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2   基本选择查询设计

选择查询是最常见的查询类型，它从一个
或多个的表中检索数据，并且允许在可以
更新记录（带有一些限制条件）的数据表
中进行各种操作数据。也可以使用选择查
询来对记录进行分组，并且对记录作总计、
计数、平均以及其他类型总和的计算。选
择查询的优点在于能将多个表或查询中的
数据集合在一起，或对多个表或查询中的
数据执行操作。 



4.2   基本选择查询设计

4.2.1   选择查询设计视图

4.2.2   基表联接的意义

4.2.3   排序行和显示行的作用

4.2.4   条件行的作用及其设计方法

4.2.5   “零售商店管理信息系统”中
的选择查询设计



  选择查询的设计视图如图4-4所示，被分为上下
两个部分。上部为数据源显示区；下部为参数设
置区，由五个参数行组成，分别是字段行、表行、
排序行、显示行和准则行。查询对象基于数据源
而生成，且数据源往往不仅仅只有一个，这些数
据源既可以是数据表对象，也可以是查询对象。
设计具有多个数据源的查询对象，需在“显示表
”对话框（如图4-3所示）中逐一将各个数据源
添加至查询设计视图的数据源列表区内。若在关
闭“显示表”对话框后，还需添加数据源，可在
数据源列表区内右击鼠标，在随之弹出的快捷菜
单上单击【显示表】，或在查询设计视图菜单栏
上单击【视图】|【显示表】，均可再现“显示
表”对话框，参见图4-3。  

4.2.1   选择查询设计视图 



  在查询设计视图中，选择确定多个数

据源（表或查询）后，必须保证各
个数据源数据间存在必要的联接关
系。表与表间的联结如果已在数据
库视图中通过建立表间关系形成，
则这些关系将被继承在查询设计视
图中。如果上述关系不存在，则必
须在查询设计视图中指定，如此指
定的关系仅在本查询中有效。 



    在查询设计视图中指定表间关系的操作为，
从作为数据源的表或查询字段列表中将一个
字段拖到另一个作为数据源的表或查询字段
列表中的相等字段（即具有相同或兼容的数
据类型且包含相似数据的字段）上，即完成
了两个数据源之间的联接。所谓将一个字段
拖到另一个字段上，是指用鼠标指向一个字
段，然后按住鼠标左键拖曳至另一个字段上，
然后放开鼠标左键。使用这种方式进行联接，
只有当联接字段的值相等时，Access才会从
两个表或查询中选取记录。图4-8所示为销
售数据记录查询中含有“进货单价”以及销
售利润数据的设计参数。 



图4-7   查询数据源设定与字段

显示格式设定



  在图4-8中可以看到，由于这个查询的数据分别

取自“库存数据记录”表和“销售数据记录”
表，因此必须指定这两个数据源，这两个数据
源称为本查询的基表。基表之间必须建立联接，
且其联接字段必须具有相同类型。如果已经在
数据库设计视图指定了两个基表的联接，则在
查询设计视图中会得到继承。如果未在数据库
设计视图指定两个基表的联接，则在查询设计
视图中指定的联接仅在本查询中有效。 

4.2.2   基表联接的意义 



    Access支持的联接类型有三种：只包含来自两

个表的联接字段相等处的行；包括所有“主表
”的记录和那些联接字段相等的“从表”的记
录；包括所有“从表”的记录和那些联接字段
相等的“主表”的记录。关于表对象联接概念
中的“主表”和“从表”的含义，请参阅第三
章中的相关内容。

  在上述三种联接类型中，第一种联接类型是默
认类型。上述实例采用第一种联接类型，即只
显示在“库存数据记录”和“销售数据记录”
中均存在的记录，如图4-9所示。 



图4-8   “销售数据明细查询”的
查询视图



4.2.3   排序行和显示行的作用

1．排序的作用与设计方法 

2．显示行的作用与设计方
法 



  如同在第三章中所述，排序可以
令某一列数据有顺序的排列，便
于查看。在设计查询对象时，若
需要哪一列数据有顺序的排列，
可单击位于该列排序行上的下拉
式列表框，从中选择所需的排序
种类，如图4-6所示。 

1．排序的作用与设计方法 



 在查询设计视图中，显示行内是一个复
选框。如果希望某一字段的数据在查
询运行时得到显示，则在该复选框中
单击，使其显示有“√”符号，这也
是Access的默认参数；如果希望某一
字段的数据在查询运行时不显示，但
又需要它参与运算，则在该复选框中
单击，使其中的“√”符号消失。对
于既不需要显示，也不需要参与运算
的字段，根本就不要将其选入查询中
。 

2．显示行的作用与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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