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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超媒体系统的应用领域变得越来越广搓，但是这些超煤体系统在设计和实现的过程 

中往往出现丁术语不统一和系统描述方法大 相径雇的问题 ，因此 Dexter摸型的诞生为未来趋媒体 

系统的设计起着参考和指导作用。本文首先对国内容易引起混淆且使用混乱的三个概念——趋文 

本 多媒体和超煤体——予以明确的定义，然后详细介绍 Dexter模型的三层结掏，最后总结了 

De xter摸型的成功与不足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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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De xter~ o 

1988年 1O月 John Leggett和 Jan Walker在美 

国新罕布什尔州的 Dexter饭店主持习开丁一个关 

于超 媒体设计的研讨会 ，与台者都是一些 至少 曾参 

加过设计超媒体系统的专家学者．研讨会时主要 目 

的是讨论如何统一超媒体系统的基本术语和语义描 

述。在这扶研讨舍上专门成立了一个 Dexter研究小 

组井提出了一十具体化了的超媒体数据和过程模 

型，这个漠型可以作为设计 一个 新的超媒体系统 的 

参考 标准。De xter研究 小组的两个成员 Frznk Ha- 

la~,z和 M~tyer Schwartz将这一参考标准模型进一步 

形式化并在 ~-990年 t月召开的 NIST超媒体标准研 

讨会上宣读，将这十模型称之为 Dexter超媒体参考 

模型 ，i岢秫 De xter模型Ⅱ]。 

De xter摸型将 目前现有 的超媒体系统抽象到一 

个较高的层次．对未来超 媒体系统的设计起指导作 

用．Dexter模型还统一了传统超媒体亲统中使用不 

规范和容易引起混淆的术语，比如对传统超媒体系 

统中经常用到但常有争议的 节点”一词 在 I~xter 

模型中抽象成 元索 这一术语． 

一

、超文本、多蝶体和超媒体 

超文本、多媒体和超媒体这三个慨念从表面上 

来看都{步及文本．圈形、声音、动画等多种媒体信息． 

在使用的过程中常常混淆．实际上超文本、多媒体和 

超媒 体在本质上有着根本的 区别 ，图 1给出了对三 

个慨念比较直现的描述 。 

如图 1(a)所示，超文本是一种 由元索构成且元 

索与元累之间以一定的链接关系而组成的阿络模 

型。超文本中的元索可以是文本、图形、声音、或者动 

画等之中的任何一种，但决不是多种媒体的组合．超 

、 文本可以看作是用于多种媒体信息检索定位的一种 

控常l结拇，它为在多种媒体信息间接内窖幢常定位 

提供了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每一个元 素的内部结 

构、元 索与元索间的鲢接关系视不 同的实现方豢而 

不同。当用 户指定要访问某个元 索(从一定 程度上 

讲，访问某个元案也就是以用户瞎世合适l舶l方式显 

示给用户j，超文本系统就在它预先定义的结 掏中通 

图 1 超文本、多媒体和超蝶体的区别 

-)本文受到国防科工委跨行业两研基盘资助．石敏英 敦授。 赵 吐 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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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正确的链接关系找到 【如果确实存在的话)用户指 

定的元 索． 

图 1(b)给出了多媒体的含义 ．多媒体为用户有 

效地表示信息提供 了一种以多种媒体类 型组成的机 

制．多媒体主要用于显示界面．也就是说在一个多媒 

体系统中显示给用 户钓 信 息不仅仅是文本格式 ，还 

加入了图形．声音、动画等多种牒体表示形式．例如 

在图 1(b)中媒体 1和 2可以是 图形，媒体 3可 以是 

动画，媒体 4和 5可以是声音，而媒体 6，7，8则可以 

是文本 。 

图1【c)给出了超媒体的定义．超媒体是对超文 

本与多堞体结台的一十高层描述 。从总体结椅来看 ， 

它类 似于超文本结构．也是 由元索与链组成的，但是 

每一个元索的内部结构不再局限于文本 、图形、声音 

或者动画之中的任何一种 ．而是 多种牒体的组台．因 

此从单个元紊来看是一种多堞体类型．超媒体系统 

的检索 定位方法主要分 为两层：第一层是元索与元 

索闻的检索定 位．这类检索 定位方法基本上与超文 

本系统的幢索定位方法相同i第二层是元索内部的 

幢索 定位方法．这类检索定 位方法是在元索同检索 

定位的基础上．参照多媒体 系统韵检索定位方法而 

确定的。 

=、Dexter超媒体参考模型 

如 图 2所 示，Dexter超 媒 体 模 型 可 丹 为 三 

层t ‘J，运行时间层 (run—dme layer)，存 储层(storage 

layer)和元 索内部 层 (whhin-eomponent layer)和两 

个接 12l，定位机制 (anchoring)和播放规范 (presenta— 

tion specification)。 

运行时问层 

蟹最埋藏 

存惜屡 

定位机．I 

元 冉鲁屡 

围 2 Dexter摸型的层次 

2、1 存储层 

Dexter模型的关键是存储层，因为存储层描述 

了超堞体系缱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元 索同的 同 

状关 系。实际上存锗层定义 了由元索组成的数据慎 

型。这里的元索是对超媒体 系缱中基本组成单元的 

抽象描述 。在 备个不同的系统 中仍采用不同的名称， 

例如在 NoteCards和 HyperCard系统中称元 索为卡 

(card)_IJ，在 KMS系统中称元索为嘶(frame)口]．在 

Intermedia系统中称元索为文 件(document)．在元 

索中信息可由文本、图形、声音 ．动画复台组成．因此 

可以青作是一十多牒体系统。对存fi若层的描述着重 

于定义元索间 的连接关系，而不涉及元索的 内部结 

构．重点讨论元索内部结构是元索内部层的任务．因 

此从存睹层来看 ，一十仅包含文本的元索和一十包 

古文本、图形 、声音 、动画等 多种堞体的元索是没有 

区别的 ，存睹层把它 们都当作是同一种类型 ． 

在存储层的描述 中，超媒体是 由一个有限十元 

索组成的集台和两个 函数组成的。 

Hypermedia= (E1，E2一⋯ ，E ，F1tF。) 

其中E ． ．⋯ ，EI表示有限十元索，F 和 F 是两个 

用 于 检 索 定 位 的 函 数，一 个 称 为 分 解 函 数 

(reso~ver)．另一十称为访同函数(accessor)。 

在存储层中最基本的单元是元索．一十元索可 

以是原子单元．链 ．或者是由原子单元和链组成的复 

舍单元，更为复杂的是 由复合单元和链 组成 的复合 

单元 ．原子单元是存储屡中最简单的单元，原子单元 

的内部结掏在元索内部层讨论． 

链 是用于表示 元索与元 索之间关 系的一种实 

体。一般情况下链是由两个或多十元索。节点 组成 

的点序列。在超媒体系统中，链是用于浏览整个超媒 

体问状结构的重要组 成成份．在 De xter模型中，链 

的彤式是多种多样的。最常见的链是 由两个节点组 

成的，一十称之为源节点，一个称之为终节点．由于 

链是一种元索 ，因此一十链 可以作为另外其它 链的 

节 点 ．De xter模 型还 支 持 多 头链 (multiheaded 

link)．多j 链主要用于从一十元索同时检索到多十 

元索的情况．此外 De xter模型还支持少于两个节点 

的链 ，这种链称为悬挂链(dangling link)．由于 Dex- 

ter模型支持悬挂链．因此在一十超堞体系统中不再 

需要定义起始链和终结链。 

在 Dexter模型中，每个元索都有一十唯一标识 

符 ，称为 U1D。从整个超堞体系统全局来雷 ，每个元 

紊的 ulD都是不同的．访同函敖的功能就是当用户 

指 定某个元素的 UID时能够在超堞体系统 中成功 

地定位找到该元索。由于 De xter模型中元素的检索 

定位完全依赣于链．因此有的时候仅指定某个元索 

的U1D井不能马上直接找到谈元索．这个时候就需 

要一种分解函敷起作用。分解 函数的功能是当用户 

指定某个元索的 U1D而不 能直接找到该元 索时 ，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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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 目标 元索 的 UID分 解 成 由一十或 多十 中介 

UID组成的集合 ，这佯访问函数就可根据 中介 UID 

集合中的成员找到 目标 UID指定的元索。 

在存储层中还 定义了一十操 作集 ．它是 由函数 

组成的 ．这些函数 的功能主要是实时地对超媒体系 

统进行访问和修改。操作集中的操作包括在超媒体 

系统 中增加一十元索，捌徐一十元索．修改一十元素 

的内容及其 附加信息等。关于存储层的全部函数列 

出如下 ： 

CreateComponent：创建一十新的元索井把它加到超 

媒体系统 中。 

Create~tomicComponent：创建一十仅 由原子单元组 

成的元索。 

CreateLinkComponent j剖建一十链。 

C 创建一十复合元索。 

DeleteComponent；删除一十元索 ． 

ModibComponent：修改一十元索 。 

GetComponentj当给定元索 UID时，返回该 UID所 

对应的元索。 

AttrihoteValue：当给定元索 UID和属性时 ，返 回该 

元索的属性值． 

SetAttributeValue；当给 定元索 UID、属性和属性值 

时．将元索的属性设置成给 定的 

属性值． 

AllAttrlhute：返回所有元索的属性集合． 

LinkToAnchor，当给定一十元索 UID和该元索 内的 

一 十钳号 时，返回所有 指向该钳 的 

健 ． 

LinksTo：给 定一十元索 UID．返回指向该元索的所 

有链或由健组成的路径 ． 

2．2 元素内部层 

元索 内部层定义了各个元索内部不同的内容和 

结樽。元索 内部层并不是 Dexter模型所讨论 的棱心 

部分 ，而是必不可步的组成部分。在一十元蘩中其内 

容 和 结 掏是 投 有 限 制 的，从 内容 上 来 说 可 以是 

文本、图形，声音 动面等任何一种可用的数据模型} 

从结 构上来说 ．元 幕可 由简单结构和复杂结掏组成。 

简单结构就是每个元索的内部位 由同一种数据堞体 

组成．而复杂结构的元索内部叉由各个子元索组成、 

而子元索的结构又与元索相同。这种嵌套结构的元 

索定义为描述复杂的混合粪型的元索提供了灵活性 

和 多样性 。在 Dexter{萁型中，元 jl}内部 层是 开放 

的 ，也就是说Dexter模型对元索内部 层的实现不作 

硬性规定 ，可 由应用程序根据 实际情况 怍出灵活处 

理 ． 

2．3 运行时间层 

在存储层和元索内部层定义的数据及其时序与 

链结关系对用户来说是不可见 的。运 行时间层则为 

用户提供 了一种可视可听的工 具 ．它可直接访问和 

操怍在存储层和元索内部层定义的网状数据模型。 

在运行时同层 中最基本的概念是例示元索(in- 

stantiation of a component)．例示的过程实际上是将 

元索播放给 旰户。在实现的过程中．首先将元索的 内 

容 拷贝到缓冲 区内、用户可编辑或 渊览缓冲 区内的 

内容。当缓冲区内的内容艘改变后 ．运行时间层会定 

时将缓冲区内的内容备份到存储层。 

2．4 定位机制 

由于在 Dexter模型中．描述元索同链接关系的 

存储层和描述元索内部结构的元索内部层是各 自独 

立的部分 ，在幢索定位的过程中就需要一十接 口来 

维 护从存储 层到元索 内部层或从元索内部 层到存 

储 层的检索 定位过程 ．在 Dexter模型中．介于存储 

层和元索内部层之间的接 口称为定位机制 。· 

定位机制的基本组成成分是锚(anchor)．钳 由 

两部分组成_钳号(anchor id)和钳值(anchor value)． 

钳号是每个钳 的标识符t钳值用来指定元索内部 的 

位置和子姑掏．从存储层来詈锚 值是没有意义的，只 

有元素内部层的应用程序才能解释钳值 。 

钳号不同于元索的 UID．元索的 UID从整个超 

媒体系统全局来看 都是不同的 ，丽锚号 只是 在各个 

元索内部编号不同．因此从整个超媒体系统全局来 

指定一十锚则必须使用(uID，锚号)对 ． 

在 Dexter模型中，钳号是一十枢对固定的值． 

而锚值则是一十经常变化 的值．由于超媒体系统的 

元索内部结构在运行过程中可能会改变，因此元 索 

内部层的应用程序必须实时调整锚值的变化 ．保持 

它原有的指向。 

话与链的不同之 处在于健仅 指 向元索，而话 则 

可指 向元幕内部的具体内容。 

2．5 播放规范 

在 Dexter模型中介于运行时i町层和存诸层之 

间有一十重要的接 口，称为播放规范 。播艘规范规定 

了同一数据星现给用户的不同播故性质 。比如在一 

十戟学系统中 ，播放给 教师昔的习题可以带有答案， 

而播敢给学生 舌的 同一习题则没有答案；叉比如说 

给一般用户播放的动面是不允许编辑 的、而给 系统 

程序设计者播放的动面则允许系统罹序设计员对其 

(下 转 第 l6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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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框架，采用晟基本的原子算子和最筒单前 语 

法集 t达到最强的表达能力，便于进行数学的研究。 

三、结论 

上面我们分别介绍和比较了并发领域的三个重 

要模型 Petri网、CSP、CCS，这三 种模型 各有 千秋． 

在一些方面．某个模型可能优于其它模型．而在另一 

些方面 ．其它模型可能更方便 。目前 ，既有局艰于某 
一 模型内的研究又有对三者关系的研究。值得注意 

的是 ，某个领域的成果对其它顿域 的研 究具有 名发 

和指导作用． 

三种理论虽然比较成熟地解决了井发问题 ，但 

是 由于它 们部是抽象掉某些 因紊后筒化了的模型， 

现荚中还有许多与井发有关 的闸l面 尚未 解决 ，而且 

并发理论本身复杂性太大 ，使得对它的进一步的理 

论研究和实践探讨 相当困难，因此需要更多有献身 

特椭的科研人员投入到并发的研究开发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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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编辑。 

三、小 结 

自i988年提出Dexter模型后，它对超媒体系统 

的设计和实现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在设计新一代 

趣蝶体系统时 De~ter模型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参考 

模型。但是 De xter模型还处于一十早期阶段 ，它所 

定义的功能远比现有的系统强．特别是在蛆下两个 

方面： 

· Dexter模型支持多头链，而目前在超媒体系 

坑中实现多头链还非常困难。 

一 目前绝大部分超媒体系统还不支持复合元 

索 。 

因此在设计束来的超堞体系统时，要重点解决 

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 

应当设计 支持复台结掏的超l媒体系坑． 

支持协作与共享的超堞体结构。 

支持与时间有关的媒体。 

· 能够支持其它类型应用程序的开放式超媒体 

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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