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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介绍面向对象的软件建模方法的基础上，对面向对象的软件建模方法

与 UML 建模语言进行分析，研究了面向对象软件建模方法的特征，比较和分析

了传统软件模型与面向对象软件模型的特点，对 UML 建模语言在具体应用中切

实可行的软件开发过程作了深入的研究。 

结合证券投资管理系统，本文重点研究如何利用 UML 建模语言，对大型系

统进行需求分析、建模、设计以及实现。并以证券投资管理系统中客户合同管理

子系统为例，描述如何利用 UML 提供的九种视图从不同应用层次和不同角度为

系统从系统分析、设计直到实现提供有力支持。 

通过对客户合同管理子系统的分析建模，着重讨论了 UML 标准建模语言在

软件开发活动中系统分析、设计阶段的运用，提出了 UML 完成系统分析设计的

基本过程。改变了僵化的建立静态和动态视图的开发过程，使分析设计的过程紧

密相连。同时分析研究这些技术的基本原理，重点说明我们在软件开发过程中使

用它们的原则和方法，结合开发实践给出一种使用用例获取需求的方法及其注意

原则，并把许多面向对象的技术和设计模式引入到开发过程。 

在本系统开发过程中由于利用了 UML 建模，使开发过程能够规范地进行。

并能在面向对象软件建模方面积累经验，相信本文能对信息系统的面向对象建模

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字：系统工程，软件建模，UML，RUP，证券投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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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object-oriented software modeling methods，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object-oriented software modeling technology and 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 research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bject-oriented software 

modeling methods, compa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ditional software model with 

that of the object-oriented software model and analyses them, and finally researches 

the applicable software developing process of UML deeply. 

By modeling the Security Investment Management System, this paper describes  

requirement analysis，modeling，design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large system with 

UML. Taking an example of the Registry of the Customer’s Contact subsystem of the 

Security Investment Management System, the author describes how to use nine 

different kinds of views provided by UML to effectively support the analysis, 

designing and realization of the system from different levels and aspects. 

By the Registry of the Customer’s Contact subsystem, we discuss the application 

of UML modeling language in analyzing and designing phase of software 

development process emphatically and put forward the basic design and analysis 

course. We change the rigid static and dynamic view of development course，making 

analyzing and designing course linked closely. At the same time, the paper studies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se technologies, and stresses the criteria and methods of using 

these technologies. Combining with developent practice, the article presents a method 

and its application condition of getting requirement, and introduces many other 

object-oriented technologies into developing process. 

UML is used in the software engineering process to make developing process 

standardized, this paper can accumulate the experience for reference in later software 

development. 

 

Keywords：System Engineering, Software Modeling, UML, RUP, Security 

Investment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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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 言 

 

1.1 课题的来源与背景 

 

由于集合资产和专项资产管理的业务复杂、牵涉面比较大、数据量大，作为

管理和分析这些数据的证券投资管理系统是证券公司或者资产投资公司中资产

管理部开展资产管理和投资业务的重要保证，使得资产管理公司能够在工作重心

放在资产增值和资产优良利用上，并实时监控和预测资产的运作状况。开发一个

可伸缩性好、技术先进、高效稳定、数据准确可靠的证券投资管理系统对证券公

司、投资公司或者资产管理公司降低工作成本、降低资产投资风险有着重要意义。 

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管理信息系统，如何有效捕获系统的功能需求、分析提

取目标系统的需求模型、建立系统的分析模型，对解决传统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需

求难于定义、开发小组成员之间交流困难等问题，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自从面向对象的软件开发方法[2]问世以来，开发软件大多数都是采用这个方

法。面向对象方法是一种运用对象、类、继承、封装、聚合、消息传送、多态性

等概念来构造系统的软件开发方法。它把面向对象的思想结合到软件开发中去。 

UML (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统一建模语言)[3]正是配合面向对象软件开

发进行建模。UML 是一种面向对象的可视化标准建模语言，采用图形符号表示

系统中的对象和关系。UML 可以支持从需求定义到系统实现的软件开发的全过

程，它代表了面向对象的软件开发技术的发展方向。 

本文致力于研究基于 UML 的面向对象建模技术以及其在实际项目中的应

用。在撰写论文过程中，笔者参阅了大量国内外论文，这为笔者在 UML 建模领

域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在导师的指导下，笔者将基于 UML 的面向对象

建模技术结合到证券投资管理系统的开发中，促使了笔者对基于 UML 的面向对

象建模技术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并对其产生了新思路和新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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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课题的目的和意义 

基于上述背景，本课题结合证券投资管理系统，使用面向对象软件开发方法，

对于面向对象的软件建模与 UML 在具体项目中的应用作了较深入的分析与研

究。本论文出发点是从需求定义到系统实现，都采用 UML 语言来进行全面与详

细的面向对象建模，并对在建模过程中积累的问题与经验作探讨，其中，研究的

重点是系统定义与系统分析阶段。同时，笔者还对面向对象的软件建模方法与

UML 建模语言作探讨与分析，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看法。这对于今后如

何进一步利用 UML 更好地为软件开发服务，在软件应用方面为 UML 开辟一条

新的道路具有较大意义。 

 

1.3 主要研究内容 

本文首先论述了传统的软件建模方法的不足，从而引出面向对象的建模方

法，接着分析比较了几种主要的面向对象建模技术，重点介绍了基于 UML 的软

件系统建模的过程、工具以及 UML 语言的概况； 后结合证券投资管理系统论

述基于 UML 的面向对象软件建模方法在具体项目中的应用。 

 以下是本文的主要内容： 

第一章：是引言 

第二章：论述软件建模的几种方法，引出面向对象的建模方法；并分析比较

几种面向对象的软件建模技术。 

第三章：介绍 UML 的概况、历史、模型视图以及它的特点和应用现状；结

合统一过程(RUP)给出了本次开发所用的系统建模过程。 

第四章：利用 UML 面向对象建模方法对证券投资管理系统进行系统分析。 

第五章：利用 UML 面向对象建模方法对证券投资管理系统进行系统设计与

物理实现。 

第六章：结束语，对本文工作做了总结，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作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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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面向对象的软件建模方法 

 

2.1 软件系统建模概述 

模型在数学上有着严格的定义和理论基础，现实生活中的模型由来已久，且

应用十分广泛。人们无论是对一个实物的建造还是对一个复杂问题的求解，在真

正实施前首先为其构造若干模型，例如建筑物模型、汽车模型和建设蓝图等。模

型是为了理解事物而对事物做出的一种抽象，由于它忽略了事物不必要的细节，

因而对事物的处理更加容易。抽象建模已成为处理复杂事物的一种基本手段。在

计算机应用领域，为了构建复杂的软件系统，开发者必须从不同的角度考察该系

统，使用某种图形表示来构造系统模型，并反复验证模型能否满足系统需求，

后逐步完成整个系统的建模，这就是软件建模[4]。 

 

2.2 软件建模目的 

对软件系统进行建模的目的在于： 

(1)理解应用领域中的知识，捕获用户的需求。 

对系统进行分析的过程就是开发者不断学习用户领域知识的过程。当开发者

能建立出一个用户满意的模型时，说明他已经理解了用户领域中的知识。正如

James Rumbaugh 所说：建模就是要抓住系统 本质的部分。 

(2)与用户沟通。 

用户往往不是计算机专家，而开发者往往也不熟悉用户的领域，二者的沟通

就有一定的难度。通过建立一个双方都能理解的模型有利于这种沟通，可以使项

目投资者、分析人员、设计人员、程序员等达成一致，从而为建立正确的软件系

统打下良好的基础。 

    (3)进行系统设计。 

在编写代码以前，软件系统的模型可以帮助软件开发人员方便地研究软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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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构架和设计方案，从中找出 适合的解决方案，简化实现。模型能够说明在

终设计中所要解决的许多问题。 

    (4)使实现细节和需求分开。 

软件系统的模型可以从多个角度来描述系统：有一些侧重于系统的外部行为

和系统中与现实世界对应的有关信息；有一些则侧重于描述系统中的类以及类的

内部操作。通过模型，可以将实现细节和需求分开。 

(5)设计出有用的实际产品。 

通过建模，可以得到这样一些实际产品：类的声明，数据库结构，配置草案，

或者还有初始的用户界面等，这些产品可以直接应用在后续阶段中。 

(6)通过模型可以建立系统的文档。 

软件系统用视图来组织信息：静态结构视图、状态视图、交互视图、用例视

图等。通过这些视图可以组织、查找、检查以及编辑大型系统有关的信息。 

(7)利于我们理解复杂系统。 

对大型复杂系统直接理解往往有困难，通过建立模型，对系统进行抽象，抓

住系统的主要方面，这样有利于理解系统。 

 

2.3 软件建模方法的比较 

软件建模并不是新的概念，自从软件开发以来，先后出现过多种建模方法，

其中 有影响的是功能分解法、数据流法、信息建模法和面向对象建模法。因为

每种方法都有其优点，其中的一些思想在面向对象建模方法仍然很有用，所以下

面简要分析比较一下这几种方法： 

 

2.3.1 功能分解法 

功能分解法以系统需要提供的功能为中心来组织系统。首先定义各种大的功

能，然后把功能分解为子功能，同时定义功能间的接口。较大的子功能还可以被

进一步分解，直到我们可以对它进行明确的定义。总的思想就是将系统根据功能

分而治之，然后根据功能/子功能的需求设计数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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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分解法从系统功能出发构造系统，这些功能直接反映用户的需求，所以

开始时很容易，但是在深入过程中会出现问题：1)不能直接反映问题域，很难深

入的理解问题域，也很难检验分析结果是否正确。2)当用户需求变化时，系统功

能肯定要随之改变，这时候根据功能而来的数据结构等都要改变，整个已完成的

系统甚至都要随之改变。因此，以系统中不稳定的功能为中心构造系统，往往只

适合那些需求明确而且稳定的场合。 

当然，功能分解法也有其优点，它较好的运用了过程抽象原则，而过程抽象

原则同样是面向对象方法中的一个原则，但主要是用来为对象的操作建模。 

 

2.3.2 数据流法 

数据流法又被称为结构化分析方法。基本方法是跟踪数据流，研究问题域中

数据如何流动以及在各个环节上进行何种处理，从而发现数据流和加工。然后将

问题域映射为数据流、加工以及文件等成分组成的数据流图，并用数据处理、数

据字典对数据流和加工进行说明。 

数据流法有一些严格的限制规则，比如数据流从源点开始到终点结束，在其

它地方只能被传输、转换和存储，不允许凭空消失和产生。这有利于避免错误和

疏漏。数据流法还运用了逐步求精的原则，一个加工可以细化分解成一个下层的

数据流图。 

数据流法更加强调对问题域的研究，但数据流、加工等都是专业化的概念，

所以它也不能直接映射问题域，系统复杂时，难以检验分析结果的正确性。另外，

加工、数据流等与系统功能紧密相连，功能的改变很容易影响到它们。而且在开

发的后续阶段，即设计阶段，需要将分析模型用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

转化起来有困难，如果设计人员和分析人员不是同一批人，很有可能出错。 

 

2.3.3 信息建模法 

信息建模方法由“实体－关系法(Entity-Relation 法，简称 E-R 法)”发展而来。

1981 年，M.Flavin 对 E-R 法进行了改进，并称之为信息建模法。1988 年，S.Shlaer

和 S.Mellor 将其发展为语义数据建模方法，并引入了许多面向对象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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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建模法的核心是实体和关系。实体描述问题域中的一个事物，它包含一

组描述事物数据信息的属性；关系描述问题域中的各个事物之间在数据方面的联

系，它也可以带有自己的属性。发展之后的方法把实体叫做对象，把关系的属性

组织到关系对象中，具有了面向对象的某些特征。 

但是，信息建模法和面向对象方法还是有区别的，主要在于： 

(1)它强调的是信息建模和状态建模，不是对象建模。 

(2)没有把对应于实体属性的操作封装进实体，实体只有属性，没有操作 

(3)父类和子类之间只有属性的继承，没有操作的继承。 

(4)实体之间没有消息通信。 

信息建模方法已经具备了许多面向对象的特点，它在数据建模和状态建模方

面有着公认的优势。由于目前数据存储大多还是采用关系数据库，面向对象的模

型 终还要转化为数据模型，所以信息建模法对我们仍然很有用处。 

 

2.3.4 面向对象的建模方法 

面向对象建模方法主要从面向对象程序设计领域发展而来，它通过对象对问

题域进行完整的映射，对象包括了事物的数据特征和行为特征：它用结构和连接

如实反映问题域中事物间的关系，比如分类、组装等；它通过封装、继承、消息

通信等原则使问题域的复杂性得到控制。所以，面向对象建模方法是对问题域的

完整和直接的映射，在模拟现实世界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 

并且，面向对象方法支持软件开发中从分析到设计以至实现的各个阶段，且

各个阶段均采用一套概念和表达手段，它们之间没有“鸿沟”的存在，几乎不需

要什么转化。面向对象方法还支持和鼓励复用，不仅包括实现的复用，还包括分

析、设计等建模成果的复用。 

从信息系统开发的角度来讲，目前信息系统的复杂性、多样性和相互关联性

不断增长。因此，信息系统的开发人员将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面向对象的方法

和技术能够有效地控制复杂性，适应多变性，具有灵活性，降低了风险性，能够

提高系统开发的效率，因而面向对象的建模方法逐渐成为信息系统建模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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