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计算机科学 1997Vo1．24啦．3 

放分布式处理的新发展--CORBA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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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公共对曩请求代理体系结构∞ R雎 (Commoa 

Obieet Requmt 0bk*--t Architecture)是 由 OMG 

(Oh．hot M．Ⅱ吣Emem C~-oup)组织制定的一十工业 

藕范．OMG组织成立于 1989年，至令已拥有趣过 

800名成员t许多薯名的计算机公司如氆M．DEc、 

HP等部是其成员．谖组靛的中心任务是基于宴用 

的对豪技术t麓立一十体系结构和一组规范t在分布 

式环境下实现应用的集成．使得基于对复的软件戚 

届在分布异相环璃中可重用 可移挂和可互摄作． 

CORBA规范是开放舟布式处理发晨一定程 

度t在现有技术和认识条件下的产袖．它的出现其有 

必蠡性，更是具有重要性．丰文旨在通过軎|析分布式 

处理发曩的历程和 O0ltBA规范本身。来阐述怍者 

对 O∞IBA规范的认识． 

2 RPC(远程过程调用) 

P．．PC是两络上的高屡靠嵌．允许阳j苦上的应用 

叠过特定的网碧上的过程调用来蜜现，从而I■曩了 

下层网络的细节．R．PC实现的矗-：十睿声者翔曩务 

地伪j目执疗客声方请求的攮伟．并将执行结果返回 

翁客户方． 

RPC模型类似于本地过程调用，调用方(客户 

方)发进一十调用清皇给被诩用方(服务暑方)．之后 

调用方阻塞·等持被调用方的回答．调用消息包括谓 

用过程的参数辱信息I被调用方的回答包括调用过 

程的结果簪信息．一旦接收身被调用方的回答-调用 

方取出返回结果。结束阻主缝续运行． 

在服务嚣方有一个专门的进程守偾调用消直的 

到来．一旦接收射调用消童，服务嚣方的守侯进程将 

取出调用进程的参教．运算并得出结果，发送返回信 

息井等待下一十调用的到来．如圈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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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1 RPC调j{I时序 

3 DCE(分布式计算环境) 

DCE是开放软件基盒叁(Open Software Fmm- 

darien)提出的标准。它通过在网络上撮供增值囊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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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用开发人员提供具有良好的互操作性的开发环 

境，开发人员埔过DCE可以广泛地使用所有的系统 

和设施而无需考虑用户、应用程序和其它所需资豫 

姐位置，从而使得用户可以更有效、更充分地使用网 

碧上曲计算资源． 

’ DCE包括一组集成设施．用来支持分布式应用 

的开发、使用和维护．网碧上各种设施的集成使得它 

t1扩大了使用 的范围 ，从而可以物尽其用。同时 

DCE还是一种独立于网络的操作系统，为用户提供 

现有环境下的移植功能 ，其可移植性是通过一组成 

r撼鼢 布式设施的调用来实现的．OSF分布式计算 
境体系结构如图2所示． 

应 用 

PC I l 其它分布式 I 集成J J 设施 1 

分布式文件设施 I 

I l 

线 

摆作系坑和传输设施 

图2 OSF分布式计算环境体系结构 

DCE包括两组设描t 

(1)基础的分布式设描为软件开发人员提供了 

一 组工具．用来为终端用户创建分布式应用所需的 

服务 ．包括；远程过程调用(RPC)、目录服务、时间服 

务、安全服务、线程服务． 

(2)数据共享设施为终端用户提供了基于基础 

分布设描的服务．这些服务无需终端用户编制程序t 

从而可以更方便地使用信息．包括；分布式文件系 

统、无盘服务． 

4 CORBA规范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 RPC， 

还是基于RPC机制的DcE，它t1都存在着一些明显 

的不足之处；(1)虽然是按照客户，服务器筷式构建 

的系巍．但是客户程序和服务器程序之间的谓用关 

系是静态的，倒如客户程序必须事先知道所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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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哪个服务嚣提供，调用的具体方式是怎样的。(2) 

调用关j妄的静态性质导 致了所构建 的系统也是静 态 

的．也就是说，一旦有程序发生改变(尤其是服务器 

方程序)，那，厶整个系统必须重新编译生成，原有的 

系统就会被抛弃．(3)客户程序和服务器程序磐须用 

RPC或 DCE的实现语言来编制，因为这些程序需 

要同RPC或 DCE提供的库函数或接口界面捆绑在 

一 起．这样就大大限制了用户的可选语言范围，在某 

些情况下，用户不得不去学习一种新的程序设计语 

言，为的是能够使用 RPC或 DCE提供的服务． 

这些映点限制了 RPC和 DCE的进一步发展， 

而c0PJ~,A规范贝Ⅱ能够在这些方面提供完美的解决 

方案． 

4 1 CORBA规范的组成 

OMG组织在成立后不久就制定了对象管理体 

系结构 OMA(0bject ianagemetat Architecture)· 

其参考模型如图3所示．它由以下四十部分组成t 

图 3 OMA参考模型 

(1)对 象 请 求 代 理 ORB(Obg-ct Request 

Broker)一使对象在分布式环境中透明地收发请求和 

响应，它是构造分布式对象应用，使应用在不同层次 

的异构环境下互操作的基础． 

(2)对象服务(Ohject S~．icea){是为使用和实 

现对象而提供的基本服务集台．对于分布式应用这 

些是基本服务，它们独立于应用谨域t如生命循环服 

务定义了对象创建、删除、拷贝和移动的方式，它不 

考虑对象在应用中如何实现 ． 

(3)公共设施(Commo~F|cil )一是为许多应 

用提供的共事服务集合·如系绕管理、电子邮件等． 

(n应用对象(At~ication 9b酝 )I相应于传 

统的应用表示·可由单十厂商生 E矗参考筷型中的 

最高层,OMG对此不作担定． 

1991年，OMG 组织为 0RB制定了规 范·印 

c( 规范 ，经历了 1．1和 1．2版本 -现行版本为 

2．Ô版． 

CORBA规范定义了IDL语盲瑟映射 单个 

t  

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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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B体系结构和ORB间互操作机制． 

(1)mL语言是 c()RBA规 范中定义的一种中 

性语言．它用来描述对象的界面t而不涉及对象的具 

体实现。使用 IDL界面的客户对象可以根据 IDL界 

面中的信息来决定发出请求和接收响应．从 而使得 

客户对象完全独立于具体对象实现所在的位置，使 

用的变成语言及其他与对象界面无关的方面。mlL 

的词法、语法规则遵从 C++的规定．但加人了一些关 

键词以交持分布概念． 

IDL完全是一种描述性语言．它不能用于实现 

客户程序．为了使对象能够统一使用 IDL界面信 

息·c()RBA规定了 mL到其他具体语言的映射 ．不 

同的语言有不同的映射结果．在 a)】强A中定义了 

IDL语言到C、C++和 Sma11Talk语言的映射 。 

(2)单十ORB的体系结构如图 4所示．ORB定 

义了客户方程序和对象实现方程序间静态和动态两 

种谓用方式． 

(3)0RB回互操作是为了使不同实现的 ORB 

系统毙够共存于同一十环境下而提供的相互识另 和 

转换的机制。从策略上分，有间接矫接和直接挢接两 

种 方法．从实现层次 上分 ．则有线内桥接 (in．-l~  

brid g)和请求层桥接(fequ∞t—level bridging)两 

种机饲。CORBA规范还定义了 GIOP(C-ez~al In- 

ter—0 出 Proto∞1)协议和 叻 P(In~ernet Imer-OP~ 

Protocoi)协议。把 ORB互操作规范加人到ORB体 

系结构后．会引起ORB内部执行过程发生一些改 

变． 

罔罔蹊  
0RB自# 

细节．而只要完整地定义和说明客户需要完成的任 

务及其目标． 

(皇)增加了代理机制后，实现了客户方程序与服 

务器方程序的完全分离，这是与面向过程调用机饲 

为基础的客户／服务器模式是根本不同的．客户将不 

再同服务器发生直接的联系．而仅仅需要同代理进 

行交互。客户与服务器之间就可以有更加灵活的关 

系存在。 ， 

(3)c()RBA规 范定义的基础是面向对象的设 

计思想和实现方法．把分布式计算同面向对皋的概 

念相互结台后可以带来诸多的好处t如能够将冗案 

度控制在晨低的程度 一十对象既能被客户程序也 

能被服务署程序使用、对象实现的修改不会髟响双 

方实现程序、提高软件重用率等等。 

(4)提供了软件总线的机制．所谓软件总线是指 

CORBA规范定义了一 组接口规范，任何应用程序、 

软件系统或工具只要具有与谖接口规范相符合的接 

口定义，就能方便地集成 c0RBA系统中。而这个 

接口规范是独立于任何实现语言和环境 。任意被集 

成到 o0RBA系统中的咸晟间都是可以使用对方所 

提供的所有服务。 

(s)分层的设计原则和实现方式。c()RBA规范 

只是针对 OMA体系培鞠中的 ORB饲定的标准 。因 

此在 CORBA规范倪定义了 ORB中需要用到的基 

本对象类，封装了相应的数据结构和方j击．而面向虚 

用的对象定冀周Ⅱ可以在 OMA的虚用对皋或虚用开 

发环境中运步分层定义和实现． 

c()RBA规范充分祠用了现今各种技束发展的 

晨新斌果．将面向对象的概念揉台至 分布式计算中． 

定义了一组与实现无关的接口方式t引人代理机制 

分离客户和服务器，使得 CORBA规范成为开放的、 

基于客户／豫务器模式的、面向对象的分布式计算的 

工业标准 ． 

5 CORBA规范的应用前景 
图 4 ORH体系结构 

自从CORBA规范颁布以来t世界范圉内有很 

· 2 CORBA擐范的特点 多的计算机商和科研部门对它进行了琢人的研究和 

CORBA挪蓐以其自身的恍势领导着开放分布 实现，已有的较为著名的实现是I 

式处理的发展 ·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特点是 - (1)IONA 的Orbix 是一个基于库的 CORBA 

(1)在 CORBA规范中B}人了代理(broker)~ 规范实现，它提供了 C 语言映射器和 C 代码产 

概念·一个代理至少可以有三个方面的作用 ：完成对 生器，在 Windows和主要的 UNIX平台上运行
． 

客户方提 出的抽象服务请求的映射}自动发现和寻 (2)]~dtal的 ObjectBroker 完全实现了COR． 

找服务器 l自动设定路由实现至 服务器方的执行。这 BAI．I规范，它包古动态、静态倒程谓用、IDL语言 

样用户在编制客户方程序时就可以避免了解很多的 实现、界面和实现仓库和上下文对象，它可以运行于 

·19·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多个平台之上，实现 IDL语言列 c语言的映射． 

ObjeetB~roker作为一个集成工具来实现，它允 

许用户将CORBA技术很容易地集成到现有体蒹结 

构中t使其相应客户，服务器环境迁移t已有应用通 

过所写的 C语言封袭方式集成到ObjeetBtoker中 

去． 

(3)mM 的 D90M 基于其SOM(SystemOb- 

ject Mode1)之上．s0M 以一种库工具箱的形式提 

供，它可以用来方便地创建应用需要的=进捌英库． 

Df；0M提供了一个分布式擂架．使用 SOM -r具箱 

来实理ORB．Df；0M吏持两种类型的分布式处理， 

支持单机上的多进程操作的工作坫 Df；0M 和支持 

嗣终环境下的多机系巍的工作组D8OM，其中工作 

组Df；0M才是遵从c0RBA蜘I直的宴现． 

(4)东南大学研究现状 东南大学计算机秉哪 

终研究宣嵌靠它在网络、分布式处理和蒹统，I戚方 

面长期从 事研究的基 础和经验，现在 正在 研究 

CORBA规穗殛其实现．基于CORBA蜘秸面向并行 

工程的j|成挂集可行性论证报告在田内多豪大学和 

研究所的合作下，已经通过了田豪。863 ：眦 S专袁 

组组织的评审t计期实施亦已开始 ，相信不久将会有 

道方面的系统实现同世． 

基于 CORBA蜘秸实现的系统集成和应用开发 

环境在袭田企业中将套有潜在的巨大的应用莳量， 

它能謦在盘业嚣步实现生产和警理的自动化，提高 

劳动生产率、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尊方面起刊胡概的 

推动作用 ．并且基于c0RBA规穗实现的集成系统 

在处理已有应用和系统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I用户 

无需抛弃已有的应用·只要在已宥的应用之上实现 

一 些进当的接口，就蕾集．吐到 CORBA菜绕中，从而 

对企业已有的投资培予充分的保护． 

束来的基于 GORBA规范的系统应谖是一l十能 

跨越不同地理位置、窜越不同网络蒹统．屏蔽实现细 

节，实现避明传输、集成不同用户特长的基于客户， 

腰务器模式、面向对泉、开放的分布式计算集成环 

境．其组成如图5所示． 

用 

戈 

研  

所 

企业 

匾囫 匦巫亟圆  

圈 S 未来可能的基于 c【)RBA 

规范实现系坑的组成 

结束语 CORBA规I直是开放分布式处理发晨过程 

中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它继承了RPC和DcE的长 

处和舟布处理设计思想，改变了实现手段和方法，补 

充和完善了开放分布处理的体系结构，引入了代理 

的新鼍念·使得开放分布式处理能謦适应当前新的 

应用需求，为进一步的集成，共事以及台作向曩提供 

良扦的解决基础．融着对CORBA规穗的认识和 

OMG组飙对其他OMA组成都1分倒定规I瞽，COR- 

BA规箍台在更多的场合发挥其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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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柬语 本文论述了采用Ohat／Serv~结构 

的智能信童集成和工作洗技术来实现的鲁娩化幢导 

决簟支持原型．谶厦型的曩理和方法在中田疆州正 

泰集团公司 CIMS工程和决策瞥理系统的设计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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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已得刊证明和运用．理论和实践都证明．采用 

／s|h盯结构的智能化瓤导决策支持最型来辅 

助实现企业CIMS信意的集成和鲁娩警理可以正规 

有技地利用企业CIMS中的信息．徼解决鲁镌化计 

算机辅助决策支持中的许多赡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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