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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在《信息技术　数据库语言ＳＱＬ》总标题下分为９个部分：

———第１部分：框架；

———第２部分：基础；

———第３部分：调用层接口；

———第４部分：持久存储模块；

———第９部分：外部数据管理；

———第１０部分：对象语言绑定；

———第１１部分：信息和定义模式；

———第１３部分：使用Ｊａｖａ程序设计语言的ＳＱＬ例程和类型；

———第１４部分：与ＸＭＬ相关的规范。

本部分为ＧＢ／Ｔ１２９９１的第１部分。本部分等同采用ＩＳＯ／ＩＥＣ９０７５１：２００３《信息技术　数据库语言

ＳＱＬ　第１部分：框架（ＳＱＬ／框架）》、ＩＳＯ／ＩＥＣ９０７５１：２００３／ｃｏｒ．１：２００５技术勘误表１、ＩＳＯ／ＩＥＣ９０７５１：

２００３／ｃｏｒ．２：２００７技术勘误表２，并做了如下编辑性修改：

———改正ＩＳＯ／ＩＥＣ９０７５１：２００３标准中出现的印刷错误，将原英文版４．６．２．２“理序”一节第三行

中出现的１４５６１更改为１４６５１，此改动在正文中的页边空白处用垂直线（｜）标识。

———将ＩＳＯ／ＩＥＣ９０７５１：２００３对应的两个技术勘误ＩＳＯ／ＩＥＣ９０７５１：２００３／Ｃｏｒ．１：２００５和ＩＳＯ／

ＩＥＣ９０７５１：２００３／Ｃｏｒ．２：２００７并入到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２００３的文本中，并在正文中的页边空白

处用垂直双线（｜｜）标识。

———用“本标准”代替了“本国际标准”。

———在第１部分“框架”后增加资料性附录ＮＡ，说明ＧＢ／Ｔ１２９９１标准的发展历程。

———删除ＩＳＯ／ＩＥＣ９０７５１：２００３国际标准的前言，增加国家标准对应的前言。

———第２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对ＩＳＯ／ＩＥＣ１０６４６标准的引用，由原来的引用ＩＳＯ／ＩＥＣ１０６４６１：

２０００和ＩＳＯ／ＩＥＣ１０６４６２：２００１两个标准改为引用ＩＳＯ／ＩＥＣ１０６４６：２００３一个标准。

本部分与ＧＢ／Ｔ１２９９１的其他部分共同代替标准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９９１。本部分与前一版本的主要

技术变化在附录ＮＡ中有详细介绍。

本部分的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附录ＮＡ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所、武汉达梦数据库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冯玉才、吴恒山、谢美意、班鹏新、李晨阳、李海波、赵菁华、卫凤林、余云涛。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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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本部分的内容组织如下：

ａ）　第１章“范围”，说明ＧＢ／Ｔ１２９９１本部分所涉及的范围。

ｂ）　第２章“规范性引用文件”，标识ＧＢ／Ｔ１２９９１本部分引用的附加标准，通过对附加标准的引用

构成ＧＢ／Ｔ１２９９１本部分的补充条款。

ｃ）　第３章“术语的定义和使用”，定义ＧＢ／Ｔ１２９９１中所使用的术语。

ｄ）　第４章“概念”，描述ＧＢ／Ｔ１２９９１中使用的概念。

ｅ）　第５章“ＧＢ／Ｔ１２９９１中的各部分说明”，依据第４章“概念”中所描述的概念，概括ＧＢ／Ｔ１２９９１

各部分的基本内容。

ｆ）　第６章“ＧＢ／Ｔ１２９９１中其他各部分使用的记法和约定”，定义ＧＢ／Ｔ１２９９１中其他部分使用的

记法和约定。

ｇ）　第７章“ＧＢ／Ｔ１２９９１中各部分的附录”，描述ＧＢ／Ｔ１２９９１中其他部分相关的附录内容。

ｈ）　第８章“符合性”，说明对ＧＢ／Ｔ１２９９１中全部或部分内容满足符合性所须达到的要求。

ｉ）　附录 Ａ“ＳＱＬ国际标准的维护和解释”，属于资料性附录。该附录描述维护和解释ＩＳＯ／

ＩＥＣ９０７５标准的正式程序。

ｊ）　附录Ｂ“实现定义的元素”，属于资料性附录。该附录列出了ＧＢ／Ｔ１２９９１本部分内容的语法、

含义、返回结果、对ＳＱＬ数据和／或模式的影响或任何其他行为是部分还是全部是实现定义的

那些特征。

ｋ）　附录Ｃ“实现相关的元素”，属于资料性附录。该附录列出了ＧＢ／Ｔ１２９９１本部分内容的语法、

含义、返回结果、对ＳＱＬ数据和／或模式的影响或任何其他行为是部分还是全部是实现相关的

那些特征。

ｌ）　附录ＮＡ“ＧＢ／Ｔ１２９９１标准发展历程”属于资料性附录。该附录列出了ＧＢ／Ｔ１２９９１的发展历

程及各版本之间的差异。

ｍ）　参考文献介绍了一些Ｕｎｉｃｏｄｅ标准及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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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　数据库语言犛犙犔
第１部分：框架

１　范围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的本部分描述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其他部分中所使用的概念性框架，规定了ＳＱＬ语法和

ＳＱＬ实现的处理语句的结果。

本部分还定义了ＧＢ／Ｔ１２９９１其他部分使用的术语和记法。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Ｔ１２９９１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

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的所有部分（ＩＳＯ／ＩＥＣ９０７５：２００３，ＩＤＴ）

ＧＢ／Ｔ１６２６２．１—２００６　信息技术　抽象语法记法一（ＡＳＮ．１）　第１部分：基本记法规范（ＩＳＯ／

ＩＥＣ８８２４１：２００２，ＩＤＴ）

ＩＳＯ／ＩＥＣ１０６４６：２００３　信息技术　通用多八位编码字符集（ＵＣＳ）

ＩＳＯ／ＩＥＣ１４６５１：２００１　信息技术　国际字符串排序和比较　比较字符串和描述公用模板可裁剪

的排序方法

３　术语的定义和使用

３．１　定义

３．１．１　本标准中提供的定义

下列定义适用于ＧＢ／Ｔ１２９９１的本部分及其他部分。

３．１．１．１

原子的　犪狋狅犿犻犮

不能被进一步分割的。

３．１．１．２

编译单元　犮狅犿狆犻犾犪狋犻狅狀狌狀犻狋

可能由一个或多个子程序组成的一段可执行代码。

３．１．１．３

数据类型　犱犪狋犪狋狔狆犲

可表示的值的集合。

３．１．１．４

描述符　犱犲狊犮狉犻狆狋狅狉

ＳＱＬ对象的编码描述。它包括一个符合ＳＱＬ实现所要求的对象的全部信息。

３．１．１．５

某些犛犙犔对象名的完全限定　犳狌犾犾狔狇狌犪犾犻犳犻犲犱狅犳犪狀犪犿犲狅犳狊狅犿犲犛犙犔狅犫犼犲犮狋

带有显式说明的所有可选部分。

注１：完全限定名对于唯一标识一个对象并不一定是必需的。例如，虽然由目录名、模式名和专用名组成的完全限

定专用名能唯一标识一个例程，但并非必须要完全限定例程名。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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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１．６

标识符　犻犱犲狀狋犻犳犻犲狉

标识事物的方式。

３．１．１．７

识别　犻犱犲狀狋犻犳狔

无歧义性地指认事物。

３．１．１．８

实现定义的　犻犿狆犾犲犿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犱犲犳犻狀犲犱

ＳＱＬ实现之间可能不同，而由每个特定ＳＱＬ实现的实现者进行规定。

３．１．１．９

实现相关的　犻犿狆犾犲犿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犱犲狆犲狀犱犲狀狋

ＳＱＬ实现之间可能不同，但ＧＢ／Ｔ１２９９１中没有规定的、且不要求任何特定ＳＱＬ实现的实现者进

行规定的内容。

３．１．１．１０

（一个值的）实例　犻狀狊狋犪狀犮犲（狅犳犪狏犪犾狌犲）

一个值的物理表示。每个实例都确切地存在于一场所。每个实例都有其数据类型，该数据类型就

是其值的数据类型。

３．１．１．１１

空值　狀狌犾犾狏犪犾狌犲

用来表示任何数据值暂缺的特殊值。

３．１．１．１２

对象（如“犡对象”）　狅犫犼犲犮狋（犪狊犻狀“犡狅犫犼犲犮狋”）

任何事物。一个Ｘ对象是某个Ｘ的组成部分或与其相关，不能脱离Ｘ独立存在的事物。例如，一

个ＳＱＬ对象必须存在于ＳＱＬ上下文中；一个ＳＱＬ模式对象必须存在于某个ＳＱＬ模式中。

３．１．１．１３

持久的　狆犲狉狊犻狊狋犲狀狋

除非有意撤销，始终持续存在。引用和级联动作视为有意的动作。ＳＱＬ事务或ＳＱＬ会话偶然发

生的终止动作不视为有意的动作。

３．１．１．１４

（对象的）性质　狆狉狅狆犲狉狋狔（狅犳犪狀狅犫犼犲犮狋）

有关某个对象的属性、质量和特征。

３．１．１．１５

行　狉狅狑

（字段名，值）对的序列，每个值的数据类型由行类型来指定。

３．１．１．１６

（标准的）范围　狊犮狅狆犲（狅犳犪狊狋犪狀犱犪狉犱）

本标准中的条款。该条款定义本标准的主题和所涉及的内容，从而指出本标准或其中某个部分的

适用限制。

３．１．１．１７

（名字或声明的）作用域　狊犮狅狆犲（狅犳犪狀犪犿犲狅狉犱犲犮犾犪狉犪狋犻狅狀）

使得名字或声明有效的一个或多个ＢＮＦ非终结符。

３．１．１．１８

（引用类型的）作用域　狊犮狅狆犲（狅犳犪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狋狔狆犲）

引用类型的值所引用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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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１．１９

序列　狊犲狇狌犲狀犮犲

未必相异的对象的有序集合。

３．１．１．２０

场所　狊犻狋犲

某个指定数据类型（或它的子类型）的值的实例占用的地方。

３．１．１．２１

规模化项　狊犻狕犻狀犵犻狋犲犿

ＳＱＬ实现或配置文件中实现定义项的值。

３．１．１．２２

犛犙犔连接　犛犙犔犮狅狀狀犲犮狋犻狅狀

ＳＱＬ客户与ＳＱＬ服务器之间的联系。

３．１．１．２３

犛犙犔环境　犛犙犔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

ＳＱＬ数据存在和ＳＱＬ语句执行的上下文环境。

３．１．１．２４

犛犙犔实现　犛犙犔犻犿狆犾犲犿犲狀狋犪狋犻狅狀

处理ＳＱＬ语句的处理器。符合ＳＱＬ实现是指满足第８章“符合性”中定义的要求的ＳＱＬ实现。

３．１．１．２５

犛犙犔会话　犛犙犔狊犲狊狊犻狅狀

在一个ＳＱＬ连接上，单个ＳＱＬ代理的单个用户执行一个连续ＳＱＬ语句序列的上下文环境。

３．１．１．２６

犛犙犔语句　犛犙犔狊狋犪狋犲犿犲狀狋

符合ＧＢ／Ｔ１２９９１中规定的格式和语法规则的字符串。

３．１．１．２７

表　狋犪犫犾犲

具有一个或多个列的有序汇集的行的无序汇集。每一列有一个名称和一个数据类型。对于每一

列，每一行只有一个属于该列的数据类型的值。

３．２　术语的使用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中的概念是依据对象并按照通常的意义来描述的。

一个对象可以看作是它所依赖的那个对象的组成部分。如果一个对象不复存在，则依赖于它的每

个对象也不再存在。对象的表示被称为描述符，对象的描述符表示了须要知道的有关该对象的所有信

息，见６．３．４“描述符”。

３．３　提示性内容

在ＧＢ／Ｔ１２９９１中的某些地方，出现了提示性注解。例如：

注２：这是一个注解的例子。

这些注解并不属于ＧＢ／Ｔ１２９９１的标准内容，由于对非标准内容声明其符合性是毫无意义的，因此

不要对注解内容声明符合性。

４　概念

４．１　防止误解的说明

本章中描述的概念，绝大多数在ＧＢ／Ｔ１２９９１其他部分中有准确的详细说明。如有出入，以其他部

分的说明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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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犛犙犔环境及其组成

４．２．１　犛犙犔环境

一个ＳＱＬ环境包括：

———一个ＳＱＬ代理。

———一个ＳＱＬ实现。

———零个或多个ＳＱＬ客户模块，包含适用于ＳＱＬ代理的外部调用过程。

———零个或多个授权标识符。

———零个或多个用户映射。

———零个或多个例程映射。

———零个或多个目录，每个目录包含一个或多个ＳＱＬ模式。

———包含模式内容所描述的ＳＱＬ数据的场所，主要是基表。这种数据可以被看作“数据库”，但是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中并不使用“数据库”这个术语，因为这个词在一般的上下文中有不同的含义。

４．２．２　犛犙犔代理

ＳＱＬ代理就是引起ＳＱＬ语句执行的主体。在ＳＱＬ直接调用的情况下（见５．３．３．３“ＳＱＬ直接调

用”），它是由实现定义的。换句话说，ＳＱＬ代理可以由一个或多个编译单元组成。这些编译单元执行

时调用ＳＱＬ客户模块中的外部调用过程。

４．２．３　犛犙犔实现

ＳＱＬ实现是执行ＳＱＬ代理所请求的ＳＱＬ语句的处理器。一个ＳＱＬ实现，由ＳＱＬ代理可以看出，

包括一个与ＳＱＬ代理相关联的ＳＱＬ客户和一个或多个ＳＱＬ服务器。即使ＳＱＬ环境中不允许多个

ＳＱＬ服务器存在，一个ＳＱＬ实现也是可能符合ＧＢ／Ｔ１２９９１的。

由于ＳＱＬ实现是依据其如何执行ＳＱＬ语句规定的，所以这个概念通常表示某个安装的软件实例

（数据库管理系统）。ＧＢ／Ｔ１２９９１不区别软件供应商确定的和安装者确定的ＳＱＬ实现之间的特征。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认为ＳＱＬ客户和ＳＱＬ服务器可能来自于不同的供应商，因此没有规定ＳＱＬ客户与

ＳＱＬ服务器之间的通信方法。

４．２．３．１　犛犙犔客户

ＳＱＬ客户是一个处理器，ＳＱＬ代理将其视为ＳＱＬ实现的一部分，它建立自身与ＳＱＬ服务器之间

的ＳＱＬ连接，维护其自身、ＳＱＬ代理、ＳＱＬ服务器三者之间交互的诊断区和其他状态数据。

当为一个ＳＱＬ客户建立了一个或多个ＳＱＬ连接时，该ＳＱＬ客户所维护的诊断区为当前ＳＱＬ连

接的ＳＱＬ服务器所维护的诊断区栈（见４．８．４）中第一个诊断区的副本。当不存在ＳＱＬ连接时，该诊

断区要么是空的，要么包含与某个失败的ＳＱＬ连接相关的诊断信息。

４．２．３．２　犛犙犔服务器

每个ＳＱＬ服务器是一个处理器，ＳＱＬ代理将其视为ＳＱＬ实现的一部分，它管理ＳＱＬ数据。

每个ＳＱＬ服务器：

———管理发生在ＳＱＬ服务器与ＳＱＬ客户之间的ＳＱＬ连接上的ＳＱＬ会话；

———执行从ＳＱＬ客户接收到的ＳＱＬ语句，接收和发送要求的数据；

———维护ＳＱＬ会话的状态，包括授权标识符和一些会话的缺省信息。

４．２．４　犛犙犔客户模块

一个ＳＱＬ客户模块是由实现定义的机制显式创建和撤销的模块。

一个ＳＱＬ客户模块的名字不是必须的；如果有，其允许的名字是由实现定义的。

一个ＳＱＬ客户模块包含零个或多个外部调用过程。一个外部调用过程是由一条ＳＱＬ语句组成

的。外部调用过程由宿主语言的编译单元调用。

任何时候，只有一个ＳＱＬ客户模块与一个ＳＱＬ代理相关联。然而，在直接绑定方式或ＳＱＬ／ＣＬＩ

方式下，ＳＱＬ客户模块可以是一个缺省的ＳＱＬ客户模块，其存在对于用户是不可见的。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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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ＱＬ会话模块是为准备的ＳＱＬ语句隐式创建的模块（见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２中的４．３７“ＳＱＬ会话”）。

与一个ＳＱＬ会话（而不是一个ＳＱＬ会话模块）相关联的每个〈ＳＱＬ客户模块定义〉Ｍ 可能与一个

影子模块 Ｍ１相关联，在相同的ＳＱＬ会话中，该影子模块具有一个实现相关的名字，该名字不等于任何

其他〈ＳＱＬ客户模块定义〉的〈模块名〉，且其〈模块授权子句〉指明“ＳＣＨＥＭＡＳＮ”，其中ＳＮ是 Ｍ的〈模

块授权子句〉的显式或隐式〈模式名〉。Ｍ１的〈语言子句〉、ＳＱＬ路径（若规定）和〈模块字符集说明〉等同

于 Ｍ所对应的特征。当 Ｍ包含一个〈模块授权子句〉指明“ＦＯＲＳＴＡＴＩＣＯＮＬＹ”，则该影子模块实际

上包含 Ｍ中所含的〈准备语句〉或〈立即执行语句〉所准备的每条ＳＱＬ语句的一个〈外部调用过程〉。

４．２．５　用户标识符

用户标识符代表一个用户。创建和撤销用户标识符的方法，以及到真实用户的映射，在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中没有做出规定。

４．２．５犪　角色

角色是特权或其他角色的潜在的接受者和授予者。角色也可以拥有模式和其他对象。

角色授权允许接受者（见４．６．１２）使用已授予该角色的所有特权。它也指明了该角色授权是否是

可授予的，在这种情况下，接受者被授权可以将该角色授权、回收对该角色的授权及销毁该角色。

４．２．６　用户映射概念

一个用户映射把一个授权标识符与一个外部服务器描述符对应起来。

４．２．７　例程映射概念

一个例程映射把一个ＳＱＬ调用例程与一个外部服务器描述符对应起来。

注３：按ＧＢ／Ｔ１２９９１的本版本，与外部服务器描述符对应的ＳＱＬ调用例程被限制为ＳＱＬ调用规则函数，将来的

版本可能撤销这一限制。

４．２．８　目录和模式

４．２．８．１　目录

目录是在一个ＳＱＬ环境中的ＳＱＬ模式、外部服务器描述符、外部数据封装器描述符的命名集合。

创建和撤销目录的机制是由实现定义的。

在当前ＳＱＬ会话中，通过〈准备语句〉和〈立即执行语句〉的执行而动态准备的〈可准备语句〉的缺省

目录名起初是由实现定义的，但可利用〈设置目录语句〉来改变。

４．２．８．２　犛犙犔模式

ＳＱＬ模式，通常简称为模式，是一个持久的、描述符的命名集合。任何其描述符属于某个ＳＱＬ模

式的对象被称为ＳＱＬ模式对象。

与模式关联的授权标识符拥有该模式、模式中的模式对象以及由模式对象描述的ＳＱＬ数据。

ＳＱＬ模式的创建和撤销通过执行ＳＱＬ模式语句（或由实现定义的机制）来完成。

４．２．８．３　信息模式

每个目录均包含一个名为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Ａ的ＳＱＬ模式，该模式包括一定数量的模式

对象的描述符，大多数是视图定义，它们使得该目录中的每个描述符都能够像ＳＱＬ数据一样被访问，

但不能被修改。

通过信息模式中的视图可获得的数据包括该信息模式自身的描述符，不包括定义模式（见４．２．８．４）

中的模式对象和基表。

每个信息模式视图规定一个给定用户只能访问视图中该用户在其表示的描述符上具有特权的那

些行。

４．２．８．４　定义模式

定义模式是一个虚构的名为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Ａ的模式。如果它真的存在，那么，其基表中

的ＳＱＬ数据应该描述一个ＳＱＬ服务器可以获得的所有ＳＱＬ模式。ＧＢ／Ｔ１２９９１中的定义模式仅作为

信息模式中视图的基础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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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模式的结构是ＳＱＬ数据模型的一种表示。

４．２．９　外部服务器和描述符

外部服务器是一个处理器，它并不是ＳＱＬ实现的一部分。一个外部服务器由一个外部服务器描述

符来描述。外部服务器管理不属于ＳＱＬ环境的数据。ＳＱＬ服务器和ＳＱＬ客户能够使用外部服务器

描述符（它是一个目录元素）与一个外部服务器通信。外部服务器管理的数据可由ＳＱＬ服务器或ＳＱＬ

客户通过外部表（属于ＳＱＬ模式元素）来访问。

４．２．１０　外部数据封装器和描述符

外部数据封装器提供一种机制，ＳＱＬ服务器通过这种机制能够访问由外部服务器管理的数据。外

部数据封装器由外部数据封装器描述符来描述。

４．２．１１　犛犙犔数据

ＳＱＬ数据是由ＳＱＬ模式描述的数据，即ＳＱＬ环境中在ＳＱＬ实现的控制之下的数据。

４．３　表

表具有一个或多个列的有序汇集和零个或多个行的无序汇集。每一列有一个名称和一个数据类

型。每一行，相对于每一列而言，只有一个属于该列的数据类型的值。

完全由表变量组成的ＳＱＬ数据称为基表。引用零个或多个基表且返回一个表的操作称为查询。

查询的结果称为导出表。

表的行具有一个类型，称为“行类型”，表中的每一行具有相同的被称为“行类型”的类型。基于某个

结构类型声明的表称为“类型表”，其列名和声明的类型对应于该结构类型中属性的名字和类型。类型

表还有一个附加列，称为“自引用列”，其类型是与该表的结构类型相关联的引用类型。

如果类型表ＴＢ１有一个关联结构类型ＴＰ１，ＴＰ１是某结构类型ＴＰ２的子类型，则可以把ＴＢ１定义

成其关联类型为ＴＰ２的类型表ＴＢ２的子表。这种情况下，ＴＢ２称为ＴＢ１的“超表”。

视图是一个命名查询，能够通过其名字进行调用，这种的调用结果称为视图表。

有些查询，即有些视图是可更新的，这意味着它们可以作为改变ＳＱＬ数据的那些语句的操作目标。

视图上的更新最终还是体现为相应基表上的更新。

基表或视图表中，任意两列不能有相同的名字。除视图表外的导出表可以包含同名列。

基表可以是一个模式对象（其描述符属于模式，见４．６．６），也可以是一个模块对象（其描述符属于

模块，见４．９）。描述符属于模式的基表称为创建基表，它可以是持久的或临时的（虽然两种情况的描述

符都是持久的）。一个持久基表包括零或多行持久的ＳＱＬ数据。模块中声明的基表只能是临时的，且

称为声明临时表。

临时表是一个ＳＱＬ会话对象，不能在其他ＳＱＬ会话中进行访问。全局临时表可以在任何相关的

ＳＱＬ客户模块中访问。局部临时表只能在其所属的模块中访问。

当ＳＱＬ会话初始时，临时表是空的。依据其描述符的描述，临时表会在ＳＱＬ事务终止时，或是

ＳＱＬ会话终止时被清空（即所有的行都被删除）。

４．４　犛犙犔数据类型

４．４．１　一般数据类型信息

每个数据值都属于某个数据类型。

每个数据类型可以是预定义类型、构造类型或用户定义类型。每个数据类型有一个名字。预定义

和构造数据类型的名字使用ＧＢ／Ｔ１２９９１中用来指定数据类型的保留字。用户定义类型的名字在其定

义中指定。一个用户定义类型是一个模式对象，见４．６．４。

一个预定义数据类型是ＧＢ／Ｔ１２９９１中指定的一种数据类型，因而它由ＳＱＬ实现提供。虽然定义

预定义数据类型时要求（或允许）用户提供相关参数（例如一个数的精度），但它依然是预定义的。

一个预定义数据类型是原子的。原子类型是指其值不能由其他数据类型的值构成的数据类型。虽

然存在某些操作（ＳＵＢＳＴＲＩＮＧ、ＥＸＴＲＡＣＴ）可以从一个字符串或一个日期时间值中提取一部分，但这

６

犌犅／犜１２９９１．１—２００８／犐犛犗／犐犈犆９０７５１：２００３



并不表示字符串类型或日期时间类型不是原子的。

一个构造类型可以是原子的，也可以是复合的。复合类型指的是这样一种数据类型，它的每个值由

零个或多个值组合而成，其中每个值都属于一个已声明数据类型。

４．４．２　空值

每种数据类型都包含一个特殊值，称为空值，有时用关键词ＮＵＬＬ表示。这个值在以下方面与其

他的值不同：

———由于每种数据类型都有空值，所以不能从关键字ＮＵＬＬ表示的空值推断出其数据类型，因此

ＮＵＬＬ只能在某些特定的上下文中用来表示空值，而不是任何允许有字面出现的地方。

———尽管空值既不等于任何其他值，也不是不等于任何其他值—它是否等于一个给定值是未知的。

但在某些上下文环境中，多个空值可以一起处理，例如，〈ＧＲＯＵＰＢＹ子句〉可以一起处理所有

的空值。

４．４．３　预定义类型

４．４．３．１　数值类型

数值类型有两类：精确数值类型和近似数值类型。精确数值类型包括整数类型和具有指定精度和

标度的类型；近似数值类型实质上是浮点数值类型，其精度说明是可选的。

每个数具有一个精度（数字的个数），精确数值类型还具有一个标度（小数点后的数字个数）。算术

运算的操作数可以是相同或不同的数值类型，其运算结果的数值类型仅取决于操作数的数值类型。如

果结果类型不能准确表示结果值，那么是进行四舍五入、还是截断，这是由实现定义的。如果结果值超

出结果数据类型的表示范围，或是操作数上没有定义该算术运算，则将产生一个异常状态。

４．４．３．２　字符串类型

一个字符串类型的值是从某个字符表中抽出的一个字符串（序列）。一个字符串Ｓ中的字符都来自

于同一个字符集ＣＳ。如果Ｓ是某个表达式Ｅ的值，则ＣＳ是Ｅ的声明类型所指定的字符集。字符串可

以是定长的，也可以是变长的（直到某个实现定义的上限）。一个字符大对象类型的值是来自于某个字

符表的字符串，且总是只与一个字符集关联。一个大对象字符串是变长的，直到某个实现定义的上限，

这个上限可能要比其他字符串的上限大。

字符串或字符大对象的字符集可以使用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ＥＴ在数据类型中进行指定。如果实现

选择的特定字符集是国家标准字符集，则可以使用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ＶＡＲＹ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ＬＡＲＧＥＯＢＪＥＣＴ（或其他语法上等价的方式）来说

明数据类型。

一个二进制串类型（称为二进制大对象或ＢＬＯＢ）的值是一个八位位组的变长序列，直到某个实现

定义的上限。

４．４．３．３　布尔类型

一个布尔数据类型的值可以是真（ＴＲＵＥ）或假（ＦＡＬＳＥ）。未知（ＵＮＫＮＯＷＮ）的值有时由空值来

表示。

４．４．３．４　日期时间类型

日期时间类型有三种，每种类型的值由日期时间字段构成。

ＴＩＭＥＳＴＡＭＰ数据类型的值由日期时间字段值 ＹＥＡＲ（从０００１～９９９９）、ＭＯＮＴＨ、ＤＡＹ、

ＨＯＵＲ、ＭＩＮＵＴＥ和ＳＥＣＯＮＤ组成。

ＴＩＭＥ数据类型的值由日期时间字段值 ＨＯＵＲ、ＭＩＮＵＴＥ和ＳＥＣＯＮＤ组成。

ＤＡＴＥ数据类型的值由日期时间字段值ＹＥＡＲ（从０００１～９９９９）、ＭＯＮＴＨ和ＤＡＹ组成。

一个ＤＡＴＥ的值是一个有效的格林尼治日期。一个ＴＩＭＥ的值是一天中的有效时间。

ＴＩＭＥＳＴＡＭＰ和ＴＩＭＥ可以说明十进制的小数秒的精度。

ＴＩＭＥＳＴＡＭＰ和ＴＩＭＥ说明可以包含选项 ＷＩＴＨＴＩＭＥＺＯＮＥ，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值都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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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区偏移量相关联。在比较数据类型带有 ＷＩＴＨＴＩＭＥＺＯＮＥ的时间值时，将会忽略其时区偏移量。

４．４．３．５　时间间隔类型

一个时间间隔类型的值表示一段持续的时间。时间间隔类型有两类：一类称为年月时间间隔，其时

间间隔精度或包含ＹＥＡＲ字段，或包含 ＭＯＮＴＨ字段，或两者都包含；另一类称为日时时间间隔，其指

明或隐含的时间间隔精度可包含除ＹＥＡＲ字段和 ＭＯＮＴＨ字段外的任何相邻字段的组合。

４．４．３．６　犡犕犔类型

ＸＭＬ类型的值称为ＸＭＬ值。

４．４．４　构造原子类型

４．４．４．１　引用类型

引用类型是一种构造数据类型，引用类型的值引用（或指向）某个拥有被引用类型的一个值的场所。

能够这样被引用的场所只有类型表中的行，由此可见每个被引用类型必然是一个结构类型。

４．４．５　构造复合类型

４．４．５．１　集合类型

集合由零个或多个指定数据类型（称为元素类型）的元素构成。

数组是一个其值未必相异的有序集，其元素可通过它们在数组中的位置进行引用。

数组类型由数组类型构造符说明。

多重集是一个其值未必相异的无序集。

多重集类型由多重集类型构造符说明。

４．４．５．２　行类型

行类型是一个或多个被称为字段的（字段名，数据类型）对的序列。一个行类型的值由它的每个字

段的一个值构成。

４．４．５．３　字段

字段是一个（字段名，数据类型）对。字段值是其数据类型的一个值。

４．５　场所及场所上的操作

４．５．１　场所

场所是一个保存指定数据类型值的实例的地方。每个场所具有一个定义的持久度，独立于其数据

类型。除非有意撤销，否则一直存在的场所，称为持久的；在复合ＳＱＬ语句、ＳＱＬ事务或ＳＱＬ会话结

束后就必须终止其存在的场所，称为临时的；仅用于保存一个变量或一个返回值的场所，则称为过渡的。

如上所述，主要的持久性场所或临时性场所是基表。基表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场所，在基表中可以指

定其值的约束，并要求ＳＱＬ实现强制执行这些约束（见４．６．６．３）。

某些场所可以由其名称来引用，例如基表和ＳＱＬ变量（见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４）。某些场所可以由ＲＥＦ

值来引用。数组元素占用的场所可以由其元素号来引用。

４．５．２　赋值

场所上的实例可以通过赋值操作来改变。赋值操作将场所上的实例（称为目标）替换为一个新的

（可能不同的）值的实例（称为源）。赋值操作不影响对场所值的引用（如果有的话）。

４．５．３　可空性

每个场所都具有一个可空特性，表明该场所是可以包含空值（可能为空）还是不可以包含空值（已知

不可空）。只有基表的列可以被约束为已知不可空，但由这些列导出的列也可以继承该特性。

虽然基表可以不包含任何行，但基表本身是不可为空的。

４．６　犛犙犔模式对象

４．６．１　一般犛犙犔模式对象信息

每个ＳＱＬ模式对象都有一个描述符。持久基表的描述符描述了一个与其分离的（尽管依赖于它）

作为ＳＱＬ数据而存在的持久对象。而其他描述符所描述的对象与其描述符在存在上则是不可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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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当严格说来使用术语“断言描述符”更正确时，使用术语“断言”并不会影响表达的精确性。

每个模式对象都具有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在模式内的其所属的名称类对象中是唯一的。模式名称

类对象包括：

———基表和视图；

———域和用户定义类型；

———表约束，域约束和断言；

———ＳＱＬ服务器模块；

———触发器；

———ＳＱＬ调用例程（仅指专用名，它不要求被显式指定，但如果没有显式指定，则是实现相关的）；

———字符集；

———理序；

———变换；

———序列生成器。

某些模式对象具有命名的组成元素，这些组成元素的名字在其所属的对象中要求是唯一的。因此，

列是基表或视图的唯一命名组成元素；属性是结构类型的唯一命名组成元素；字段是行类型的唯一命名

组成元素。

有些模式对象可能是由ＳＱＬ实现提供的。对于这些模式对象，用户既不能创建也不能撤销。

４．６．２　与字符集相关的描述符

４．６．２．１　字符集

字符集包括一个命名的字符集合（字符表），该字符集合用来形成字符串类型的值，以及一个命名的

字符编码形式。每个字符集都有一种缺省理序。ＳＱＬ实现提供的字符集是由其他标准定义的还是由

ＳＱＬ实现定义的，这些信息在信息模式中表示。

当字符完全属于某个ＳＱＬ实现时，字符的编码方法和形成字符串的方法是实现相关的。当与宿主

程序或ＳＱＬ实现以外的其他实体交换字符时，该字符集还有一种编码（说明表示每个字符的比特位）和

字符编码形式（说明形成字符串的方式）。

ＳＱＬ实现所支持的每个字符集的字符表均为ＩＳＯ／ＩＥＣ１０６４６所说明的通用字符集的字符表的某

个子集。

ＩＳＯ／ＩＥＣ１０６４６的６．５中说明的符号是ＧＢ／Ｔ１２９９１中字符和字符串的标准表示。

注４：ＩＳＯ／ＩＥＣ１０６４６为“私用”字符指派了编码范围。ＩＳＯ／ＩＥＣ１０６４６的将来版本可能增加更多编码点，这些编码

点要求ＳＱＬ实现提供支持。

４．６．２．２　理序

理序是对一个特定的字符表中的字符串进行排序的命名操作。

声明具有字符数据类型的场所可以指定一个理序，这个理序被当作其数据类型的一部分。

每个理序都应该是由一个国际标准（如ＩＳＯ／ＩＥＣ１４６５１）或国家标准定义或者推导出来的，也可以

是实现定义的理序。

４．６．２．３　变换

变换是一个命名操作，该操作将某个字符集的字符串映射成给定字符集（不必不同）的字符串。该

操作由变换名标识的外部函数调用来完成。由于变换时是将整个字符串传递给这个函数并返回一个字

符串，因此映射不必是从一个字符到一个字符，而可以是从一个或多个字符的序列到一个或多个字符的

另一个序列。

４．６．３　域及其组成

４．６．３．１　域

域是一个命名用户定义对象，在能够说明数据类型的地方，可将该对象说明为一个数据类型的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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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域由一个数据类型，一个可能有的缺省选项，以及零个或多个（域）约束组成。

４．６．３．２　域约束

域约束应用于基于该域的每一列，其操作就像表约束对表上的每一列一样。

域约束只能应用于基于其关联的域的那些列。

域约束被应用于该域上的转换操作的任何结果值。

４．６．４　用户定义类型

４．６．４．１　结构类型

结构类型是一个命名的用户定义数据类型。结构类型的值由若干属性值组成，结构类型的每个属

性有一个数据类型，由属性类型来说明，属性类型包括在该结构类型的描述符中。

属性值是被封装的，即它们不能由用户直接访问。只有通过调用一个称为观察函数的函数才能访

问属性值，属性值就是这个函数的返回值。一个结构类型的实例还可以通过定位器来访问。

一个结构类型可以被定义为另一个结构类型（称为直接超类型）的子类型。子类型继承其直接超类

型的每个属性，且可以具有自己的附加属性。子类型的表达式可以出现在其任何超类型表达式可以出

现的任何地方（这个概念称为可替代性），此外，表达式的值可以是声明类型表达式的任何子类型的值。

基于结构类型，可以创建一个或多个基表。基于结构类型ＳＴ的基表可以是基于ＳＴ的超类型的基

表的子表。

基于结构类型，可以创建一个或多个视图。基于结构类型ＳＴ的视图可以是基于ＳＴ的超类型的视

图的子视图。

４．６．４．２　属性

属性是结构类型的命名元素，它具有一个数据类型和一个缺省值。

４．６．５　相异类型

相异类型是一种基于某种预定义类型的用户定义数据类型。相异类型的值通过它所基于的类型的

值来表示。

一个相异类型的变元只能被传递给相同相异类型的参数。这样，就可以对由这种数据类型的变元

调用的例程进行精确的控制。

４．６．６　基表及组成

４．６．６．１　基表

基表是一个保存表数据（见４．３）的场所。所有ＳＱＬ数据都保存在基表中。

如果一个基表建立在一个结构类型上，它可能是一个或多个其他基表的子表，这些基表称为它的

超表。

４．６．６．２　列

列是表的命名组成。它有一个数据类型、一个缺省值和一个是否可空的特性。

４．６．６．３　表约束

表约束是与单个基表相关联的完整性约束。

表约束可以是唯一性约束、主键约束、引用约束或检验约束。

唯一性约束规定表中一个或多个列为唯一性列。当且仅当表中唯一性列上不存在相同的非空值

时，唯一性约束才被满足。

主键约束是通过ＰＲＩＭＡＲＹＫＥＹ指定的唯一性约束。当且仅当表中唯一性列上不存在相同的非

空值，且规定列上不存在空值时，主键约束才被满足。

引用约束规定一个或多个列为引用列，且对应于某个基表（不必是不同的表）中的被引用列，该基表

称为被引用表。这样的被引用列是被引用表中某个唯一性约束的唯一性列。对于引用表中的每一行，

如果每个引用列的值都等于被引用表中某一行相对应的每个被引用列的值，则引用约束总是被满足的。

如果出现空值，则引用约束满足与否决定于指定的空值处理方式（称为匹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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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规定引用动作，可以确定在被引用表数据发生变化导致违反引用约束时，应如何对引用表进行

相应的修改。

表检查约束规定了一个搜索条件。对于表中的任何行，如果搜索条件的结果为假（不包括未知），就

违反了检查约束。

４．６．６．４　触发器

触发器虽然未被定义成基表的组成元素，但却是与单个基表相关联的对象。每个触发器指明一个

触发事件、一个触发动作时间、一个或多个触发动作。

触发事件指明基表上的什么操作将会引起触发动作。触发事件可以是ＩＮＳＥＲＴ、ＤＥＬＥＴＥ或ＵＰ

ＤＡＴＥ。

触发动作时间指明所要采取的触发动作是在触发事件前（ＢＥＦＯＲＥ）还是事件后（ＡＦＴＥＲ）执行。

触发动作或者是一个ＳＱＬ过程语句；或者是ＢＥＧＩＮＡＴＯＭＩＣ，后跟以〈分号〉结束的一个或多个

〈ＳＱＬ过程语句〉，后跟ＥＮＤ的形式。

４．６．７　视图定义

视图（严格地说应为视图定义）是一个命名查询。视图具有多种用途，可以像基表一样使用。视图

的值就是该查询的结果。见４．３。

４．６．８　断言

断言就是一个检查约束。如果搜索条件的结果为假（不包括未知），就违反了该约束。

４．６．９　犛犙犔服务器模块

ＳＱＬ服务器模块（在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４，ＳＱＬ／ＰＳＭ中定义）是一个属于模式对象的模块。见４．９。

４．６．１０　模式例程

模式例程是一个ＳＱＬ调用例程，该例程是一个模式对象。见４．１０。

４．６．１１　序列生成器

序列生成器是一种生成连续精确数值的机制，每次生成一个。序列生成器或者是一个外部序列生

成器，或者是一个内部序列生成器。外部序列生成器是一个命名模式对象，而内部序列生成器则是另一

个模式对象的元素。序列生成器有一个数据类型，且应是标度为０的精确数值类型。序列生成器还有

一个随时间变化的当前基值，该值为其数据类型的一个值。详见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２中４．２１。

４．６．１２　特权

特权代表某个授权者对权限的指定接受者（授权标识符、角色或ＰＵＢＬＩＣ）的一种认可，即要求使用

指定的模式对象，或在规定的模式对象上实施指定动作的权力。其具体动作包括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ＳＥＲＴ、

ＵＰＤＡＴＥ、ＤＥＬＥＴ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ＵＳＡＧＥ、ＵＮＤＥＲ、ＴＲＩＧＧＥＲ和ＥＸＥＣＵＴＥ。

带有 ＷＩＴＨＧＲＡＮＴＯＰＴＩＯＮ的特权允许接受者把该特权授予其他的接受者，接受者授权时可

以带也可以不带 ＷＩＴＨＧＲＡＮＴＯＰＴＩＯＮ选项。

带有 ＷＩＴＨ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ＯＰＴＩＯＮ的ＳＥＬＥＣＴ特权自动提供给接受者被授权表的所有子表上

的ＳＥＬＥＣＴ特权，包括现存的和将来会被加入的子表。

ＰＵＢＬＩＣ代表可以接受特权的每个接受者。对信息模式中的所有模式对象，带 ＷＩＴＨＧＲＡＮＴ

ＯＰＴＩＯＮ的ＳＥＬＥＣＴ特权已授予ＰＵＢＬＩＣ。

创建模式对象的授权标识符自动被授予该对象上的所有可能的特权，且包括 ＷＩＴＨＧＲＡＮＴＯＰ

ＴＩＯＮ。

只有拥有模式对象上的某个特权的授权标识符才能够发现该对象的存在。

４．７　完整性约束和约束检查

４．７．１　约束检查

有两种模式对象描述约束：断言和表约束（包括表中某一列所基于的域的域约束），它们用相同的方

法来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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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种约束或者是可延迟的，或者是不可延迟的。

在每个ＳＱＬ会话中，每个约束都具有一个约束模式，它是该ＳＱＬ会话的一个性质。每个约束都有

一个（持久的）缺省约束模式，在每个ＳＱＬ会话中的每个ＳＱＬ事务，约束以缺省约束模式开始。

约束模式或者是延迟的，或者是立即的，只要约束是可延迟的，就可以使用ＳＱＬ语句进行设置。

当事务初始化时，每个约束的约束模式被设置为其缺省方式。

如果约束模式是立即的，则当每条ＳＱＬ语句执行结束时，对每个约束都会进行约束检查。

在事务终止前，每个约束的约束模式都置为立即的（所以这时将检查所有的约束）。

４．７．２　确定性和约束

表达式计算结果可能是非确定性的。例如，在列的数据类型为变长字符串的情况下，即使数据是相

同的，由于时机不同，消除重复值后的剩余数据也可能不同。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重复值尾部的空格数

可能不同，而ＧＢ／Ｔ１２９９１并没有规定消除重复值时应该保留其中的哪个值。因此，值的长度是不确定

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该表达式及从该表达式导出的任何表达式被称为是可能非确定性的（所谓“可

能”，是因为曾经更新该列的部分ＳＱＬ代理可能删除了尾部空格，但ＳＱＬ实现是不可能知道这一情

况的）。

由于包含一个可能非确定性的表达式的约束可能会一时满足条件，稍后又变得不满足，因此，不允

许约束包含非确定性表达式。

例程可以声明为确定的，否则调用例程的结果是实现相关的。

４．８　犛犙犔代理和犛犙犔服务器之间的通信

４．８．１　宿主语言

只有当ＳＱＬ代理使用的某种编程语言符合ＧＢ／Ｔ１２９９１规定的标准时，ＳＱＬ实现与ＳＱＬ代理才

能成功地进行通信。这种语言通常称为宿主语言，符合ＳＱＬ实现至少要支持一种宿主语言。

有几种称为绑定方式的通信方法：

———ＳＱＬ客户模块绑定方式（在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２中说明）。在这种绑定方式中，用户通过使用实现

定义的一种机制，指定一个模块作为ＳＱＬ客户模块。

———调用层接口（在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３中说明）。在这种方式中，ＳＱＬ代理在标准例程中选择一个进

行调用，传递适当的变元，例如内容为某ＳＱＬ语句的字符串。

———嵌入式ＳＱＬ（在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２中说明）。在这种方式中，ＳＱＬ语句直接编写在应用程序中。

此外还有一套实现相关的机制，用于：

●　为每条ＳＱＬ语句生成一个外部调用过程。这些过程将被收集到一个模块中，以后作为

ＳＱＬ客户模块使用。

●　将每条ＳＱＬ语句替换为对其生成的外部调用过程的调用。

———直接ＳＱＬ调用（在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２中说明）。直接调用是一种直接执行ＳＱＬ语句的方法，通

过前端直接和用户进行通信。

无论选择哪种绑定方式，ＳＱＬ语句都是按照实现定义的字符集（称为源语言字符集）来编写的。并

不要求源语言字符集与出现在ＳＱＬ数据中任何字符串的字符集相同。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２规定了当ＳＱＬ客户模块中的外部调用过程被符合标准要求的宿主语言程序调用

时，外部调用过程的动作。

４．８．２　参数传递和数据类型对应性

４．８．２．１　一般参数传递和数据类型对应性信息

外部调用过程参数表中的每一个参数都有一个名字和一个数据类型。在外部例程对编译单元的引

用和该编译单元之间进行绑定的时间和方法是实现定义的。

４．８．２．２　数据类型对应性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规定了ＳＱＬ数据类型和宿主语言数据类型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不是每一种ＳＱ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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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类型在每一种宿主语言中都有一个对应的数据类型。

４．８．２．３　定位器

宿主变量、宿主参数、外部例程的ＳＱＬ参数、外部函数的返回值都可以规定为定位器。设置定位器

的目的是：当要操作大规模数据实例时，不需向ＳＱＬ代理来回转移整个数据。详见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２中

的４．２９．５。

４．８．２．４　状态参数

每个外部调用过程都要求有一个输出参数ＳＱＬＳＴＡＴＥ，称为状态参数。

ＳＱＬＳＴＡＴＥ是一个长度为５的字符串，具体取值在ＧＢ／Ｔ１２９９１其他部分中定义。值为“０００００”

（五个零）的ＳＱＬＳＴＡＴＥ表示，最近一次的外部调用过程的调用是成功的。

４．８．２．５　指示符参数

指示符参数是一个整型参数，紧随其相关联的参数（而不是指示符参数）后。值为负的指示符参数

表示其相关的参数为空；指示符参数的值大于零表示其相关参数值的长度需要截断，该指示变量存放了

该列值的实际长度，通常在字符串及某些其他数据类型的情况下会出现。

如果一个参数的值被赋为空值，且没有相关的指示符参数，则会产生一个异常状态。

４．８．３　描述符区

描述符区是一个由ＳＱＬ实现在ＳＱＬ代理的要求下分配的命名区。描述符区用于ＳＱＬ实现和

ＳＱＬ代理之间的通信，有些ＳＱＬ语句可在ＳＱＬ代理和描述符区之间传递信息。

４．８．４　诊断信息

诊断区是一个由ＳＱＬ实现分配的通信区，能够保存一个或多个发生的状态。

当ＳＱＬ实现执行一条ＳＱＬ语句（ＳＱＬ诊断语句除外）时，就在诊断区中设置一个或多个状态信息

的值，以表示执行语句所发生的情况。通过使用ＳＱＬ诊断语句，可以访问诊断信息。诊断语句的执行

信息不被记录。

符合ＳＱＬ实现不要求同时设置多于一个的状态信息。

当ＳＱＬ服务器执行一条ＳＱＬ语句ＳＳ时，可能存在多个诊断区。当ＳＳ执行完成之前，由于ＳＳ的

执行引起了另外的ＳＱＬ语句同时执行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多诊断区形成栈，栈的第一个元素包含

最近所执行的ＳＱＬ语句相关的信息。这种情况的两个例子是：ＳＳ是或者包含一个〈调用语句〉；ＳＳ的

执行引发了触发动作的执行。

４．８．５　犛犙犔事务

ＳＱＬ事务是一个ＳＱＬ语句的执行序列，对于恢复它是原子的。也就是说，执行结果要么是完全成

功的，要么对于任何ＳＱＬ模式或ＳＱＬ数据都不起作用。

任何时刻，在ＳＱＬ代理和ＳＱＬ实现之间最多只能有一个当前ＳＱＬ事务。

如果没有当前ＳＱＬ事务，事务初始化语句的执行或〈子查询〉的计算将会初始化一个ＳＱＬ事务。

ＳＱＬ事务由提交语句或回滚语句终止，这两种语句的执行可能是隐式的。

ＳＱＬ事务具有一个事务状态。事务状态的某些性质通过ＳＱＬ语句的执行来设置。只有不存在当

前ＳＱＬ事务时，这样的ＳＱＬ语句才会被执行。事务初始化时或初始化之后，当ＳＱＬ客户与ＳＱＬ服务

器连接或设置连接时，这些性质将在第一时间传递给ＳＱＬ服务器。

ＳＱＬ事务的访问方式表示该事务是只读的（不允许改变任何持久ＳＱＬ数据）还是可读写的（允许

改变持久ＳＱＬ数据）。

ＳＱＬ事务的隔离级规定在事务内感受到的ＳＱＬ环境之外的ＳＱＬ代理的行为效果的程度。

每个隔离级都要保证每个ＳＱＬ事务被执行，ＳＱＬ事务不是完全执行完就是完全失败。每个隔离

级都要保证ＳＱＬ事务的更新不会丢失。最高隔离级可串行化（ＳＥＲＩＡＬＩＺＡＢＬＥ）保证执行的可串行

化，这意味着在时间上重叠的多个事务执行的效果与它们依次执行的效果完全相同。其他的隔离级包

括可重复读（ＲＥＰＥＡＴＡＢＬＥＲＥＡＤ）、读提交（ＲＥＡＤ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Ｄ）、读未提交（ＲＥＡＤＵＮ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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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ＴＴＥＤ）保证的隔离级是依次降低的。

４．９　模块

有三种不同类型的模块，每种模块都具有一些具体的性质，且包含不同种类的模块对象（也称为模

块内容）。主要模块对象是一个或多个例程（见４．１０）。

模块是下列描述之一：

———一个ＳＱＬ客户模块，仅包含外部调用过程；

———一个ＳＱＬ服务器模块，仅包含ＳＱＬ调用例程；

———一个ＳＱＬ会话模块，仅包含该ＳＱＬ会话中已准备的ＳＱＬ语句。

４．１０　例程

４．１０．１　一般例程信息

表１表示了用ＳＱＬ或其他语言编写的例程及例程在ＳＱＬ或其他语言中被调用的各种可能的组合

情况，并给出了在这些情况下使用的术语。

表１　外部调用例程和犛犙犔调用例程间的关系

例程类别 用ＳＱＬ编写的例程 非ＳＱＬ编写的例程

由ＳＱＬ调用的例程 ＳＱＬ函数和ＳＱＬ过程 外部函数和过程

由非ＳＱＬ调用的程 外部调用过程 （与ＳＱＬ无关）

　　ＳＱＬ调用例程是一个能够在ＳＱＬ中调用的例程，它或者是一个函数或者是一个过程。有些函数

具有一些特定的性质，这种函数被称为方法。

ＳＱＬ调用例程可以是一个模式对象也可以是一个ＳＱＬ服务器模块（本身为模式对象）的成员。

ＳＱＬ调用过程是一个由ＳＱＬ调用语句（ＣＡＬＬ语句）调用的过程。ＳＱＬ调用函数由某个表达式中

的例程调用来调用。

外部例程指的是引用ＳＱＬ环境之外的特定标准程序设计语言的某个编译单元的ＳＱＬ调用例程。

这种引用的绑定方法和时间是由实现定义的。

ＳＱＬ例程是指例程体是用ＳＱＬ编写的ＳＱＬ调用例程。

ＳＱＬ调用例程的名字不必唯一。如果两个或更多的例程具有相同的名字，那么该名字被称为重载

的，对同名例程的调用将调用变元最佳匹配的例程。正常情况下，在进行变元类型最佳匹配的过程中，

仅考虑表示变元值的表达式的声明类型，但是对于方法而言（其调用语法是有区别的），还必须考虑变元

的最有效类型。

４．１０．２　类型保留函数

如果ＳＱＬ调用函数有一个参数说明为ＲＥＳＵＬＴ，该参数称为结果参数，如果结果参数的数据类型

和结果的数据类型为相同的用户定义类型，则该函数称为类型保留函数。类型保留函数的结果是结果

参数的值，这个结果可能是经过变异的。

每个变异函数都是一个类型保留函数。

４．１１　犛犙犔语句

４．１１．１　犛犙犔语句分类

ＳＱＬ语句是符合ＧＢ／Ｔ１２９９１中规定的格式和句法规则的字符串。

大多数ＳＱＬ语句都可以在ＳＱＬ客户模块中进行准备，然后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当准备ＳＱＬ语

句时就创建了一个对应于单条ＳＱＬ语句的外部调用过程，且每当执行准备的ＳＱＬ语句时就会隐含调

用该外部调用过程。

ＳＱＬ语句分类的方法至少有五种：

———根据它们对ＳＱＬ对象的作用，是持久对象（即：ＳＱＬ数据、ＳＱＬ模式及其内容、ＳＱＬ客户模

块）还是临时对象（例如ＳＱＬ会话和其他ＳＱＬ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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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它们是否初始化了一个ＳＱＬ事务，或者当没有活动的ＳＱＬ事务时，该语句是否能够或需

要被执行；

———根据它们是否可以嵌入到用标准程序设计语言编写的程序中；

———根据它们是否可以直接执行；

———根据它们是否可以动态准备并执行。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允许实现提供附加的、实现定义的语句，这些语句也可以归入上述类别。

４．１１．２　按功能分类的犛犙犔语句

下面是ＳＱＬ语句的主要分类：

———ＳＱＬ模式语句，用来创建、变更、撤销模式和模式对象；

———ＳＱＬ数据语句，用来对表执行查询、插入、更新、删除操作，一个ＳＱＬ数据语句的执行可能影

响到多个表中的多行记录；

———ＳＱＬ事务语句，用来设置事务参数、启动或结束事务；

———ＳＱＬ控制语句，可用来对一个ＳＱＬ语句序列的执行进行控制；

———ＳＱＬ连接语句，用来初始化和终止连接，允许ＳＱＬ客户从与一个ＳＱＬ服务器的会话转移到

与另一个ＳＱＬ服务器的会话；

———ＳＱＬ会话语句，用来设置ＳＱＬ会话的缺省值和其他参数；

———ＳＱＬ诊断语句，用来（从诊断区）获取诊断信息和报告ＳＱＬ例程中的异常信号；

———动态ＳＱＬ语句，支持动态产生的ＳＱＬ语句的准备和执行，并获取其相关信息。

５　犌犅／犜１２９９１中的各部分说明

５．１　概述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框架，是ＧＢ／Ｔ１２９９１其他各部分的引导，该部分描述了其他各部分使用的基本概

念和记法。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２，基础，规定ＳＱＬ语句的结构和执行ＳＱＬ语句的效果。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中除了第１部分和第２部分外的其他各部分都是作为ＧＢ／Ｔ１２９９１的补充来规定的。

详见６．３．５。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３，调用层接口，规定ＳＱＬ代理和ＳＱＬ实现之间的另一种通信机制。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４，持久存储模块，规定使得ＳＱＬ计算功能更加完备的重要的附加部分。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９，外部数据管理，规定ＳＱＬ重要的附加部分，即允许ＳＱＬ代理访问不受ＳＱＬ环境

中ＳＱＬ服务器控制的数据。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０，对象语言绑定，规定ＳＱＬ语句嵌入到Ｊａｖａ程序中的方式。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１，信息和定义模式，规定一些视图，应用通过这些视图能够获悉持久数据库对象（如

表、视图、列）的名字。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３，使用Ｊａｖａ程序设计语言的ＳＱＬ例程和类型，规定将Ｊａｖａ语言编写的静态方法当

作ＳＱＬ调用例程来调用，以及将Ｊａｖａ语言中定义的类作为ＳＱＬ结构类型来使用的功能。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４，与ＸＭＬ相关的规范，定义数据库语言ＳＱＬ与ＸＭＬ结合使用的方法。

每一部分的内容将在下面分别介绍。

５．２　犌犅／犜１２９９１．１：框架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本部分包括：

———ＳＱＬ环境的描述，以及ＧＢ／Ｔ１２９９１中使用的一些概念的简要描述；

———每部分内容的简要描述，这些描述是资料性的，不是标准的组成部分；

———适用于ＧＢ／Ｔ１２９９１中所有或大多数部分的记法和约定，其他各部分根据需要对约定作了进

一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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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犌犅／犜１２９９１．２：基础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２规定ＳＱＬ的以下特征。

５．３．１　犌犅／犜１２９９１．２规定的数据类型

以下是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２中所规定的数据类型：

———所有的数值类型和字符串类型；

———布尔类型；

———所有的日期时间和时间间隔类型；

———行类型；

———集合类型；

———用户定义类型；

———域；

———引用类型。

５．３．２　表

定义确定表的函数依赖和候选键的规则。

５．３．３　绑定方法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２规定了绑定ＳＱＬ代理与ＳＱＬ实现的三种方法。

５．３．３．１　嵌入式犛犙犔

嵌入式ＳＱＬ是一种将ＳＱＬ语句嵌入到符合标准指定的特定程序语言的编译单元中的方法，这种

程序设计语言称为宿主语言。它定义了如何在宿主语言的环境中，按照特定宿主语言的规范，导出一个

等价的编译单元。在该等价编译单元中，每条嵌入的ＳＱＬ语句由调用包含该ＳＱＬ语句的数据库语言

过程的一条或多条语句所替代。

５．３．３．２　动态犛犙犔

动态ＳＱＬ是嵌入式ＳＱＬ的扩展。这些设施的作用如下：

———分配和释放用于ＳＱＬ代理和ＳＱＬ实现之间通信的描述符区；

———促成ＳＱＬ语句的执行，包括为随后执行的语句作准备。

５．３．３．３　犛犙犔直接调用

ＳＱＬ直接调用是一种直接执行ＳＱＬ语句的方法。在ＳＱＬ直接调用过程中，以下内容是由实现定

义的：

———调用ＳＱＬ语句的方法；

———报告因执行这种ＳＱＬ语句而产生的状态的方法；

———访问因执行这种ＳＱＬ语句而产生的诊断信息的方法；

———返回结果的方法。

５．３．４　犌犅／犜１２９９１．２中规定的犛犙犔语句

以下是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２中规定的几类ＳＱＬ语句：

———ＳＱＬ模式语句，用来创建、变更、撤销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２中规定的模式和模式对象；

———ＳＱＬ数据语句，用来执行对表的查询、插入、更新、删除操作，有些ＳＱＬ数据语句在其名字中

包含词“ｄｙｎａｍｉｃ”，不要与ＳＱＬ动态语句混淆；

———ＳＱＬ事务语句，用来设置事务性质、初始化或结束事务；

———ＳＱＬ控制语句（ＣＡＬＬ和ＲＥＴＵＲＮ），分别用来调用一个过程及说明函数的返回值；

———ＳＱＬ连接语句，用来初始化和终止连接，允许ＳＱＬ客户从与一个ＳＱＬ服务器的会话转移到

与另一个ＳＱＬ服务器的会话；

———ＳＱＬ会话语句，用来设置ＳＱＬ会话的缺省值和其他参数；

———ＳＱＬ诊断语句，用来（从诊断区）获取诊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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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ＱＬ动态语句，支持动态生成的ＳＱＬ语句的准备和执行，并获取这些语句的有关信息；

———ＳＱＬ嵌入异常声明，这些声明被转换成宿主语言中的语句。

对于定义的每条ＳＱＬ语句，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２规定了在当前没有活动事务的情况下，哪些语句会初

始化一个新事务，哪些语句不会。

对于每条ＳＱＬ语句，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２规定了：

———是否可以嵌入到宿主语言中。

———是否可以动态地准备和执行。除了那些要获取数据到描述符区中的语句外，任何可准备的

ＳＱＬ语句都可以立即执行。

———是否可以直接执行。

５．４　犌犅／犜１２９９１．３：调用层接口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３规定用标准程序设计语言编写的应用程序和ＳＱＬ实现之间的绑定方法。其效果

在功能上等价于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２（ＳＱＬ／基础）中说明的动态ＳＱＬ。

规定的过程（例程）能够用来：

———分配和释放资源（包括描述符或通信区）；

———初始化、控制和终止ＳＱＬ客户和ＳＱＬ服务器之间的ＳＱＬ连接；

———促成ＳＱＬ语句的执行，包括为随后执行的语句作准备；

———获取诊断信息；

———获取有关ＳＱＬ实现的信息，例如，ＳＱＬ客户能够连接的ＳＱＬ服务器。

调用层接口ＣＬＩ和绑定的重要区别在于：在后者的上下文中仅有一个ＳＱＬ环境；而对于调用层接

口而言，能够独立地初始化和管理多个ＳＱＬ环境。所以，尽管ＳＱＬ环境被简单地定义为具有各种特征

的环境集合，但在ＣＬＩ中，该术语指的是一个ＳＱＬ环境的当前状态（描述符），这个ＳＱＬ环境可能是多

个ＳＱＬ环境中的一个。因此，该术语用来表明应用（ＳＱＬ代理）和ＳＱＬ客户之间的会话。而ＣＬＩ中的

ＳＱＬ会话指的是ＳＱＬ客户和ＳＱＬ服务器之间的ＳＱＬ连接。

５．５　犌犅／犜１２９９１．４：持久存储模块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４规定了附加ＳＱＬ语句的句法和语义，使得ＳＱＬ计算功能更加完备。

这些语句包括如下功能：

———用于控制流程的语句说明；

———将表达式的结果赋给变量和参数；

———允许复合语句对其执行期间产生的各种状态进行处理的状态句柄说明；

———设置信号状态和重置信号状态的语句说明；

———局部游标声明；

———局部变量声明。

本部分还定义信息模式表，这些信息模式表包含描述ＳＱＬ服务器模块的模式信息。

５．５．１　犌犅／犜１２９９１．４中规定的犛犙犔语句

下面是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４中规定的ＳＱＬ语句的大致分类及功能为：

———附加的ＳＱＬ控制语句，可用来控制ＳＱＬ例程的执行；

———ＳＱＬ控制声明，可用来声明变量和异常句柄；

———附加的ＳＱＬ诊断语句，可用来设置异常信号；

———附加的ＳＱＬ模式语句，可用来创建和撤销模块。

５．６　犌犅／犜１２９９１．９：外部数据管理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９定义扩展的ＳＱＬ数据库语言，以支持使用外部表和数据链接数据类型来进行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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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管理。

包括定义下列对象的机制：

———外部服务器；

———外部数据封装器；

———外部表。

此外，还包括这样的例程，它们能够用于ＳＱＬ服务器和外部数据封装器之间通信，从而实现和外部

数据源之间的交互。

５．７　犌犅／犜１２９９１．１０：对象语言绑定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０定义在Ｊａｖａ程序中嵌入ＳＱＬ语句的机制。

５．８　犌犅／犜１２９９１．１１：信息和定义模式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１定义了信息模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Ａ）和定义模式（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Ａ）两个模式。应用程序可以通过信息模式提供的视图了解到持久数据库对象的名称，包括表、

视图、列等。这些视图是根据定义模式中的基表进行定义的。定义模式的唯一目的就是提供一个支持

信息模式的数据模型，并有助于理解。从信息模式视图的角度来看，ＳＱＬ实现仅需要模拟定义模式的

存在。

５．９　犌犅／犜１２９９１．１３：使用犑犪狏犪程序设计语言的犛犙犔例程和类型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３定义对数据库语言ＳＱＬ的扩展，使之能够将Ｊａｖａ语言编写的静态方法当作ＳＱＬ

调用例程来调用，并且将Ｊａｖａ语言中定义的类作为ＳＱＬ结构类型来使用。

内容包括：

———对ＳＱＬ调用例程的定义、操纵和调用的扩展；

———用户定义类型的定义和操纵的扩展；

———新的内置过程。

５．１０　犌犅／犜１２９９１．１４：与犡犕犔相关的规范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４定义对数据库语言ＳＱＬ的扩展，使之能够创建和操纵ＸＭＬ文档。

内容包括：

———新的预定义类型ＸＭＬ；

———创建和操纵ＸＭＬ类型数据的新内置操作符；

———表、模式和目录与ＸＭＬ文档之间的映射规则。

６　犌犅／犜１２９９１中其他各部分使用的记法和约定

本章中定义的记法和约定用于ＧＢ／Ｔ１２９９１中其他各部分，除非其他各部分提供有更确切的定义。

６．１　取自犐犛犗／犐犈犆１０６４６中的记法

表示ＵＣＳ代码点的记法定义于［ＵＣＳ］，见６．５“短字符标识符”。

在本标准中，该记法仅用来无歧义地标识字符，并不隐含任何实现使用该字符的特定编码。

６．２　本标准中使用的记法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中使用的句法记法是ＢＮＦ（“巴科斯范式”或“巴科斯诺尔范式”）的扩展版本。

在ＢＮＦ语言定义中，语言的每一个句法元素（称为ＢＮＦ非终结符）都由产生式规则来定义。它采

用公式的形式定义句法元素，每个公式由一些字符、字符串及句法元素组成，该公式可用来生成句法元

素的实例。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使用的ＢＮＦ版本中，具体符号的含义如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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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犅犖犉中使用的符号

符号 含　　义

〈　〉 　尖括号内的字符串表示ＳＱＬ语言的一个句法元素（ＢＮＦ非终结符）的名称

∷＝
　定义符，用于产生式规则，用来分割规则定义的元素及其定义。被定义的元素出现在定义符的

左边，而定义元素的公式出现在定义符的右边

［］ 　方括号表示公式中的可选元素。方括号内公式中的部分可以显式指定也可以省略

｛｝ 　花括号括着公式中的分组元素。花括号内公式中的部分必须显式说明

｜

　选择符。竖线表示在公式中后边的部分可以代替在它前面的部分。如果竖线不是出现在方括

号或大括号中，则表示由产生式规则定义的元素可相互完全替换。如果竖线出现在方括号或大括

号中，则表示竖线所在最内层大括号或方括号中的内容可互相替换

…

　省略号表示公式中使用了该符号的元素可以重复任意多次。如果省略号直接出现在大闭括号

“｝”之后，则它应用于该大闭括号“｝”和对应的大开括号“｛”之间所括的公式部分。如果省略号出现

在任意其他元素之后，则仅用于该元素。在“语法规则”、“访问规则”、“一般规则”和“符合性规则”

中，如果没有特别说明，则对由此生成的列表中第狀个元素的引用就表示列表中该序号对应的元素

！！ 　引入一段汉语正文。当语法元素没有用ＢＮＦ表示时使用

　　空格用来分隔句法元素。多个空格和换行作为单个空格处理。除了上面给出的那些有特殊功能的

符号外，公式中的其他字符和字符串均代表它们自身。另外，如果产生式中定义符右边的符号完全由

ＢＮＦ符号组成，则这些符号也代表它们自身，不再具有它们的特殊含义。

成对大括号和方括号对可以多重嵌套，选择符可在上述嵌套中的任意一层出现。

构成句法元素实例的字符串根据该句法元素的ＢＮＦ定义生成，步骤如下：

１）　从产生式规则右边定义的选项中任选其中一个，并用这个选项代替该元素；

２）　将每个省略号及其作用的对象替换为一个或多个该对象的实例；

３）　对方括号所括字符串中的每一个部分，或者删除该括号及其内容，或者将方括号改为大括号；

４）　对每个大括号中所括的内容，应用步骤１）到步骤５）进行处理，然后删除大括号；

５）　对字符串中还存在的ＢＮＦ非终结符，应用步骤１）到步骤５）进行处理。

当字符串中不再含有任何非终结符，展开或生成过程完成。

由ＢＮＦ非终结符ＮＴ在原语言字符集中生成一个字符串ＣＳ的左范式推导，可以通过应用步骤１）

到步骤５）完成，并且在步骤５）中，总是先挑选最左边的ＢＮＦ非终结符来处理。

６．３　约定

６．３．１　句法元素说明

句法元素规定如下：

———功能：元素用途的简要描述。

———格式：该元素句法的ＢＮＦ句法定义。

———句法规则：元素句法性质的说明，或ＢＮＦ范式无法表示而该元素应该满足的附加的句法约束

的规范，或是上述两者。

———访问规则：对控制模式对象可存取性规则的说明，这些规则应该作用在一般规则之前。

———一般规则：元素运行时效果的说明。当用多条一般规则来说明元素的效果时，由第一条一般规

则开始，按数字顺序应用这些规则，会获得所需要的效果，除非所用规则指明或隐含的顺序有

变化或规则应用的终止。除非特定规则另有所指或另有隐含，只有按顺序应用了最后一条规

则之后，一般规则的应用才能终止。

———符合性规则：关于应如何支持该元素以保证ＳＱＬ符合性的说明。

记法的范围是定义这些符号的条款。在一个条款中，句法规则、访问规则、一般规则中所定义的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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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可以被其他规则引用，只要它们在被引用之前已定义。

６．３．２　信息模式和定义模式的说明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中信息模式和定义模式的对象规定如下：

———功能：关于该定义的用途的简要说明。

———定义：用ＳＱＬ对该对象进行定义。

———描述：对象运行时的值的说明，由于（对对象运行时的值）定义不清晰而增加该描述。

———符合性规则：关于应如何支持该元素以保证ＳＱＬ符合性的说明。

信息模式中视图定义的唯一作用就是指明那些视图表的内容。这些视图基于的实际对象是实现相

关的。

６．３．３　术语的使用

６．３．３．１　句法含义

令〈Ａ〉、〈Ｂ〉和〈Ｃ〉是句法元素；令Ａ１、Ｂ１和Ｃ１分别是〈Ａ〉、〈Ｂ〉和〈Ｃ〉的实例。

在格式中，如果〈Ｂ〉出现在〈Ａ〉的ＢＮＦ产生式规则的右边，则称〈Ａ〉立即包含〈Ｂ〉。如果〈Ａ〉立即包

含〈Ｃ〉，或〈Ａ〉立即包含〈Ｂ〉，而〈Ｂ〉又包含〈Ｃ〉，则称〈Ａ〉包含或规定〈Ｃ〉。

在ＳＱＬ语言中，如果〈Ａ〉立即包含〈Ｂ〉，且Ｂ１是Ａ１的文本的一部分，则称Ａ１立即包含Ｂ１。如果

Ａ１立即包含Ｃ１，或Ａ１立即包含Ｂ１，而Ｂ１包含Ｃ１，则称Ａ１包含或规定Ｃ１。如果Ａ１包含Ｃ１，则Ｃ１

包含于Ａ１且Ｃ１由Ａ１规定。

如果Ａ１包含Ｂ１，且Ａ１包含〈Ｃ〉的一个实例，而〈Ｃ〉又包含Ｂ１，则称Ａ１包含带中介〈Ｃ〉的Ｂ１。如

果Ａ１包含Ｂ１，且Ａ１不包含〈Ｃ〉的一个实例，而〈Ｃ〉又包含Ｂ１，则称Ａ１包含不带中介〈Ｃ〉的Ｂ１。

如果Ａ１包含不带中介〈Ａ〉或中介〈Ｂ〉的实例的Ｂ１，则称Ａ１简单包含Ｂ１。

如果Ａ１包含不带中介〈子查询〉、〈查询多重集值构造符〉、〈查询表值构造符〉、〈查询数组值构造

符〉、〈内分组说明〉或〈集函数说明〉（不是〈有序集函数〉）的Ｂ１，则称Ａ１直接包含Ｂ１。

如果〈Ａ〉包含〈Ｂ〉，则称〈Ｂ〉被包含在〈Ａ〉中，且称〈Ａ〉是包含〈Ｂ〉的产生式符号。如果〈Ａ〉简单包含

〈Ｂ〉，则称〈Ｂ〉被简单包含在〈Ａ〉中，且称〈Ａ〉是简单包含〈Ｂ〉的产生式符号。

如果Ａ１满足条件Ｃ且Ａ１不包含满足Ｃ的〈Ａ〉的实例，则称Ａ１是满足条件Ｃ的最内层的〈Ａ〉。

如果Ａ１满足条件Ｃ且Ａ１不被包含在满足Ｃ的〈Ａ〉的实例中，则称Ａ１是满足条件Ｃ的最外层的〈Ａ〉。

如果〈Ａ〉包含一个〈表名〉，该〈表名〉标识了由〈视图定义〉Ｖ定义的视图，则称〈Ａ〉一般包含Ｖ中包

含的〈查询表达式〉。如果〈Ａ〉包含一个〈查询表达式〉ＱＥ标识的〈查询名〉，则称〈Ａ〉一般包含ＱＥ。如

果〈Ａ〉包含一个〈例程调用〉ＲＩ，则称〈Ａ〉一般包含ＲＩ的目标例程集中所有〈ＳＱＬ调用例程〉的例程体。

如果〈Ａ〉包含〈Ｂ〉，则〈Ａ〉一般包含〈Ｂ〉。如果〈Ａ〉一般包含〈Ｂ〉且〈Ｂ〉一般包含〈Ｃ〉，则〈Ａ〉一般

包含〈Ｃ〉。

注５：“〈例程调用〉的目标例程集”在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２的１０．４“例程调用”中定义。

在格式中，动词“ｔｏｂｅ”（包括所有的语法变种，例如“ｉｓ”）定义如下：如果存在形如〈Ａ〉∷＝〈Ｂ〉的一

个ＢＮＦ产生式规则，则称〈Ａ〉是〈Ｂ〉。如果〈Ａ〉是〈Ｂ〉且〈Ｂ〉是〈Ｃ〉，则〈Ａ〉是〈Ｃ〉。如果〈Ａ〉是〈Ｃ〉，则称

〈Ｃ〉构成〈Ａ〉。在ＳＱＬ语言中，如果〈Ａ〉是〈Ｂ〉且Ａ１的正文是Ｂ１的正文，则称Ａ１是Ｂ１；反之，如果Ａ１

是Ｂ１，则称Ｂ１构成Ａ１。

６．３．３．２　表示规则要求的术语

在句法规则中，术语应该定义句法上要求符合的ＳＱＬ语言为真的条件。当这样的条件依赖于一个

或多个模式的内容时，则在一般规则所指明的动作执行之前要求它们为真。对于不符合ＳＱＬ格式和句

法规则的语言的处理是实现相关的。当试图运用访问规则或一般规则求值时，如果有任何句法规则要

求的条件未被满足，且实现既不是在处理不符合的ＳＱＬ语言，也不是在以不符合的方式处理符合的

ＳＱＬ语言，则会产生一个异常：句法错误或违反访问规则。

在访问规则中，术语应该定义成功应用一般规则所需满足的条件。当应用一般规则时，如果有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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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条件未被满足，则会产生一个异常：句法错误或违反访问规则。

在符合性规则中，术语应该定义当命名特征不要求被支持时需要为真的条件。

６．３．３．３　规则求值顺序

符合性实现并不要求严格按照一般规则中定义的动作序列来执行，只要执行对于ＳＱＬ数据与模

式、宿主参数与宿主变量以及ＳＱＬ参数与ＳＱＬ变量产生的效果与该序列的效果相同。术语有效地用

来强调实现可能通过其他方法获得其效果的动作。

包含句法元素的句法规则和访问规则同时也作为句法规则和访问规则被有效地应用于包含它的句

法元素。包含句法元素的一般规则，可在一般规则之前被有效地应用于包含它的句法元素。

在操作符的优先级是通过ＧＢ／Ｔ１２９９１的格式或括号确定的场合，那些操作符按该优先级规定的

顺序被有效地应用。

在优先级不是通过格式或括号确定的场合，表达式的有效求值通常从左到右执行。然而，表达式实

际上是否从左到右求值依赖于实现，尤其当操作数或操作符可能导致状态的产生，或者表达式的结果不

需对表达式的所有部分完全求值就能确定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通常，如果某个句法元素包含一个以上的其他句法元素，则该句法元素的产生式中早出现的被包含

元素的一般规则先于晚出现的被包含元素的一般规则被应用。

例如，在下面的产生式中：

〈Ａ〉∷＝〈Ｂ〉〈Ｃ〉

〈Ａ〉、〈Ｂ〉和〈Ｃ〉的句法规则和访问规则可同时有效地被应用。〈Ｂ〉的一般规则在〈Ｃ〉的一般规则之

前被应用，〈Ａ〉的一般规则在〈Ｂ〉和〈Ｃ〉的一般规则之后被应用。

如果表达式或搜索条件的结果不依赖于该表达式或搜索条件的某个部分的结果，则该表达式或搜

索条件的那个部分被称为是非本质的。如果ＳＱＬ调用函数的调用结果是确定的且不可能修改ＳＱＬ数

据，则它是非本质的；否则，它是本质的还是非本质的是实现定义的。

如果与非本质部分相关的访问规则不被满足，则无论非本质部分实际上是否被求值，均产生异常状

态句法错误或违反访问规则。如果非本质部分的求值可能会引起产生一个异常状态，则是否产生异常

状态依赖于实现。

在计算表达式的结果期间，ＳＱＬ实现可能产生用于确定结果的一个或多个中间结果。包含中间结

果之场所的声明类型是实现相关的。

６．３．３．４　条件规则

条件规则是用“ＩＦ”和“ＣＡＳＥ”约定指明的。用“ＣＡＳＥ”约定指明的规则包括一个使用“ＩＦ”约定的

条件子规则的清单。第一个条件为真的 “ＩＦ”子规则就是该“ＣＡＳＥ”规则的有效子规则。“ＣＡＳＥ”规则

的最后一个子规则可指明为“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如果“ＣＡＳＥ”规则中前面的“ＩＦ”子规则中没有一个条件

为真，则这个子规则就是“ＣＡＳＥ”规则的有效子规则。

６．３．３．５　句法替换

在句法规则和一般规则中，短语“Ｘ是隐含的”表示句法规则和一般规则是在元素Ｘ实际上已经被

说明的情况下解释的。在某一给定条款的句法规则内，可以知道该元素是显式规定的还是隐含的。

在句法规则和一般规则中，短语“下列〈Ｘ〉是隐含的：Ｙ”表示该句法规则和一般规则是在包含Ｙ的

句法元素〈Ｘ〉实际上已被说明的情况下解释的。

在句法规则和一般规则中，短语“前者等价于后者”表示该句法规则和一般规则是在元素中前者的

所有实例均为后者的实例的情况下解释的。

如果在一个条款中引用了ＢＮＦ非终结符，而没有指明它在该条款所定义的ＢＮＦ产生式中是如何

被包含的，则有以下情况：

———如果ＢＮＦ非终结符是在该条款中自定义的，则该引用应该被假定是在定义它的产生式的左边

出现的那个ＢＮＦ非终结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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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该引用应该被假定是立即包含着该ＢＮＦ非终结符的ＢＮＦ产生式。

６．３．３．６　其他术语

某些句法规则定义了一些术语，如Ｔ１，表示命名表或非命名表。这些术语被用为表名或相关名。

在被用为相关名时，它既不表示对指定的表实际上定义了任何新的相关名，也不会影响任何实际相关名

的作用域。

如果ＳＱＬ语句Ｓ２是一条〈调用语句〉ＣＳ，且ＳＱＬ语句Ｓ１是〈ＳＱＬ调用例程〉包含的最外层ＳＱＬ

语句，而〈ＳＱＬ调用例程〉是ＣＳ中所含〈例程调用〉的目标例程，则称Ｓ１是作为执行Ｓ２的直接结果而被

执行的。

如果ＳＱＬ语句Ｓ１是在由执行ＳＱＬ语句Ｓ２而激活的一个触发器执行上下文中被执行的，则称Ｓ１

是作为执行Ｓ２的间接结果而被执行的。

值Ｐ是值 Ｗ的一部分，当且仅当：

———Ｗ是一个表，而Ｐ是 Ｗ中的一行；

———Ｗ是某一行，而Ｐ是 Ｗ中的一个字段；

———Ｗ是一个集合，而Ｐ是 Ｗ中的一个元素；

———Ｐ是某个值的一部分，而该值是 Ｗ 的一部分。

如果一个值包含几个部分，则该值的一个实例也包含几个部分；因此，它所在的场所也包含几个部

分，而每个部分也是一个场所。

项Ｘ是项Ｙ的一部分，当且仅当：

———Ｙ是一行，而Ｘ是Ｙ的某个列；

———Ｙ是一个例程调用，而Ｘ是Ｙ的一个ＳＱＬ参数；

———Ｙ是一个用户定义类型的实例，而Ｘ是Ｙ的一个属性；

———存在一个项Ｘ２，且Ｘ是Ｘ２的一部分，而Ｘ２是Ｙ的一部分。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中其他部分定义的附加术语，仅在该部分中使用。

６．３．３．７　异常

除非另有所指，一般规则或其他地方的短语“产生异常状态：”（后面跟随一个状态名）表示：

———语句的执行是不成功的；

———在６．３．３．８“异常状态下不终止的一般规则”中没有说明的一般规则的应用可能被终止；

———诊断信息变得有效；

———语句的执行对ＳＱＬ数据或模式无影响。

除非ＧＢ／Ｔ１２９９１有明确定义，否则以异常状态终止的ＳＱＬ语句对任何赋值目标和ＳＱＬ描述符

区的影响是实现相关的。

一般规则或其他地方的短语“产生完成状态：”（后随一个状态名）表示，一般规则的应用未被终止，

且诊断信息变得有效；除非同时产生了一个异常状态，否则语句的执行是成功的。

如果因一个语句执行出现多个状态，则有关多个状态的诊断信息是否有效是实现相关的。有关状

态参数值的优先规则，见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２中４．２９．２。

６．３．３．８　异常状态下不终止的一般规则

在异常状态产生的地方，下列条款的一般规则并不终止：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２中１０．４“〈例程调用〉”；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２中１３．５“〈ＳＱＬ过程语句〉”；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２中１４．２７“触发器的执行”；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２中２１．１“〈直接ＳＱＬ语句〉”；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４中１３．１“〈复合语句〉”；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４中１３．２“〈句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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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４　描述符

描述符是一个概念性结构的数据集合，它定义指定类型的对象。描述符的概念用来说明ＳＱＬ的语

义。在任何ＳＱＬ环境中并不一定存在任何特定形式的任何描述符。

某些ＳＱＬ对象离开了其他ＳＱＬ对象的上下文是不能存在的。例如，离开了表的上下文，列是不能

存在的。每个这样的对象都是由它自己的描述符来独立描述的，并且称属主对象（例如：表）的描述符包

括每个从属对象（例如：列或者表约束）的描述符。反之，称该从属对象的描述符被包括在属主对象的描

述符中。如果某个对象Ａ的描述符包括某个对象Ｂ的描述符，且Ｂ的描述符一般包括某个对象Ｃ的描

述符，则对象Ａ的描述符一般包括Ｃ的描述符。

在另一些情况下，除非其他ＳＱＬ对象存在，否则某些ＳＱＬ对象是不可能存在的，并且它们之间没

有包括关系。例如，如果某个断言所引用的表不存在，则ＳＱＬ不允许该断言存在。因此，断言描述符依

赖于或取决于一个或多个表描述符（等价地，断言依赖于或取决于一个或多个表）。一般而言，描述符

Ｄ１可被称作取决于或依赖于某个描述符Ｄ２。

如果对象Ａ的描述符依赖于对象Ｂ的描述符，且Ｂ的描述符一般依赖于对象Ｃ的描述符，则Ａ的

描述符一般依赖于Ｃ的描述符。

ＳＱＬ语句的执行可能导致很多描述符的创建。作为ＳＱＬ语句的结果而创建的ＳＱＬ对象可能依

赖于其他描述符，这样的描述符是作为该ＳＱＬ语句的执行结果而创建的。

注６：这是〈模式定义〉ＳＱＬ语句的特殊情况。例如，一个〈模式定义〉可能包含很多〈表定义〉，而〈表定义〉中又包含

很多〈表约束〉。在一个〈表定义〉中的〈表约束〉可以引用由另外的〈表定义〉所创建的第二个表，而第二个表

又包含对第一个表的引用。在〈模式定义〉执行期间，只有创建了所有必需的描述符，描述符之间的相互依赖

才是有效的。

表示一个ＳＱＬ对象依赖于另一个ＳＱＬ对象的方式有两种。大多数情况下，依赖ＳＱＬ对象的描述

符被称为“包含它所依赖的ＳＱＬ对象名”。这时，“名”可理解为“标识描述符的足够信息”。另一种情况

下，依赖ＳＱＬ对象的描述符可被称为包含它所依赖的ＳＱＬ对象的文本（如〈查询表达式〉，〈搜索条

件〉）。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包含的是实际文本（其中缺省和隐式部分可能被变为显式）还是其对应

的语法分析树则无关紧要，描述符的有效性明确地“依赖于”其引用对象的描述符的存在。

列“基于”某个域，等价于说列“依赖于”这个域。

当企图撤销一个ＳＱＬ对象时，如果存在其他描述符依赖于该对象的描述符，则此撤销操作可能失

败，具体结果取决于撤销行为是如何规定的。如果要撤销的描述符被包含在其他描述符中，撤销操作也

可能会失败。撤销描述符将导致自身包括的所有描述符的撤销，但对于它所依赖的描述符没有影响。

由描述符所描述的某些ＳＱＬ对象的实现需要一些本标准中没有规定的对象存在。在需要这种对

象的地方，当相关的描述符被创建时，对象就会被创建；当相关的描述符被撤销时，对象就会被撤销。

６．３．５　犌犅／犜１２９９１中各部分的关系

除ＧＢ／Ｔ１２９９１ 的本部分和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２ 外 的其 他 各 部分都依 赖于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２，并作为增加部分被引用。每个增加部分在使用时就像它与ＧＢ／Ｔ１２９９１的内容已融合

在一起。本条描述用于融合的相关约定。

有关条款的修改调整是通过 “在ＴＣ中”的短语来指明的。

６．３．５．１　新增的和修改的章、条、表及附录

如果ＧＢ／Ｔ１２９９１任一增加部分的某章（除第１章“范围”和第２章“规范性引用文件”外）、条、表或

附录的名字与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２、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３、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４或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１（除非

该增加部分本身是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３、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４或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１）中的某章、条、表或附录的名字

相同，则它分别补充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２、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３、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４或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１

中的该章、条、表或附录，而不管该章、条、表或附录的编号、字母或位置是不是相对应。典型的做法是通

过增加或替换段落、格式项、表项或规则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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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修改的表中的行通常为要插入到对应表中的新行，不过在极少数情况下，是将原表中已有的一行

替换为增加部分中的表中的一行。当对应表的第一列的值相同的时候，就要求进行这种替换。

在每个 增 加 部 分 中，每 章、条、表 及 附 录 与 ＧＢ／Ｔ １２９９１．１ 和／或 ＧＢ／Ｔ １２９９１．２ 和／或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３和／或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４和／或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１中对应的章、条、表或附录之间的关系按如

下方法表示：

———在增加部分中：形如“本对象修改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ｎ中的对象ｎｎ．ｎｎ“ｘｘｘｘｘ””的陈述直接跟随该

对象标题。

———在上一步的陈述所引用的部分中：形如“本对象由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ｍ 中的对象 ｍｍ．ｍｍｍ

“ｙｙｙｙｙ”修改”的陈述直接跟随该对象标题。

———该对象可以为章、条、表或附录。

如果增加部分的某章、条、表或附录的名字与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和／或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２和／或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３和／或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４和／或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１中的章、条、表或附录的名字不同，则它提

供的语言说明是特别针对那个部分的。属于某个已经标识为新的章条的条款或表自然是新的，没有再

作标记。

每个增加部分的章、条或附录按照它们在融合文档中被确定的顺序出现。当缺少关于其位置的显

式说明时，任何新章、条或附录按下述方法定位：在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和／或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２和／或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３和／或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４和／或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１中定位前一条其名字与ＧＢ／Ｔ１２９９１增加

部分的对应章、条或附录的名字相同的章、条或附录，新的章、条或附录直接跟随在该章、条或附录的后

面。如果存在多个新章、条或附录，且它们之间没有修改已有章、条或附录的中间章、条或附录，则这些

新章、条或附录跟随在前一个其名字匹配的章、条或附录后依次出现。

增加部分对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３和／或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４和／或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１中的章、条、表或附录进行

修改时，按下列顺序实施修改：

１）　实施该增加部分对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３的全部修改；

２）　实施该增加部分对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４的全部修改；

３）　实施该增加部分对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１的全部修改；

４）　实施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１对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２的全部修改（包括第３步中所有增加、扩展或替换的

结果）；

５）　实施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３对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２的全部修改（包括第１步中所有增加、扩展或替换的

结果）；

６）　实施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４对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２的全部修改（包括第２步中所有增加、扩展或替换的

结果）；

７）　实施该增加部分对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２的全部修改，注意最后一步的修改可能扩展或替换第４步、

第５步、第６步的修改。

多个增加部分对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２、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３、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４和／或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１实施的修

改不会相互影响。由某一个增加部分所作的修改只对该部分的语言说明有影响，而这些说明不会受到

任何其他增加部分所作修改的影响。

６．３．５．２　功能

在修改的条款中，用来自修改条款中的功能完全替换原条款中的功能。

６．３．５．３　新的和修改的格式项

在修改的章条中，定义一个ＢＮＦ非终结符（即：该ＢＮＦ非终结符出现在记法∷＝的左边）的格式

项，或是修改其定义出现在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２ 和／或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３ 和／或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０和／或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１中的某个格式项；或是替换其定义出现在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２和／或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３和／或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０ 和／或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１中的某个格式项；或是定义一个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２ 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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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３和／或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０和／或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１中没有的某个新格式项。

在增加部分中，对于修改其定义出现在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２和／或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３和／或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０

和／或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１中的格式项的那些格式项，是通过“格式注释”来标识的，例如：

〈修改项〉∷＝！！来自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２的全部替换项

　　　　　　　　｜〈新替换项〉

相比 而 言，完 全 替 换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２ 和／或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３ 和／或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０ 和／或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１中的格式项的那些格式项，具有与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２和／或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３和／或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０和／或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１中的ＢＮＦ非终结符相同的ＢＮＦ非终结符，但并未声明其包含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２和／或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３和／或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０和／或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１中的任何替换项。

在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２和／或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３和／或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０和／或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１中没有任何

对应项的那些新格式项在增加部分是不作区别的。

新条框中的格式项不作标记。

６．３．５．４　新的和修改的段落和规则

在修改的章条中，每个段落或规则都作了标记，以表明其是对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和／或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２

和／或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３和／或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０和／或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１中段落或规则的修改，还是由该增

加部分新增的段落或规则。

段落或规则的修改是通过封装在条形框中的指示短语来标识的。

代替第５段 表示随后的正文用于替换条标题后的语句所标识的部分中对应条的第５段。

代替ＳＲ６）ｂ）ｉｉ）表示随后的正文用于替换条标题后的语句所标识的部分中对应条的句法规则

６）ｂ）ｉｉ）。

扩展ＳＲ３）表示随后的正文用于扩展或增强句法规则３）。在大多数实例中，该扩展是为了支持新

句法而新加的替换项。

没有限定的“替换”意味着被指示层次的整个段或规则都要被替换。例如，代替ＳＲ６）ｂ）意味着句

法规则６）ｂ）和由它包含的任何子规则都要被替换。如果包括引导语这个术语，则替换的范围为该段或

规则中从开始直到（但不包括）第一个列项的正文部分。例如，代替ＳＲ１）ｂ）的引导语 意味着下列规则

中只有斜体正文要被替换。

１）　句法规则１）的引导语

２）　ａ）　句法规则１）ａ）的正文

ｂ）　句法规则１）ｂ）的引导语

情况如下：

　　ｉ）　语法规则１）ｂ）ｉ）的正文

　　ｉｉ）　语法规则１）ｂ）ｉｉ）的正文

ｃ）　句法规则１）ｃ）的正文

增加部分的新段或规则作了标记，以指示插入的地方。

插在第２段之前 表示随后的正文应直接插到条标题后的语句所标识的部分中对应条的第２段

之前。

插在ＧＲ４）之前 表示随后的正文应直接插到条标题后的语句所标识的部分中对应条的一般规则

４）之前。

如果没有指定具体插入点，如 插入此段 或 插入此ＧＲ，则随后的正文应添加到条标题后的语句所

标识的部分中对应条中相应部分的末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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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条中的段落从１开始编号，列项的内容作为同一段的正文部分来看待。编号注释不作为段

统计。

在这些指示短语中，“ＳＲ”表示“句法规则”，“ＡＲ”表示“访问规则”，“ＧＲ”表示“一般规则”，“ＣＲ”表

示“符合性规则”，“Ｄｅｓｃ”表示“描述”，“Ｆｕｎｃ”表示“功能”。

新章条中的所有的段、格式项和规则也是新的，因此不作标记。

６．３．５．５　修改的附录

在修改的附录中，修改附录段的引导语被废止。

注７：这将导致只有表和列项保持不变。

所有其他的正文和／或表被融入原附录的正文和／或表中，并考虑原附录的原始段所隐含的分组和

理序。

注８：正文中引用的章条将被调整为归并后的正文中的引用章条的值。

６．３．５犪　作为子例程使用的条款

在本标准的各部分中，某些条款没有定义调用其语义的显式语法。这种条款（称为子例程条款）的

典型情况是列出了其他一个或多个条款所需要的，且被确定为由那些条款中的规则所调用的规则。在

少数情况下，这些没有显式语法的条款被确定为由其他标准和／或通过使用实现定义的机制来调用。

换句话说，这些条款中的规则就像是一种由其他条款、标准或实现定义的机制调用的说明性的子例

程。这些子例程条款典型的说明方式是要求其调用者向其传递信息。这些必须传递的信息被表示为该

子例程条款的参数，并且该信息必须由该子例程条款的调用者以变元的形式传递。

对子例程条款的每次调用都必须为被调用的子例程条款的每个参数显式提供信息。如果调用一个

子例程条款时没有为每个要求的参数提供信息，其结果是实现相关的。

６．３．６　索引排版格式

有关ＧＢ／Ｔ１２９９１的索引，遵循下述约定：

———黑体索引项指出的是该词、短语、ＢＮＦ非终结符定义所在的页；

———斜体索引项指出的是该ＢＮＦ非终结符用作格式项所在的页；

———既非黑体也非斜体的索引项指出的不是该词、短语、ＢＮＦ非终结符定义所在的页，而是其用于

除格式外的其他部分（例如，标题、功能、句法规则、访问规则、一般规则、符合性规则、表或其他

描述性文本）所在的页。

６．３．７　特征犐犇和特征名

特征包括标准定义的特征和实现定义的特征。

标准定义的特征在ＧＢ／Ｔ１２９９１的各部分中定义，实现定义的特征由ＳＱＬ实现定义（见８．４．８）。

特征通过特征ＩＤ和特征名来引用。特征ＩＤ要么由一个字母和三个数字组成，要么由一个字母、三

个数字、一个连字符和一个或两个数字组成。包含连字符和附加数字的特征ＩＤ表示“子特征”，子特征

有助于定义完整的特征，该特征以不带连字符的特征ＩＤ来表示。

字母为“Ｖ”的特征ＩＤ是为实现定义的特征所保留的。

一个特征的子特征集列出了该特征中值得注意的特殊情况，但并不要求完备。另外，一个特征的各

子特征之间不必是互斥的，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子特征可能包含另一个子特征。

只有整个特征才能用于说明符合性要求。

标准定义的特征要么是某个部分的必选特征，要么是由符合性规则定义的可选特征。标准定义的

特征的特征ＩＤ是稳定的，且保持不变。

为方便起见，ＧＢ／Ｔ１２９９１中某个部分定义的所有特征被收集到该部分的附录中。例如，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２中定义的特征能够在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２的附录Ｆ“ＳＱＬ特征分类”中找到。

通常情况下，符合性规则放在定义受特征控制的ＢＮＦ非终结符的条款中。在非终结符的使用被控

制于特定环境的情况下，符合性规则放在使用非终结符的地方。如果非终结符的使用受特征控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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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能够根据其他条款的句法规则和符合性规则的检查而推断出，符合性规则也放在使用非终结符的地

方，且通常是冗余的。符合性规则的其他冗余则能避免就避免。

６．４　数据库语言犛犙犔的对象标识符

数据库语言ＳＱＬ具有一个采用ＧＢ／Ｔ１６２６２．１中机制定义的对象标识符，它标识了一个ＳＱＬ实

现的特性。

功能

数据库语言ＳＱＬ的对象标识符标识了ＳＱＬ实现的特征，以区别于开放系统环境中的其他实体。

注９：ＳＱＬ用户可从信息模式中得到等价的信息。

格式

〈ＳＱＬ对象标识符〉∷＝〈ＳＱＬ源〉〈ＳＱＬ变种〉

〈ＳＱＬ源〉∷＝ 〈参数１〉〈参数２〉〈参数３〉

〈参数１〉∷＝ｉｓｏ｜１｜ｉｓｏ〈左圆括号〉１〈右圆括号〉

〈参数２〉∷＝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０｜ｓｔａｎｄａｒｄ〈左圆括号〉０〈右圆括号〉

〈参数３〉∷＝９０７５

〈ＳＱＬ变种〉∷＝ 〈ＳＱＬ版本〉〈ＳＱＬ符合性〉

〈ＳＱＬ版本〉∷＝ 〈版本号〉｜〈版本日期〉〈左圆括号〉〈版本号〉〈右圆括号〉

〈版本号〉　∷＝４

〈版本日期〉∷＝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３

〈ＳＱＬ符合性〉∷＝ 〈部分〉［〈包〉］［〈特征集〉］

〈部分〉∷＝ 〈部分ｎ〉

〈部分ｎ〉∷＝ 〈部分ｎ否〉｜〈部分ｎ是〉

〈部分ｎ否〉∷＝０｜ＰａｒｔｎＮｏ〈左圆括号〉０〈右圆括号〉

〈部分ｎ是〉∷＝１｜ＰａｒｔｎＹｅｓ〈左圆括号〉１〈右圆括号〉

〈包〉∷＝ 〈包ＰＫＧｉ〉　…

〈包ＰＫＧｉ〉∷＝ 〈包ＰＫＧｉ是〉｜〈包ＰＫＧｉ否〉

〈包ＰＫＧｉ是〉∷＝１｜ＰａｃｋａｇｅＰＫＧｉＹｅｓ〈左圆括号〉１〈右圆括号〉

〈包ＰＫＧｉ否〉∷＝０｜ＰａｃｋａｇｅＰＫＧｉＮｏ〈左圆括号〉０〈右圆括号〉

〈特征集〉∷＝ 〈特征ＦＥＡＴｉ〉…

〈特征ＦＥＡＴｉ〉∷＝ 〈特征ＦＥＡＴｉ是〉｜〈特征ＦＥＡＴｉ否〉

〈特征ＦＥＡＴｉ是〉∷＝１｜ＦｅａｔｕｒｅＦＥＡＴｉＹｅｓ〈左圆括号〉１〈右圆括号〉

〈特征ＦＥＡＴｉ否〉∷＝０｜ＦｅａｔｕｒｅＦＥＡＴｉＮｏ〈左圆括号〉０〈右圆括号〉

注１０：标识ＧＢ／Ｔ１２９９１标准不同版本的对象标识符的变种是通过〈ＳＱＬ版本〉的不同值来区分的。对于标准的

不同版本，〈ＳＱＬ符合性〉的结构和解释可能是不同的。〈ＳＱＬ版本〉的区分值和〈ＳＱＬ符合性〉的相关结构

和解释，在其应用的ＧＢ／Ｔ１２９９１的各版本中定义。

句法规则

１）　〈部分ｎ是〉意味着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ｎ的符合性被声明；

２）　〈部分ｎ否〉意味着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ｎ的符合性未被声明；

３）　〈包ＰＫＧｉ是〉意味着由ＰＫＧｉ标识的可选包的符合性被声明，其中ＰＫＧｉ是ＧＢ／Ｔ１２９９１的本

部分或ＧＢ／Ｔ１２９９１的某个轮廓中描述的一个可选包的包ＩＤ；

４）　〈包ＰＫＧｉ否〉意味着由ＰＫＧｉ标识的可选包的符合性未被声明；

５）　〈特征 ＦＥＡＴｉ是〉意味着由 ＦＥＡＴｉ标识的可选特征的符合性被声明，其中 ＦＥＡＴｉ是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的某部分中描述的一个可选特征的特征ＩＤ；

注１１：有关特征的定义，见６．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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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特征ＦＥＡＴｉ否〉意味着由ＦＥＡＴｉ标识的可选特征的符合性未被声明。

７　犌犅／犜１２９９１中各部分的附录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中每个部分的附录都是资料性的。每个附录的内容提供附加的信息，某些内容重申

了标准正文中某个地方所声明的内容。

７．１　实现定义的元素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中的每部分都包含这样一个附录，该附录列出了该部分说明的允许ＳＱＬ实现之间不

同但要求特定ＳＱＬ实现的实现者说明的每个ＳＱＬ元素及其处理。

７．２　实现相关的元素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中的每部分都包含这样一个附录，该附录列出了该部分提到而未作规定、因而允许

ＳＱＬ实现之间不同、但不要求特定ＳＱＬ实现的实现者说明的每个ＳＱＬ元素及其处理。

７．３　不推荐的特征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２和每个增加部分都包含这样一个附录，该附录列出了该部分说明的、但是在未来版

本中可能不再规定的每个ＳＱＬ元素及其处理。

７．４　与以前版本的不兼容性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２和每个增加部分都包含这样一个附录，该附录列出了该部分的以前版本说明过、而

当前版本不是按相同方法说明的每个ＳＱＬ元素及其处理。导致这种不兼容性的常见原因是在语言中

增加保留字，这将使得它们在符合ＧＢ／Ｔ１２９９１早期版本的ＳＱＬ语言中的使用变得无效。

８　符合性

被声明的符合性可以有多种类型。每个符合性声明均应包括最小符合性声明。另外，还可以声明

零个或多个增加部分、零个或多个可选特征及零个或多个包的符合性。

８．１　最小符合性

每个符合性声明均应包括最小符合性声明，最小符合性声明定义为满足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２和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１中说明的符合性要求。最小符合性声明应包括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２和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１的

符合性要求所要求的语句。

仅声明最小符合性声明的ＳＱＬ语言称为核心ＳＱＬ。

８．２　部分的符合性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某个部分的符合性声明隐含着支持那个部分定义的所有必选特征。

此外，每个对ＧＢ／Ｔ１２９９１某个部分的符合性声明还应满足该部分规定的符合性要求。

对ＧＢ／Ｔ１２９９１某个增加部分的符合性声明，应包括声明了符合性的ＧＢ／Ｔ１２９９１中那个部分的

符合性要求所要求的声明。

８．３　特征的符合性

除了ＧＢ／Ｔ１２９９１中每个部分（包括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２和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１）的符合性所强制要求的那

些特征外，ＧＢ／Ｔ１２９９１的任何部分都可定义一些可选特征。这些特征由特征ＩＤ来标识，且受符合性

规则控制（见６．３．７）。

一个可选特征ＦＥＡＴ由通过放宽所选择的一些符合性规则来定义。每个符合性规则的开始，都由

短语“如果没有特征ＦＥＡＴ‘特征名’，…”提示。一个应用指出该应用所要求的ＳＱＬ特征集，该应用的

ＳＱＬ语言应注意到所有符合性规则的限制，除了明显放宽的这些特征外。反过来，符合性ＳＱＬ实现应

标识ＳＱＬ实现所支持的那些ＳＱＬ特征。一个ＳＱＬ实现应能处理任何这样的应用，该应用要求的特征

是ＳＱＬ实现所支持特征的子集。

一个特征ＦＥＡＴ１可能隐含另一个特征ＦＥＡＴ２。声明支持 ＦＥＡＴ１的ＳＱＬ实现也应支持由

ＦＥＡＴ１所隐含的每个特征ＦＥＡＴ２。反过来，一个应用只需要指出它要求ＦＥＡＴ１，则假定包括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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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ＡＴ１所隐含的每个ＦＥＡＴ２。由某些特征所隐含的特征清单在名为“……的隐含特征关系”的表中列

出，该表位于ＧＢ／Ｔ１２９９１的每个部分中名为“符合性”的章中。要注意的是，有些特征隐含着多个其他

特征，有些特征则隐含着其他部分所定义的特征。ＧＢ／Ｔ１２９９１的每个可选特征的符合性声明应满足

符合性被声明的所有部分的符合性要求，就像控制该特征的符合性规则不存在一样。

句法规则和一般规则可以根据一条ＳＱＬ句法来定义另一条。这种变换用于定义变换句法的语义，

并且在检查可用符合性规则后就被有效地实施。变换可以使用一个ＳＱＬ特征的ＳＱＬ句法来定义另一

个ＳＱＬ特征。这些变换用来定义句法的行为，但与被如此定义的特征允许或禁止的特征句法无任何牵

连。一个符合性ＳＱＬ实现只需处理其声明支持的特征集的符合性规则所定义的未转换句法，虽然带有

转换所隐含的语义。

８．４　犛犙犔包的符合性

包是ＧＢ／Ｔ１２９９１的一个可选特征组。它与核心ＳＱＬ一起为某个应用领域或实现环境提供平台。

包由包ＩＤ来标识。

对ＧＢ／Ｔ１２９９１的某个包的每个符合性声明应满足所有部分和组成该包的所有可选特征的符合性

要求。

本条规定了几个这样的包，预计这些包的一些特征可能在ＧＢ／Ｔ１２９９１范围之外规定。

表３“ＳＱＬ包”包含由ＧＢ／Ｔ１２９９１定义的ＳＱＬ语言包清单。

表３“ＳＱＬ包”中的列“包ＩＤ”说明表中所包含的包的正规标识。包ＩＤ是稳定的且保持不变。

表３“ＳＱＬ包”中的列“包描述”包含与包ＩＤ值相关联的包的简要描述。

表３　犛犙犔包

包ＩＤ 包　描　述

ＰＫＧ００１ 增强日期时间设施

ＰＫＧ００２ 增强完整性管理

ＰＫＧ００４ ＰＳＭ

ＰＫＧ００６ 基本对象支持

ＰＫＧ００７ 增强对象支持

ＰＫＧ００８ 主动数据库

ＰＫＧ０１０ ＯＬＡＰ

８．４．１　增强日期时间设施

包“增强日期时间设施”由下列ＳＱＬ语言特征组成，这些特征在ＧＢ／Ｔ１２９９１各部分的ＳＱＬ特征

分类附录中说明：

———特征Ｆ０５２“时间间隔和日期时间算法”；

———特征Ｆ４１１“时区说明”；

———特征Ｆ５５５“增强秒精度”。

８．４．２　增强完整性管理

包“增强完整性管理”由下列ＳＱＬ语言特征组成，这些特征在ＧＢ／Ｔ１２９９１各部分的ＳＱＬ特征分

类附录中说明：

———特征Ｆ１９１“引用删除动作”；

———特征Ｆ５２１“断言”；

———特征Ｆ７０１“引用更新动作”；

———特征Ｆ４９１“约束管理”；

———特征Ｆ６７１“ＣＨＥＣＫ约束中的子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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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Ｔ２０１“引用约束的可比较数据类型”；

———特征Ｔ２１１“基本触发器能力”；

———特征Ｔ２１２“增强触发器能力”；

———特征Ｔ１９１“引用动作ＲＥＳＴＲＩＣＴ”。

８．４．３　犘犛犕

包“ＰＳＭ”由下列ＳＱＬ语言特征组成，这些特征在ＧＢ／Ｔ１２９９１各部分的ＳＱＬ特征分类附录中

说明：

———特征Ｔ３２２“ＳＱＬ调用函数和ＳＱＬ调用过程的重载”；

———特征Ｐ００１“存储模块”；

———特征Ｐ００２“计算完备性”；

———特征Ｐ００３“信息模式视图”。

８．４．４　基本对象支持

包“基本对象支持”由下列ＳＱＬ语言特征组成，这些特征在ＧＢ／Ｔ１２９９１各部分的ＳＱＬ特征分类

附录中说明：

———特征Ｓ０３２“基本结构类型”；

———特征Ｓ０４１“基本引用类型”；

———特征Ｓ０５１“创建类型表”；

———特征Ｓ１５１“类型谓词”；

———特征Ｔ０４１“基本ＬＯＢ数据类型支持”。

８．４．５　增强对象支持

包“增强对象支持”由包“基本对象支持”的所有特征和下列ＳＱＬ语言特征组成，这些特征在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各部分的ＳＱＬ特征分类附录中说明。

———特征Ｓ０２４“增强结构类型”；

———特征Ｓ０４３“增强引用类型”；

———特征Ｓ０７１“函数和类型名解析中的ＳＱＬ路径”；

———特征Ｓ０８１“子表”；

———特征Ｓ１１１“查询表达式中的ＯＮＬＹ”；

———特征Ｓ１６１“子类型处理”；

———特征Ｓ２１１“用户定义转换函数”；

———特征Ｓ２３１“结构类型定位器”；

———特征Ｓ２４１“转换函数”。

８．４．６　主动数据库

包“主动数据库”由下列ＳＱＬ语言特征组成，这些特征在ＧＢ／Ｔ１２９９１各部分的ＳＱＬ特征分类附

录中说明：

———特征Ｔ２１１“基本触发器能力”。

８．４．７　犗犔犃犘

包“ＯＬＡＰ”由下列ＳＱＬ语言特征组成，这些特征在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各部分的ＳＱＬ特征分类附录

中说明：

———特征Ｔ４３１“增强分组能力”；

———特征Ｔ６１１“基本ＯＬＡＰ操作符”。

８．４．８　扩展和选项

除了ＧＢ／Ｔ１２９９１规定的那些特征外，ＳＱＬ实现可以提供实现定义的特征，并将其加到保留字清

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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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１２：如果增加了保留字，可能无法正确地处理符合性ＳＱＬ语句。

ＳＱＬ标记符是否标记实现定义的特征是实现定义的。

注１３：ＳＱＬ标记符可以使用本标准没有定义的任何特征ＩＤ标记实现定义的特征，但不保证本标准将来的某个版

本不使用该特征ＩＤ作为标准定义的特征。

注１４：由ＳＱＬ标记符所标记的实现定义的特征可以标识来自多个ＳＱＬ实现的实现定义的特征。

注１５：不同ＳＱＬ标记符为实现定义的特征分配的特征ＩＤ可能不同。

注１６：ＳＱＬ实现可选择（但不要求）使实现定义的特征在信息模式的ＳＱ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视图中可见。

ＳＱＬ实现可以提供对增加的实现定义的ＳＱＬ调用例程或实现定义的ＳＱＬ调用例程变元值的

支持。

ＳＱＬ实现可以提供一些用户选项来处理非符合性ＳＱＬ语句或例程调用。ＳＱＬ实现可以提供一些

用户选项来处理ＳＱＬ语句或例程调用，以便产生不同于ＧＢ／Ｔ１２９９１中各个部分所规定的结果。

只有当用户选项显式要求时，才产生这样的结果。增加的扩充和选项可以在ＧＢ／Ｔ１２９９１的增加

部分中说明。

８．５　犛犙犔标记符

ＳＱＬ标记符是实现提供的设施，它能够标识符合性ＳＱＬ实现可能提供的ＳＱＬ语言扩展或其他

ＳＱＬ处理替换项（见８．４．８“扩展和选项”）。

ＳＱＬ标记符旨在帮助ＳＱＬ程序员在本标准的不同级别下，编写便于在不同符合性ＳＱＬ实现之间

移植和互操作的ＳＱＬ语言。

ＳＱＬ标记符旨在影响ＳＱＬ语言的静态检查，不要求探测在运用一般规则之后才能确定的那些

扩展。

就实现而言，ＳＱＬ实现只需标记没有错误的ＳＱＬ语言。

注１７：如果一个系统正在处理包含错误的ＳＱＬ语言，那么，在单条语句内要确定什么是错误什么是扩展是很困难

的。作为一种可能性，一个实现可以选择按两步来检查ＳＱＬ语言：首先通过正常的句法分析器；其次通过

ＳＱＬ标记符。第一个步骤对实现不能处理或不能识别的非标准ＳＱＬ语言产生错误消息；第二个步骤只处

理就实现而言没有任何错误的ＳＱＬ语言，它同时探测和标记能够由实现处理的所有非标准ＳＱＬ语言。任

何这样的两步处理对最终用户来说都应该是透明的。

ＳＱＬ标记符允许应用程序员来标识符合性ＳＱＬ实现提供的符合性ＳＱＬ语言，该符合性ＳＱＬ语言

在不同处理环境下的执行可能是不同的。如果ＳＱＬ语言从非符合性ＳＱＬ处理环境迁移到符合性ＳＱＬ

处理环境，还必须提供一个工具用以标识不得不修改的ＳＱＬ元素。

ＳＱＬ标记符提供一个或多个下述“标记级”选项：

———核心ＳＱＬ标记；

———部分ＳＱＬ标记；

———包ＳＱＬ标记。

提供这些选项之一的ＳＱＬ标记符应能够标识违反ＳＱＬ语言的指定子集的ＳＱＬ语言结构。“核心

ＳＱＬ标记”使用的ＳＱＬ语言子集为核心ＳＱＬ；“部分ＳＱＬ标记”使用的ＳＱＬ语言子集为核心ＳＱＬ加

上符合ＧＢ／Ｔ１２９９１的各指定部分所要求的那些特征。“包标记”使用的ＳＱＬ语言子集为核心ＳＱＬ加

上符合ＧＢ／Ｔ１２９９１的各指定包所要求的那些特征。

ＳＱＬ标记符还提供“ＳＱＬ特征标记”。“ＳＱＬ特征标记”指出，除了指定的ＳＱＬ语言子集外，还需

要哪些可选特征来保证ＳＱＬ语言的符合性。

ＳＱＬ标记符提供一个或多个下述“范围检查”选项：

———仅限句法；

———目录检查。

在仅检查句法的情况下，ＳＱＬ标记符只分析碰到的ＳＱＬ语言，它检查无须访问信息模式便能确定

的任何违反句法规则的情况，不必探测依赖于句法元素的数据类型的非法情况，即使理论上这样的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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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根据句法就能推断出来。

在目录检查的情况下，ＳＱＬ标记符假设了定义模式信息的可用性，并检查违反所有句法规则的情

况。例如，某些句法规则在数据类型上施加了一些限制，该标记符选项会标识放宽这些限制的扩展。为

安全起见，本选项应通过特定的信息模式检查定义模式。标记符不必执行或模拟任何〈模式定义语句〉

或〈模式操纵语句〉的执行。

８．６　符合性声明

符合ＧＢ／Ｔ１２９９１的声明应包括下列所有声明：

１）　最小符合性声明；

２）　零个或多个增加部分的符合性声明；

３）　零个或多个包的符合性声明；

４）　零个或多个可选特征的符合性声明。

注１８：除本章的要求外，ＧＢ／Ｔ１２９９１的每个部分均说明了该部分的符合性声明需要陈述的内容。

８．６．１　对犛犙犔应用的要求

术语“ＳＱＬ应用”这里用来表示一组编译单元的汇集，每个编译单元均采用某种标准程序设计语

言，其中包含一个或多个：

———ＳＱＬ语句；

———ＳＱＬ／ＣＬＩ例程的调用；

———外部调用过程的调用。

符合性ＳＱＬ应用不应包含句法错误，并满足下列要求：

———每个ＳＱＬ语句或ＳＱＬ／ＣＬＩ调用在句法上都符合ＧＢ／Ｔ１２９９１；

———模式内容满足ＳＱＬ应用的要求；

———ＳＱＬ数据与模式内容相符；

———不允许用户提交有句法错误的直接执行ＳＱＬ语句。

符合性ＳＱＬ应用不应使用任何附加特征，或超出所声明的符合性级别的特征。

ＳＱＬ应用的符合性声明还应说明：

———正确运行依赖于哪些实现定义的元素和动作；

———需要由用户提供什么样的模式内容。

８．６．２　对犛犙犔实现的要求

符合性ＳＱＬ实现应提供一个对象标识符（见６．４），该对象标识符陈述ＧＢ／Ｔ１２９９１中被声明了符

合性的那些部分、包和特征。

符合性ＳＱＬ实现应根据相关的一般规则、定义和描述处理符合性ＳＱＬ语言。

符合性ＳＱＬ实现应根据相关的定义和一般规则处理符合性例程调用。

ＳＱＬ应用的符合性声明还应说明：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规定为实现定义的各个元素和动作的定义。

提供附加设施或超出“核心”规定范围的设施的符合性ＳＱＬ实现应提供ＳＱＬ标记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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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犛犙犔国际标准的维护和解释

ＩＳＯ／ＩＥＣＪＴＣ１提供对ＪＴＣ１标准所进行的修改、维护和解释的正式规程。ＪＴＣ１规程“国际标准的

维护”中的第１４章，规定了建立和处理“缺陷报告”的过程。缺陷报告可能导致现行国际标准的技术性

勘误、修正、解释或其他注释的产生。

自ＩＳＯ／ＩＥＣ９０７５：１９９９出版以来，已出版了两个技术勘误。

１）　ＩＳＯ／ＩＥＣ９０７５：１９９９／Ｃｏｒ．１———该勘误表包含对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１９９９、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２：１９９９、

ＩＳＯ／ＩＥＣ９０７５３：１９９９、ＩＳＯ／ＩＥＣ９０７５４：１９９９、ＩＳＯ／ＩＥＣ９０７５５：１９９９的更正累积。

２）　ＩＳＯ／ＩＥＣ９０７５（部分１到部分５）：１９９９／Ｃｏｒ．２：２００３（Ｅ）、ＩＳＯ／ＩＥＣ９０７５９：２００１／Ｃｏｒ．１：２００３

（Ｅ）、ＩＳＯ／ＩＥＣ９０７５１０：２０００／Ｃｏｒ．１：２００３（Ｅ）、ＩＳＯ／ＩＥＣ９０７５１：１９９９／Ａｍｄ．１：２００１／Ｃｏｒ．１：

２００３（Ｅ）、ＩＳＯ／ＩＥＣ９０７５２：１９９９／Ａｍｄ．１：２００１／Ｃｏｒ．１：２００３（Ｅ）和ＩＳＯ／ＩＥＣ９０７５５：１９９９／

Ａｍｄ．１：２００１／Ｃｏｒ．１：２００３（Ｅ）———该勘误表包含对ＩＳＯ／ＩＥＣ９０７５１：１９９９、ＩＳＯ／ＩＥＣ９０７５２：

１９９９、ＩＳＯ／ＩＥＣ９０７５３：１９９９、ＩＳＯ／ＩＥＣ９０７５４：１９９９、ＩＳＯ／ＩＥＣ９０７５５：１９９９、ＩＳＯ／ＩＥＣ９０７５９：

２００１、ＩＳＯ／ＩＥＣ９０７５１０：２０００、ＩＳＯ／ＩＥＣ９０７５１：１９９９／Ａｍｄ．１：２００１、ＩＳＯ／ＩＥＣ９０７５２：１９９９／

Ａｍｄ．１：２００１和ＩＳＯ／ＩＥＣ９０７５５：１９９９／Ａｍｄ．１：２００１的更正累积。它完全包含并替换了

ＩＳＯ／ＩＥＣ９０７５的所有以前的技术勘误。

这些技术勘误表中所包含的ＳＱＬ语言更正都包括在ＩＳＯ／ＩＥＣ９０７５：２００３中。

关于ＩＳＯ／ＩＥＣ９０７５中潜在的新问题或新的缺陷报告，可以用下面的地址联系：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ＩＳＯ／ＩＥＣＪＴＣ１／ＳＣ３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１１Ｗｅｓｔ４２ｎｄＳｔｒｅｅｔ

　　ＮｅｗＹｏｒｋ，ＮＴ１００３６

　　Ｕ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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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实现定义的元素

本附录引用ＧＢ／Ｔ１２９９１的本部分标识为ＳＱＬ实现定义的那些特征。

术语“实现定义的”用来标识实现之间可能不同、但每个特定实现均应定义的特征。

１）　４．２．２“ＳＱＬ代理”

在ＳＱＬ直接调用（见５．３．３．３）中，引起ＳＱＬ语句执行的ＳＱＬ代理是实现定义的。

２）　４．２．４“ＳＱＬ客户模块”

ａ）　创建或撤销ＳＱＬ客户模块的机制是实现定义的。

ｂ）　如果一个ＳＱＬ客户模块有一个名字，其允许的名字是实现定义的。

３）　４．２．８．１“目录”

ａ）　创建或撤销目录的机制是实现定义的。

ｂ）　在当前ＳＱＬ会话中，通过〈准备语句〉和〈立即执行语句〉动态准备的〈可准备语句〉执行的

默认目录名是实现定义的。

４）　４．２．８．２“ＳＱＬ模式”

ＳＱＬ模式既可以通过执行ＳＱＬ模式语句来创建和撤销，也可以通过实现定义的机制来创建

和撤销。

５）　４．４．３．１“数值类型”

如果算术运算的结果不能用结果类型精确表示，则结果是四舍五入还是截断是实现定义的。

６）　４．４．３．２“字符串类型”

ａ）　字符串类型的最大长度是实现定义的；

ｂ）　字符大对象类型的最大可变长度是实现定义的；

ｃ）　二进制大对象类型的最大可变长度是实现定义的。

７）　４．６．２．２“理序”

所支持的理序若不是由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定义的理序派生的，则是实现定义的。

８）　４．８．１“宿主语言”

ａ）　当使用ＳＱＬ客户模块绑定方式时，说明ＳＱＬ客户模块的机制是实现定义的。

ｂ）　无论选择什么方式，ＳＱＬ语句按实现定义的字符集编写，该字符集称为源语言字符集。

９）　４．１０．１“一般例程信息”

外部例程对编译单元的引用和该编译单元之间的绑定时间和方法是实现定义的。

１０）　４．１１．１“ＳＱＬ语句分类”

ＳＱＬ实现提供的附加ＳＱＬ语句是ＳＱＬ实现定义的。

１１）　５．３．３．３“ＳＱＬ直接调用”

在ＳＱＬ直接调用过程中，调用ＳＱＬ语句、产生状态、访问诊断信息以及报告结果的方法都是

实现定义的。

１２）　６．３．３．３“规则求值顺序”

如果ＳＱＬ调用函数是确定的，且不会修改ＳＱＬ数据，则该函数的调用是非本质的；否则，它

是本质的还是非本质的是实现定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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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资料性附录）

实现相关的元素

本附录引用ＧＢ／Ｔ１２９９１的本部分明确声明符合性实现的动作是实现相关的。

术语“实现相关的”用来标识实现之间可能不同、但无需特定实现说明的特征。

１）　４．６．１“一般ＳＱＬ模式对象信息”

一个ＳＱＬ调用例程的专用名，如果没有明确指定，则是实现相关的。

２）　４．６．２．１“字符集”

对于完全包含在某个ＳＱＬ实现中的那些字符，其编码和形成字符串的方法是实现相关的。

３）　４．７．２“确定性和约束”

若一个例程被声明为确定的，而实际上它不是确定的，则其调用效果是实现相关的。

４）　４．８．１“宿主语言”

对于绑定方式的嵌入式ＳＱＬ，根据ＳＱＬ语句生成外部调用过程、将那些外部调用过程集成到

ＳＱＬ客户模块、将ＳＱＬ语句替换为由它生成的外部调用过程的调用，这些机制都是实现相

关的。

５）　６．３．２“信息模式和定义模式的说明”

信息模式视图所基于的实际对象是实现相关的。

６）　６．３．３．２“表示规则要求的术语”

对不符合ＧＢ／Ｔ１２９９１的格式和句法规则的语言的处理是实现相关的。

７）　６．３．３．７“异常”

ａ）　除非ＧＢ／Ｔ１２９９１有明确定义，否则以异常状态终止的ＳＱＬ语句对任何赋值目标和ＳＱＬ

描述符区的影响是实现相关的。

ｂ）　如果因一个语句执行出现多个状态，则有关多个状态的诊断信息是否有效是实现相

关的。

８）　６．３．３．３“规则求值顺序”

ａ）　当优先级不是通过格式或括号确定时，表达式实际上是否从左到右求值是实现相关的。

ｂ）　如果一个表达式或搜索条件的非本质部分的求值可能会产生一个异常状态，则是否产生

该状态是实现相关的。

ｃ）　包含中间结果的场所的声明类型是实现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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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犖犃

（资料性附录）

犌犅／犜１２９９１标准发展历程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１９９１年８月１９日我国发布了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９９１《信息处理

系统　数据库语言ＳＱＬ》，该标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ＩＳＯ／ＩＥＣ９０７５—１９８９《信息处理系统　数据库语言

具有完整性增强特征的ＳＱＬ》。这是ＧＢ／Ｔ１２９９１发展的第一阶段。

从１９８７年至今，数据库语言ＳＱＬ国际标准经历了多次修订，其版本有１９８７年版、１９８９年版、１９９２

年版、１９９９年版和２００３年版，从１９９９年版开始将一个标准分成９个部分进行规定。

２００６年按照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的国家标准修订计划，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实施了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９９１版的修订工作。ＧＢ／Ｔ１２９９１新版标准等同采用ＩＳＯ／ＩＥＣ９０７５新版系列标准，也

将分为９个部分，共同替代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９９１。ＧＢ／Ｔ１２９９１新版标准与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９９１相比无

论在内容、技术还是在结构上和上一版本相比都作了非常大的调整。这是ＧＢ／Ｔ１２９９１发展的第二个

阶段。

两个版本的具体差异如下：

———标准的名称发生改变，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９９１的名称是《信息处理系统　数据库语言ＳＱＬ》，而新

版名称改为《信息技术　数据库语言ＳＱＬ》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９９１是一个独立标准，内容涉及概念、公用元素、模式定义语言、模块语言、数

据操纵语言和级６个方面内容。而ＧＢ／Ｔ１２９９１新版是一个拥有２０００多页内容的系列标准，

共分为９部分。

———ＧＢ／Ｔ１２９９１—１９９１标准中的一些术语在新版中都被删除掉了，如：集、数据库、参数、ＳＱＬ

ＣＯＤＥ参数等。有些术语虽然仍存在，但解释也不一样了，例如：数据类型、列、行、指示符参数

等等。

———ＧＢ１２９９１新版标准中增加了很多内容，例如第３部分调用层接口、第４部分持久存储模块、第

９部分外部数据管理、第１０部分对象语言绑定、第１１部分信息和定义模式、第１３部分Ｊａｖａ历

程和类型、第１４部分ＸＭＬ相关的规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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