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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数据库处理系统(OBPs )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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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

数据库管理系统d B A SE 二皿以及新开发的d BA SE ‘ 丁 和 Fo x BA SE 在我国微型计

算机上的使用十分广泛
。

就管理数据而言
,

使用它们很方便
。

然而
,

它们共同的弱点是
,

计算速

度慢
,

且所提供的计算功能和 函数相当少
,

即使最简单的矩阵运算
,

实现起来也较麻烦
。

因此
,

造成了大量的数据以 d B A sE 方式收集起来
,

无法进行简单易行的数据处理及运算
。

另外
,

对

用户来说
,

这些系统是一个语言 系统
,

仅仅是命令级的管理而非程序级的管理
,

使用者要有一

定的计算机和d B A SE语言基础
,

而对于不太熟悉计算机又不懂 d BA SE 语言的人员就较困难
,

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有一定的局限性
。

与d BA SE 相比
,
BA SI C的计算速度快

,

提供的函数多
,

是

目前较常用的计算机语言之一
,

且已实现了d BA SE 与BA SI C 之间的数据传递 [’
, 2 1。 为此

,

,

⋯⋯
lsel

⋯
eees
l

我们将计算机高级语言与数据库两者结合起

来
,

用 B A SI C 语言编写了通用数据库处理

系统D BP S (D a ta B a s e Pr o e e s s Sys te m )
,

之所以通用
,

是因为它适用于任何结构的数

据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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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程序设计及功能

该系统由 1 个主控模块和 5 个子模块构

成
:

o 主控模块 (D BP S)多 1 随机查询模

块 (D BCX ) ; 2 数据变换模块 (D B BH ) ;

3 随机统计模块 (D B T J) , 4 替代字段

模块 (D B T D ) , 5 打印输出模块 (D B D Y )
。

1
。

1 主控模块(D BPs)

主控程序控制了本系统的 5 个子模块
。

程序首先给出各功能的主菜单
,

由用户选择

需要的功能
,

并根据用户的选择决定执行哪

一模块
,

每一模块执行完后
,

均返回主菜单
,

当不需继续运行时
,

选择退出本系统
,

回到

D O S 操作系统下
。

程序流程见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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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随机查询模块(D BC X )

查询也叫检索
,

就是根据用户的要求
,

将满足需要的记录资料提取出来
,

并能有选择地输

出
。

本模块是对任一指定的数据库进行查询
,

并将入选 的结果存盘
。

查询的方 式 有 两 种
:

(1) 按条件查询 ; (2 ) 按标号文件查询
。

按条件查询方式
,

是按照用户输入 的对查询库某个或多个字段的限制条件进行查询
,

条

件由用户根据要求输入
,

然后系统将其分解
,

进行逻辑判断
,

满足条件的记录进行以后的处

理
,

否则将被剔除
。

按标号文件查询是按照用户建立的标号文本文件查询
。

标号文件就是用户将要查询 的记

录按照标号字段建立的顺序文件
,

如
:

现要查询 1 林场 2 林班 4
、

7
、

10 小班和 1 林场 4 林

班 3
、

5 小班及 2 林场 1 林班 1
、 4 小班的资料

,

则标号文件形式如下
:

1 ,
2

,
4 1 , 2 ,

7 1 ,
2

,
1 0 1

, 4 ,
3 1

一
4

一
5 2 ,

1
,

1 2
,

1
一

4

第一列为林场
,

第二列为林班
,

第三列 为小班
,

列之间用逗号(
,
)分隔

。

林场
、

林班
、

小班

为查询库中的字段
,

称为标号字段
,

标号字段必须是数字型字段
,

如果要对字符型字段查询
,

可选择按条件查 询 方 式
。

标 号 文 件 的 建

立 可 用 任 何 编 辑 软 件
,

如 LO T U S
、

W OR D ST A R
、

W P S
、

E D L IN 等
。

查询的结果存盘形式也有两种
:

(l) 文本文件方式

(2 ) 数据库文件方式

以上文本文件方式存盘时
,

系统根据用

户指出的字段生成顺序文件
。

以数据库方式

存盘时
,

若数据库无结构
,

则先根据用户指定

的输出字段建立数据库结构
,

然后将记录写

入库中 , 有结构则直接写记录
。

程序流程见

图 2
。

1
。

3 教据库变换模块 (D B B H )

本模块是对指定的数据库作列变换
,

即

利用已知的字段(列 )
,

经过代数运算后产生

新的字段 (列 )
,

并将变换后的结果存盘
,

或

者从原始库中提取部分字段 (列 )生成新库
。

列变换的公式在字段 (项目)来源中输入
。

程

序流程见图 3 。

1
。

4 随机统计模块 (D B T J)

本模块是按用户的要求对数据库中的任

何项目进行统计累加
,

并将结果存盘
。

在经营单位的生产活动当中
,

有些统计

报表不但要有统计结果
,

而且要有被统计的

原始数据
,

以往的统计都没能解决这个间题
。

要要杏 问的数据库 名???

输输出数据文件 名了了

显显示查询库结构构构 标号数据文件名???

显显示查询库结构构

查查询条件 ????? 标号所在字段号???

输输出字段 ???

物物出方式
: 1

.

文本文件
; 2

.

数据库库

建建库结构构

查查询 记盘盘

返返 回回

图 2 查询模块流程 图



3 34 林 业 科 字 研 多 6 卷

本模块中
,

运用设置虚拟层 的办法很好地解

决 了这一问题
,

所以本模块既适用于森林资

源的统计汇总
,

也适用于生产计划报表统计
。

一般统计报表的结构如下
:

{
“ 一林一

~ ~
.

⋯全
计

一掣禁
一

⋯生竺色⋯
.

⋯ ~

! 一 一 } 面 一蓄 一面 } , { 面 } , i

}属 }种 } }积 }积 }积 }积 {积 【积 }

、一层变魔一 ,
1

、

—
数字矩阵

—
,

图 3 致 据变换棋块流程图

横向可分为两部分
:
第一部分为非统计

数字部分
,

它决定统计数字在统计报表中的

层次位置
,

称之为层变量
,
第二部分为统计

数字
,

横向和纵向组成了一个矩阵
,

称之为

数字矩阵
。

在层变量中每一项依次称为第一

层
、

第二层等
,

每一层还可 以分为若干级
,

例如
:

权属可以分为国有
、

集体等
,

林种可

分为用材林
、

防护林
、

特用林等
。

分层的依

据
、

个数
、

名称以及各层的分级数
、

名称由

用户根据需要和统计表的结 构输入
,

分级的

依据在归类原则中用条件表达式输入
。

由于

受 B A SI C 语言系统的限制
,

层数最多 为 5

层
,

每层的分级数最多为 10 0 级
。

在数据库较大
,

且需要抄原始数据的情况下
,

有可能超出

这个范围
,

这时
,

用户可将要统计的内容分两次做
。

对于纵向合计的处理
,

本模块采取分层分级求合计的方式
,

而且将合计放在统计表纵栏

的前面
,

形式如下
:

1 层

合计

统计结果的存盘方式也有两种
,

同随机查询模块
。

程序流程见图 4
。

1
。

5 替代字段棋块 (D B T D )

该模块是对两个数据库同时进行的操作
,

两个库分别称之为A 库和 B库
。

具体为用A 数

据库的部分字段替代 B数据库的部分字段
,

两个数据库的结构可以相同
,

也可以不同
,

用户

只要给出相应的字段号
,

就可完成替代
。

为了提高运行速度
,

替代前两数据库要按关键字段

上升排序
。

1
.

6 打印棋块 (D BD Y )

本模块可以实现对所有数据库的打印输出
。

如果有表头文件
,

则按表头文件的项目以报

表形式打印; 若无表头文件
,

则按用户给出的输出字段打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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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头文件可以用任何汉字编 辑 软 件 建

立
,

如W O R D ST A R
、

W P S
、
E D L IN等

。

其格式举例如下
:

冰硷山林场项 目计划表

单位 : d / h m
Z

单位 { 总
用工 } 用工

位单项目

开开 始始

原原始数据库名 ???

结结果库(文件)名 ???

层层变薰在原库中的字段号 ???

结结果库字段来源步条件 ???

数

量

备

注

N 一尸尸一才 ~ ~ ~ ~

一< 之 结果文件是数据库吗?

至丁- 值夔到

巨亘巫到 砷, 叫
备

第第i层第j级名称
,

归类原则 ???

结结果库哪些项不累加 ???

其中
,

第 1 行为大标题
,

第 2 行为副标

题
,

第 3 至倒数第 4 行为表头内容
,

倒数第

3 行为行的分隔线
,

倒数第 2 行的竖线为列

的分隔线
,

其中的数字为该栏内容在数据库

中所在的字段号
,

打印时
,

系统根据这些数

字从数据库中提取相应的字段内容
。

最后一

行为报表的底线
。

对打印的内容
,

用户可以有 选 择 地 打

印
,

也可全部打印
。

需要有选择打印时
,

用

户要输入限制条件
,

它的输入同其他模块
。

}
统计条叫一匣竺至全全剑

备

}统计
,

排序
,

存盘 }
杏

} ‘回
‘

}
图 4 随机统计模块流程图

2 系统的使用

2
。

1 系统的启动

采用人机对话菜单驱动
,

可在汉字操作

系统CCD O SZ
。

1以上版本支持下的 IBM
八PC

/ X T 和长城 o 5 2 0CH 及其兼容机上运行
,

需

内存6 4 0 K B
。

系统可在硬盘或软盘上运行
。

若在软盘

上运行
,

则在汉字操作系统提示符下
,

键入

A : <E N T E R )
,

屏幕显示A
,

将含有本系统的软盘插入A 驱动器
,

键入D BPS <E N T E R >即可

进入本系统
。

若在硬盘上运行
,

则将本系统的 6 个文件 (D B PS
.

E X E
、

D BCX
.

E X E
、

D B B H
.

E X E
、
D B T J

.

E X E
、

D B T D
。

E X E
、

D B D Y
.

E X E )和编译 B A S IC的 i 个文件 (B A SR U N
.

E X E ) 拷入硬盘
,

在汉字操作系统提示符下键入D BPS <E N T E R >
,

即可进入本系统
。

2. 2 使用要点

本系统操作简单
、

方便
,

专业人员和非专业人员均可使用
,

但对于初次使用本系统的人

员
,

必需先熟悉以下几点
:

(1) 甘*
,

& * 中的符号特为 原始数据库的标志符
,

符号& 为新数据库 (结果库)的标志

符
,

符号 * 为字段号 (关 = 1 , 2 ,

⋯
,

N )
。

如
: # 5代表原始库第 5 项

,

& 5代表新数据库第 5 项
。

(2) 字段(项目)来源用数值表达式表示
,

可以使用B A sI C 允许的所有算术和函数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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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

如
: # 1 + # 5 ,

SQR (& 2 + & 3 )
,
(# 2

一

卜& 8 )八O等
。

(3) 各种条件的输入用条件表达式表示
,

可用 B A SI C 允 许使用的所有关系和逻辑运算

符
,

如
: (# 1 > = 4 O R # 2 二 8) A N D # 3 = “

杉木
” 。

条件表达式中字符型字段的内容要加

双引号 (
“ "

)
。

(4) 回答屏幕的提问(Y / N )时
,

大
、

小写字母均有效
。

(5) 存盘时
,

时间取计算机里面时钟的时间
。

本系统已经在广西
、

吉林
、

辽宁
、

黑龙江的某些生产单位得到应用
,

效果很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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