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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ernet尤其是 WWW 提供了在 ]nternet和 ]P,trar~ets上可获得备种数据和信息的有敛途径 但 

是，所i燕得的信息作成 HTML静态同页就不太适于已存在于DBMS中庞大的数据。潜在的巨大数据量 

必须双重管理 ．数据更新难于处理．井且查询艟力有限。另一局限是标准的 WWW 技术不允许把从不同 

服务器的部分结果台为单一的结果页面 。 

当人们开发和使用 WWW 软件时 ．上述的这些限{5孳对他们来说就越来越明显。本文介绍了解决这 

些问题的几种技术 ：即万维同(www)．面向对象缩程语言 Java．对象管理组织(OMG 的公用对象请求 

代理程序体系结构(CORBA 。概述 了在同上访问数据库的不同方法。此外 ．提出了比较这些不同方法的 

标准。给出了来自FZI项巨的几十案例分析。 

1 基本技术 

1．1 万维啊(WWW) 

www 对分散的文档提供了显式访问．它遵循严 

格的客户／服务器体系结构．无国界的超文本传输协议 

(HTTP)用于 客户 (社9览器 与 www 服 务器之间的 

通讯。同上最通用的显示信息的格式是超文本标记语 

言(HTML)．它是一种刨建格式他的趣文本文档的标 

准语言．文档中甚至可包括可执行的内容。 

这些文挡可置过统一定位方法进行访同。此外 ．对 

这样的文档如静态HTML同夏．服务器可提供象对其 

他信息漂如 DBMS一样的显式访问。为此 Web服务 

器通过公用网关接口 COl与应用程序通讯 ．这一机制 

允许客户转而委托服务器端由Web服务器和敦据库 

服务器处理。 

1 2 Java 

Java是一种面向对象的程序语言 。尤其用于不同 

种计算机阿络上(独立于平台)的设计．Java既艟单独 

使用叉可与www 连接使用，小的 Java程序皱称作 

Applets．是利用 HTTP以字节代码的形式从 Web服 

务器传辅到谢览器，这些 Ap p】ets由运行于浏览器端 

的虚拟机来执行．实时的编译提高了效率。甚至对通过 

[nternet下载的Applets执行方式也艟确保选到一十 

相当好程度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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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公用对象请求代理程序体系结构(CORI~A) 

公用对象请求代理程序体系结构 (CORBA)是 由 

对象管理组织(OMG)定义的开放分布系统的标准．它 

定义了对象和客户在分布环境下的交互方式 。 

CORBA详述的主要特征是有一十核心的对象模 

型、定位透明(客户和服务器不需要了解它们备 自位置 

如不同的主机)．并且独立于程序语言。这些通过为对 

象提供接口定望语言(IDL~和动态更新接口(Dt1 来 

实现。CORBA的 IIOP使得来自不同厂商的对象请求 

代理能够相互通讯． 

此外．CORBA的服务和 CORBA的便利是特定 

的。CORBA的服务包括安垒性 传精处理、命名等必 

要的服务．假如由系统提供这些服著．那么人们一定会 

抱怨CORBA。CORBA提供诸如桌面管理和非托管的 

定时操作 。 

1 4 复台技术 

为了把Java在客户端的实力和CORBA在服务 

器端的实力的益处结合在一起．一些供应商目前正把 

CORBA和 Java台成一体。[IOP可用于 Java Applets 

作为 CORBA客户和 CORBA对象之问的通讯。这种 

结合的例子之 一是基于 Java的 VisiBroker·这是一十 

连接 CORBA和www 的对象请求代理。基于 Java的 

Vis[Broker是基于 CORBA实现 VisiBroker for C” · 

井且用Java写的．对象可由Java或 C++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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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eb数据库 

2．1 方法 

一 些技术和大量工具使得从 Web上访问致据 库 

成为可行。根据下面的原则可以将其分成三粪。服 务器 

端方法 ：依赖标 准的 Web浏览嚣、HTML、HTTP和 

CG!．它们主要扩充服务器端。可执行 内窖的方法 ：受 

到有效客户蛸计算能 力的激励 ．是最近出现的。前两种 

方法集中于访问单一致据库。中间层方法 ：允许从不同 

的数据谭合并致据 。以下我们讨论这些方法的一些典 

型实现。围I说明了静态HTML页的访问(箭头 1—4)· 

装入JavaApplets(箭头5—8)．使用CGI稿 本生 成 

围 1 使用静态 HTML网页．Java App|ets和 CG!Script 

HTML页(箭头 9-I3)。 

2．1．1 膻 }暑稿方法 网上访问致据 库最古老 

大概也是 最 广泛应 用的方法是 基于 公共 罔关接 口 

(CG1)的。cGI是一十标准，它允许 Web服务器访问 

任意的外部应用．称做 CG1稿本 。所有的 Web服务器 

都支持 CGI。 

一 十 CG!稿本在服 务器 端被执 行 -这 是 由 Web 

服务器根据客户蛸的请求启动的．CG!稿本接受由用 

户提供的参致及隐含变量 ，生成动态 HTML页(例如： 

嗣过 CGI稿本恢复致据库中的致据)．并且传到Web 

服 务 器。Web服 务 器 再把 生成 的 HTML 页传 始 

wWw 客户。 

CG!稿本可由任何语言宴现．但是．为了确保服务 

器端应用的方便应该使用广迂的支持技术。根据Web— 

CDS的建议可能达刊这一点的是用 Java实现 CG!稿 

本 。 

克服了 CG!方法 的一些不足(例如 对每 一致据 

库的访问都要连接与释放连接)，许 多 CGI工具是有 

效 的。其中之 一就 是 Web．它 支持带有 嵌 入稿本 的 

HTML模板．由TCL(I具命令语言)实现的稿本允许 

变量 和控制结 构 ．Web格 式化 HTML部 分并根 据 

HTML模 扳扩 充 TCL象 OraTcl遵 循 同样的方法产 

生执行的 Tcl Script。 

2．1．2 可执骨内客的方法 用 Java写的程序允 

许与致据库 系统的更详细的交互 ．根本上是因为其克 

服 了无国界 }rrTP的局限。因此 Java与致据库的结合 

非常重要 。在各种方法中最重要的就是 Java致据库连 

接(JDBC)，这是为Java访问相关致据库所制定的开 

放标准．JDBC是 由一些厂商支持 的访 问敷据 库的访 

问程序接 口． 

另外．对象Java和恬动的 x控件有如 JavaScript 

的稿本方法。这些稿本由谢览嚣解释和执行．这样增进 

了网上的交互性和通讯，倒如对输入的一致性检查。 

2．1．3 中问屉 使用 CORBA在 罔上访 问致据 

库主要有两种方浩。其一是使用CGI稿本作为COR· 

BA窖户 ，这些 CORBA窖户转而通过 CORBA服 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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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据库系统访问。其二使用 flOP在作 为CORBA客 

户的 www 客户与 CORBA服务器之问直接通讯 。此 

外对数据库系统来说任意深入的系坑和应用同样可由 

ooRBA使之一致 

2．2 备种方法的比较 

比较同上访问数据库的各种技术时 ，所用标 准应 

尽可能独立于特定的技术因素 。对不同数据库特征的 

支持包括支持会话管理 ，事务和功能所支持 的范围。一 

般的特征包括安全性 、性能和同用户友好性 。软件成本 

包括培 、开发和维护的费用 。开放性指的是对不同类 

环境的支持、可移植性并支持不同厂商的产品。 

5 实例分析 

5 1 使用 CGI和 Hm ：WebChlql 

为方便用 户能通 过洲览器直接访问 Web上的数 

据库，我们开发了基于中文数据库查询语言 Chlql的 

CGI接 口程序 WebChiq[。通过 WebChiq1．用户可以在 

HTML文本中直接嵌入 Chi q1语旬．完成对数据库的 

查询操作。 

本质上 WebChiqI是一组 CGI(公共同关接 口)程 

序．在固特网服务器软件 Windows httod支持下运行 。 

CG]是为了使 Web服务器不仅能访问 HTML页面信 

息．而且能透 明访问其它信息源(如 DBMS)而设置的 

标 准 接 口。基 于 这 种 方 法-用 户 只 要 在 客 户端 的 

HTML文 丰中把 适 当的 Chiql语 句嵌 入 (chiq1)与 (／ 

chiq1)标记之间．服务器端就会由 Web服务器启用有 

关的CGI程序 WehChkll。将查洵提交给指定的数据库 

服务器，从敬据库 中找出敬据 ，取代 HTML文本中的 

(chiq1)与<／c}dq1)标记 ．从而使目标文本能显示数据库 

敬据。WebChiql是 VC开发的，对敬据库的访问是基 

于ODBC接口，因此具有很好的可移植性． 

WebChiql可 支持 静卷和 动态两种形 式的 Chiql 

语句。静 态 Ch 是 将定 义好的 Ch~ql语 句写入 

HTML文本中．从而固定了敬据 在最终 网页上显示的 

位置和格式；而动态 Ch~ql是将带有动态变量的 Chiql 

语句写入 HTML文本 中，根据用 户输入的变量赋值 ． 

而莸取相应的敬据。 

5．2 使用 Java和 JDBC；Nchiq|界面 

锺常．由 C语言实现的应用程序可 以锺过 0DBC 

与敬据库联系，从而访同敬据库 ，类似地 ．与 Java语言 

相 对应的 JDBC Java DataBase Connectivity)就 可以 

实现 Java语盲与敬据库的连接 。开发人员无须了解低 

层 的处理 -直接 采用 JDBC提供 的类以及方法就可以 

实现与敬据库的连接．给用户提供一十友好的图形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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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就要采用 AwT包 tAbstract Window Toolkit)，采 

用现成的各种组件．对这些组件稍加改动即可使用 ．大 

大方便了开发 人员。有了 JAva及其辅助 技术 JDBC 

API、JDBC drivers以及 AWT．就 可 以建立一个连接 

和访问数据库的图形界面 。这样 ．也裁可以实现中文自 

然语言对数据库的网上查询 

与纯粹的 HTML比较．Java在开 发图形用 户接 

口方面需要实质性的努力，另一方面 Java提 供了如多 

窗口和用户界面等舒适 的方面 。如果 不用数据压缩 ． 

www 服务器和 www 浏览器之间的通讯次数会减 

少而通 讯量会增加 关于在 www 环境下 访问数据 

库，与 HTTP相比．Java允许内部的客户服 务器通讯 ． 

这样很容易通过访问多表的网络支持数据交互。 

5 5 创建一十联合相絮 ：www·UIS 

在一个联合构架中 ，各独立构件建立一个松散的 

整体 系统．联 合 构架 扩 充 了联邦 和 多数 据 库 系统 

(FDBMS)，FDBMS可在公 共的结 构下从不 同的数据 

库 管理系统获 得信 息，在公 共的结构 中每十参与 的 

DBMS仍保持 自身独立性． 

图 2表示一十联合构架的例子．作为 FDBMSs的 

扩 展，不仅 数据 库 ((x)DBS)，而 且 地 理 信 息 系 统 

(GIs)，专家系统(XPS)以及深入的应用程序加入 了联 

合 ．CORBA用于使中间件一致。而且．正如从动态数 

据库 中所知 -www UIS根据 ECA 规则合并了探知 

事件。 

横向来说 ．我们区分用户层和系统层的服务。系统 

层的服务提供如访同敬据库和 HTML页的准备等基 

本的功能 。用 户层服务就是把几个系统层的服务合并 

为使用者可用 的较高层攻的服务。Java Ap p1ets使用 

flOP与其系统端通讯 

纵向来说 ，我们要区分信息和敬据的服务 。信息服 

务基于元敬据，即敬据的敬据．它们帮助用户找到相关 

敬据源，如敬据服务和报告。敬据服务可访同各种不同 

的敬据 。信息服务和敬据服务都传送为生成 HTML页 

作为输入的结果。 

总结 本文提供了从网络上访同数据库的不同方 

法。由于这些方法在一些标准上不同，所以一般不能只 

推荐一种技术。但是，若只要求访问一个敬据库的有限 

功能 ．那么传统的 CGI和 HTTP方法就足够了。为了 

增强服务器端的可移檀性．要将 Java和JDBC结合起 

来，与此对 比．如果要求较细的功能和较高的交互性 ． 

如并发更新代表不同表单的几个敬据库表 ，在客户端 

和服务器端使用 Java是 比较好的方法。 

最近．对 如 www．Java，coRBA等公开的 In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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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技术的集成提出 r许多异质的技术问题 这些技 

术为向异质语义的挑战提供 r一个 良好的基础 ．捌如 

用仲裁技术把不同知识库统一为 信息服务的一部分 

(见图 2) 

信息服务 敛据服 务 

图 2 www、c0RBA和 Java协作的联合体系结构 

据 

变 

{上接 摹 59页) 

Bennett的结果相比较 ．他采用 BP算法训练了 lO个 

隐言节点数 为 6的神经 网络．平均 训练样本的正确率 

为 98．3 ．测试样本为 94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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