总有一个或几个属性是主要的，可以定义为数据实体的标
识符。所谓主要的是指这些属性是经常要进行检索的属性，或者其它属性都依赖它
而存在。

• 实体中某些关键字是继承其它对象的关键字而来的，这些关键字称为外部关键字。
例如“演出”和“演出公司”是依靠演出公司的“演出公司ID”建立关联的。因为
演出是由演出公司举办的。而演出对象中的属性演出公司名称来自于演出公司，是
一个外部关键字。通过该外部关键字将两个对象联系起来。

• 在数据库中，确定关键字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可以通过关键字建立索引。

8.4 数据建模 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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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属性、基数、关键字等是ER图的基本元素。

客户ID

客户姓名
客户电话
客户EMAIL
送票地址
联系人

订单号
客户ID
经办人ID

发票要求

发票时间

8.4 数据建模 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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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立数据模型的一般步骤

A 辩识数据实体：在需求过程中要收集业务过程中涉及到的事物，输入数据和输出数据。列出
                                系统中的数据对象。

B 找出属性和主关键字：对每个数据对象列出系统 需要的属性，然后找出关键字，包括主关键
                                字、外来关键字。

C  建  立  关  联 ：根据关键字建立关联。关联一般有两种，一般/具体；整体/部分。

D  建立ER图：对每个数据实体进行关联考察并确定其基数和形态，画出ER图。

E  评审数据模型 ：

迭
代

8.4 数据建模 建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