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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庫系統 (database system) 即為數位化資料的儲存系統，
使用者與管理者可透過它提供的各種應用程式來存取或管理
這些資料。

◦ 一個資料庫系統可視為由資料庫 (DataBase, DB) 以及資料
庫管理系統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DBMS) 兩部分
所組成。

 資料庫就是將一群相關的資料集合起來並儲存的地方。

 資料庫管理系統就是管理資料庫的軟體，也就是資料庫
管理者以及使用者與資料庫間的溝通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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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與日俱增，資料的管理就會面臨下列幾個問題：

資料重複儲存與不一致的問題

在非資料庫系統中，每個應用程式有其各自的檔案，因此資
料可能會被重複儲存。

資料同時存取時所發生的錯誤問題

當多個應用程式或多個使用者同時修改資料與存取資料時，
如果沒將資料管控好，則會發生錯誤。

資料使用權限控管的問題

在非資料庫系統中，資料的安全是由個別的應用程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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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難以存取的問題

隨著時間的演進與資訊科技的進步，資料儲存的方式以及慣
用程式語言的變化，使得在多年前開發的應用程式沒法存取
新的檔案格式資料，而利用新的程式語言開發的程式又無法
存取舊的檔案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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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料庫系統中，資料是有規劃且結構性的儲存在一起，
資料的維護、新增與刪除都是由資料庫管理系統負責控
制，因此可減少資料重複儲存，避免不一致性
能透過適當的存取角色定義，確保資料存取的安全性。



 資料庫技術開始於 20 世紀 60 年代末期，其主要目的是有效
地管理和存取大量的資料。

 為了能有組織有效率的將我們需求的資料儲存於資料庫系統
中，我們需要一種能將資料適當表示的方式，稱之為資料模
型 (data model)。

◦ 將現實世界的資料特徵抽象化，用於描述一組資料的概念
和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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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階層式資料模型(hierarchical data model)

◦ 主要是將一筆一筆的紀錄(record)以樹狀結構的方式組織起
來，由於樹狀結構的特性，這樣的方式非常適用於一對多
的資料組成關係

◦ 由於樹狀結構並不能描述紀錄與紀錄之間的網路連結關係，
所以網路式資料模式也被提出討論

 網路式資料模型(network data model)

 關聯式資料模型(relational data model)

 物件導向式資料庫(object-oriented database)

 物件關聯式資料庫(object-relational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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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模型(data model):將現實世界的資料特徵抽象化，
用於描述一組資料的概念和定義。

資料模型是資料庫中資料的存儲方式，也是資料庫技術
的核心與基礎，因此，對資料庫系統發展階段的劃分通
常會以資料模型發展演變作為主要依據。



 關聯式資料庫即是藉由分析欲儲存的實體 (entity) 彼此間的
關係 (relation)，進而建構儲存資料模型的方式。

◦ 常常會利用實體關聯圖 (Entity Relation Diagram, ER  

Diagram) 的方式作為輔助設計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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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體

 屬性

 主鍵

 關係

◦ 一對一

◦ 一對多

◦ 多對多

 關聯式資料庫中，儲存資料的結構稱之為關聯(relation)

 外來鍵

 資料表綱要 (relation schema)



 一個選課系統中應該有開授的課程，修課的學生以及開課的
老師，因此裡面應該包含了「課程」、「學生」以及「老師」
這三個角色

◦ 在實體關聯圖的設計中，這些角色稱之為實體

◦ 同一類型且具有相同特性的物件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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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實體，我們將感興趣的特性一一列下

◦ 對於學生而言，學號、姓名、性別與系別等是該物件感興
趣的特性，而我們會稱這些特性為學生實體的屬性
(attribute)。

 實體的主鍵 (primary key)

◦ 由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屬性所組成，其值組具有唯一性，亦
即主鍵的值是不能重複的。

◦ 例如學號可以當成學生的主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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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構完實體之後，接著就要考慮實體間的關係了

◦ 學生與課程之間有修習的關係，而且一個學生可以修習多
門課程，而一個課程也可以有多名學生修習

 多對多 (many to many) 的關係

◦ 老師與課程有開設的關係，假設一個老師可以開設多門課
程，但一門課程只能由一個老師開設

 老師與課程間的關係即為一對多 (one to  many) 的關係。

 關係的屬性

◦ 學生修習課程後會有學習成績，學習成績是因為修課關係
的成立而擁有的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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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關聯式資料庫中，儲存這些資料的結構稱之為關聯
(relation)，你可以將關聯想成是表格，而表格的欄位就是屬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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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上述的五個表格，就可以回答各式各樣的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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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修習計算機概論學生的姓名與系別



 資料庫內用的表格越多，在查詢處理時，要參考的表格也會
變多!

 表格能夠合併是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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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號 姓名 性別 系別 課程代號 成績

S1 王曉明 男 資工 C1 A

S1 王曉明 男 資工 C2 B

S2 林小花 女 資工 C1 A+

S2 林小花 女 資工 C3 C-

… … … … … …



 如何在不影響資料表示能力的情形下，減少表格的個數?

◦ 老師與課程的關係是一對多的關係

 其中的課程代號不會重複出現的

 只要將課程表格多加一個老師代號的欄位，即可表示該
門課是由哪位老師開課，可以省去開設的表格！

◦ 一對多或一對一 (one to one) 的情況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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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體

 屬性

 主鍵

 關係

◦ 一對一

◦ 一對多

◦ 多對多

 外來鍵

 資料表綱要 (relation 

schema)



 通常為了簡化描述的方式，我們會以關聯表綱要 (relation 

schema) 的方式表示在資料庫中有哪些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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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的關聯式資料庫使用的查詢語言稱為結構化查詢語言
(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 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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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一

 在選課資料庫中，我想要找出所有資工系學生的姓名與性別，
查詢語言要怎麼寫呢？

◦ 要展示的屬性是學生的姓名與性別

◦ 查詢條件是跟系別有關

◦ 查詢條件「系別 = 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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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堂練習

 請寫出一 SQL，可以在選課資料庫中找出在教室 R101 上課
的課程名稱與上課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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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二

 我想要找出趙依老師開設的課程名稱，SQL 該怎麼寫呢？

◦ 用到老師的姓名，以及課程名稱兩個欄位，而這些欄位分
別屬於老師表格與課程表格。

◦ 查詢需求是趙依老師開設的課程名稱，因此查詢條件除了
老師姓名要等於趙依之外，我們還須要加上「老師.老師代
號 = 課程.老師代號」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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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代
號

姓名 性別 課程代號 課名 時間 教室 老師代號

T1 趙依 女 C1 計算機概論 M2~M4 R101 T1

T1 趙依 女 C2 資料庫系統 T6~T8 R321 T1

T1 趙依 女 C3 微積分 F5~F8 R101 T1

T1 趙依 女 C4 個體經濟 F5~F8 R202 T2

T2 錢二 男 C1 計算機概論 M2~M4 R101 T1

T2 錢二 男 C2 資料庫系統 T6~T8 R321 T1

T2 錢二 男 C3 微積分 F5~F8 R101 T1

T2 錢二 男 C4 個體經濟 F5~F8 R202 T2

…



隨堂練習

 請寫出一 SQL，可以在選課資料庫中找出在教室 R101 上課
的課程名稱與授課老師姓名。

30



範例三

 我想要找出資工系學生的姓名以及其修習的課程名稱，請問
SQL 該怎麼寫呢？

 我們會用到學生的系別、姓名以及課程名稱等欄位

◦ 這些欄位分別屬於學生表格與課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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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堂練習

 請寫出一 SQL，可以在選課資料庫中找出趙依老師開授的課
程名稱以及修課的學生姓名。

 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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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聯式資料庫

◦ 資料讀寫時能嚴格的維持資料的一致性

◦ 這個特性使得關聯式資料庫在對一致性有絕對要求的系統
中獲得了極大的應用

 典型的銀行系統

 隨著web2.0的蓬勃發展，帶動了分散式資料庫的需求

 SNS的應用需求是高速的同時讀寫能力，但對資料的即時一
致性要求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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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SQL是對不同於關聯式資料庫管理系統的統稱

◦ 資料的儲存不需要固定的關聯表綱要(relation schema)

 NoSQL資料庫無法支援標準的SQL語法來查找資料

 大多是透過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應用
程式介面)來存取資料

 缺點

 增加了程式設計者的負擔

 優點

 有極佳的擴展性

 為了增加同時讀寫的效能，與傳統資料庫採取的資料即時一
致性(強一致性)不同，NoSQL資料庫採取資料最終一致性
(Eventually Consistency)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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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SQL資料庫 說明
MongoDB 初始版本於2009年推出，mongoDB

的字源是humongous，顧名思義，其

目的就是為了儲存與管理巨量的資料而
存在，屬於文件導向資料庫，與傳統的
資料庫系統類似，支援動態查詢，是目
前很多人使用的NoSQL資料庫系統。

Apache Cassandra 初始版本於2008年推出，一般簡稱為
C*，Cassandra 的名稱來源於希臘神
話，最初由Facebook開發，由於具有
良好的可延伸性，被Apple、eBay與
Netflix等知名網站所採用。

CouchDB 初 始 版 本 於 2005 年 推 出 ， 與
mongoDB類似，屬於文件導向資料庫，
其 名 稱 Couch 是 “ Cluster Of
Unreliable Commodity Hardware”

的縮寫，其易用性佳，也非常適合儲存
文件檔案，由於它提供資料可靠性的機
制，當應用中存在不可靠的資料節點(
可能常常不上線)時，CouchDB是一個
很好的選擇。

Firebase Firebase於2011年成立，主要是提供

行動應用的開發平台，協助開發者能快
速開發行動應用程式；在2014年被
Google收購後，新的版本中整併了
Google既有的雲端工具，並提供多個

免費工具，如數據分析工具與雲端訊息
推播等，是對行動應用開發者很友善的
後端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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