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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first ntroduce CORBA and】ts excellent characters，then research on the 1n— 

tegrating approach between CORBA and W W W and their characters respectively-and construct a sys— 

tern fram ework to develop distributed W W W application based on CORBA ／Java-which make the devel— 

oping application software o13．the framework better extensibility．better transplantation，better reuse and 

better interoperation． 

Keywords www ．}{TTP+CORBA，IIOP．Distributed object technology 

lnternet／Intranet的兴起及蓬 勃发展极 大地 改变 

了人们的生活 、学习和工作方式 。网络提供给人们的不 

仅是大量的信息和娱乐活动，而且也带来了无限商机。 

为了在 www 上进行实时可伸螭的事务处理 ，实现 电 

子 贸易 ，Web必须要做到能实现实时 的事务处理 ，具 

有高度的可缩放性和可扩 展性 ，并且能与 已有的 C／S 

系统集成等 ，因此必须将分 布式对象技 术 CORBA 引 

入 www 应 用 。 

CORBA的最大优势是其平 台独立性和语 言独立 

性 ．在异构、分布和多层次的网络环境下这些特性尤为 

重要 ．可 以使应用开发 者更 多地关心其本身的应 用领 

域 开 发 ，而 较少 地 考 虑低 级 的 分 布 系 统程 序 设 计。 

CORBA将对 象接 口的定义和对 象的实现 分开 ，允许 

对象用不同的程序语言编程实现 ，有效地 保护了用 户 

资源 。同时 ，CORBA也 具有面向对象技 术的一切优 良 

特性。 

一

、CORBA结构与特性 二、纂成的方式 

CORBA规范是由 OMG集团提 出的对 象技 术规 

范 ，OMG集团是一个包括 IBM、APPLE、SUN等著 名 

计 算机公 司的技术厂商联台体 ，其宗旨是产生一套 标 

准 的语言、接 口和协议 ，以支持异构分布应 用间的互操 

作性及独立于平台和编程语言的对象重用 。 

OMG 在成 立后不久 ，即制定 了对 象管理 体系结 

扮 OIvIA，其参考 模型 由以下几 个部分 组 成 ：对 象服 

务 、通 用设 旌、应 用接 口、对 象请求代 理 (ORB)。其 中 

ORB连 结以上几 个部分 ，是 OMA的核心 。0RB的基 

本功能是在对象问传递 请求 、结果等消息 ，它包括接 口 

定义、定位和激活 远程对象、在客户和对象之间通信等 

等 ．由于 OMA 中的对象是分 布的和异质 的 ．ORB独 

立于平台、语言、地址，相当于软件总线。 

CORBA的体系结构详细描述了OMA(对象管理 

体系结梅)的棱心ORB组件的接口和特征。它包括了 

对 ORB棱、接 口定义语言 IDL、接 口贮 存库 IR、语言 

映射、桩 Stub和框架 skeleton、动态激活接 口 DII、动 

态框架接口DSI、对象适配器 OA以及一般 ORB问协 

议 Gl0P和 [nteruet上 0RB间协议等的描述。 

CORBA与 www 的集成主要有以下几种方 沾： 

1通过 CGI丹 关存取 CORBA 对象 如图 I，CGI 

程序可用 [DL编写 ，生成 相应 的接 口桩。已编译好 的 

CGI程序通过动志激活存取 CORBA 对象 ．并根据激 

活操作返 回的结果动态创建 HTML页 

图1 通过 CGI网关存取 CORBA对象 

这 种解决方法的 优点首先在 于 Web服务器 都支 

持 CGI方式，CGI可以使用多种语言编程．并且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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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其次是它不限定何种浏览器 ．只需有 HTML即 

可。特别重要的是以往的应用服务系统大多是通过网 

关进行的，固此采用这种方式有利于与遗 留系统 的集 

成 但它却受到 CGI技术车身缺 陷的制约 ，如开销过 

大 、交互性较差等。 

2．通 过 Java ORB接 口存取 CORBA 对 象 如图 

2，客户机 首先从 Web浏览器下 载 HTML页 面．包括 

嵌入式 Java小应用程序 (Applets)的索 引 Web浏 览 

器从 Web服务器检索 Java应用程序 ，Web服务器 在 

找到所需的程序后 ．以字节码的形式下载给浏览器 。应 

用程 序在 经过 JaV,R安全检 查 后 ，进入 客 户机 主 存 ， 

CORBA应用服务器上所有的新 应用软件都以组件 的 

形式打包 ．应用程序调用 CORBA服务器对象 ，直到其 

中一方提 出终止。它们之间的对话遵循 IIOP协议 

图2 通过 JavaORB接 口存取 ODRBA对象 

这 种解决方 案的好处是 ：避 免了 CGI形 成 的瓶 

颈 。它允许客户机直接调用服务器上的方法 。客户机使 

用 预编译的程序段直接传递参数 ，也可以通过 COR— 

BA的动态调用服 务程序照时生成 参数 ；而服务器则 

通过预先编 译好 的框架程序直接接 受调 用请求 。用户 

不仅可 以使用 Hl丌 P方式 ，也可 以使用服务器上 IDL 

定义的任何方法 与 CGI方法相 比，其开销要小得 多。 

但它却仍然受到 HTTP协议无态的限制 

3 Web服 务器 直 接 支 持 CORBA／IIOP 如 图 3． 

它 允 许 CORBA 客 户 直接 存 取 Web资源 ，也允 许 

www 客户直接 存取 CORBA资源 ，Web谊{览器可 以 

使用 IIOP作 为其本地协议 ，Web服 务器上 的资源 即 

可 以通过 IIOP也可以通过 HTTP来获得 。由于浏览 

器上装有 ORB组件 ，并遵从 IIOP协议 ．因此对客户而 

言t看 CORBA对象就像看 Web对象一样。利用 CRO． 

BA．客户能够激活CORBA服务 ，ORB则准确地定位 

和激活该服务．通过 IIOP．远程对象此时就如同 COR． 

BA对象一样。 

这种解决方 案是最完美的解 决方 案。它完 垒服 从 

CORBA／IIOP规范 ，具有 CORBA 的所 有优 良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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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使用 户能像浏览页面一样方便地调用服务对象 

具有 ORB 支持 IlOP的 Web 

蛆 件 的 ● ． 服 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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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Web服务器直接 支持 CORBA／IIOP 

三、基于 CORBA／Java的分布式应用开发系统 

框架 

CORBA 和 Java的结 合具 有互补 性 ：CORBA将 

可伸缩性借给 Java，Java提供给 CORBA卓越 的可移 

植 性和开 发简单 的好 处 。田此 ，CORBA／Java是 开发 

www 应用的理想组 合。目前 开发 的许多 ORB产品 

也都是基于 Java的。如图4，该分布式应用体系结构分 

为三层(宴际可扩展为 N层)： 

；『 b服务器f C61 f 
浏览器 ：l CORBA服务器 

回  篇嚣服每0 一 

0 0 哩 『 
0RB I 

组件 l iif 吨§l檀 l 
：Il stUb l DII l 

图4 基于 CORBA／Java的分布式应用开发系统框架 

第一层为客户机端(客户可 以有多个 )，运行 Web 

浏览器、Java applet和客户应用 。在分布式环境 中每台 

可作为客 户机的计算机上 ．都 要安装 ORB基本运行组 

件 t使得客户方能使用 IIOP与对 象实现方通 信 、能定 

位和使用服务对象 。对于使用 浏览器 调用分布 式对象 

实现的用户，可 以使 用安装带有 ORB组件的 浏览器 ， 

也可 以使用支持 Java的浏览器 ，在 下载 Java app[ets 

的时候 ，用 HTTP协议下载 最基本的 ORB运行组件 

另外t服务器组件对象可以通过 CORBA事件和 回调 

方式调用客户机组件对象中的方法 。即 HTTP用于下 

载 HTML页面、Java applets以及图像等 ，CORBA／I 

IOp则被用于客户机到服 务器 以及服 务器到客户机 的 

通信。 

第二层运行在服务器上 ，为 HTTP和 CORBA客 

户机 提供服 务。除 了倪作 为 Web服 务 器 的主机 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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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 环境下每 台作为服务器的计 算机 ，都要安装 

CORBA运 行环境{包括 ORB基本运行组件)，使服 务 

方能提供分布式对象供客户使用 第二层包括 Web服 

务器、CORBA 服 务 器 (可 以有 多十 )、对象 目录 服 务 

等 

Web服 务 器 以 HTTP协议 向客 户浏 览 器 提供 

HTML页面。w“ 页中包含向用户提供的所有应用服 

务对应的 Java applets。即 CORBA对象的客户方程序 

(GUI界面、服 务对 象的客户桩等 )．对支持 Java的浏 

览器 。Web服务器还提供 ORB运行组件的下载 

coRBA服务器接 受客户及其它服 务对 象的请求 

并完成 服务。系统功能的更新和修改只需对相应 的服 

务对象进 行更新和修改 。增加功能也就是增加实现该 

功能的服务对象。 

CORBA服务器包括 ORB基本运 行组件 、基本对 

象适配器 BOA 桩和框架 、动态调用接 口 DII、动态框 

架接 口 DSI、接 口贮存库 IR、实现贮 存库 以及所 提供 

的对象服务等。coRBA服 务器还必须 提供一十 对象 

监控糟，它是服务器端 的组件协调程 序。用于管理成千 

上万十对象 。在基于 CORBA的分布系统 中．由于客户 

无法像查询数据库信息那样给 出查询条件以表达客户 

方的请求 。只能依赖于 ORB来了解服务方提供的服务 

及服务的使用形式 。因此 。必须为客户提供 一十公共对 

象 目录 服务。服务 器上的 CORBA 对象通 过 C0RBA 

ORB相互通信 。它们也可 以使用 sQL JDBC或其它 中 

间件。 

第 三层则 为 cORBA 对象可 以访问的 应用服 务 

层 ．可以是另一十 CORBA 服务对象 、数据库及其它应 

用服务 

其工作过程是客户机首先从 Web浏览器 下载 Ja 

va小应用程序 。由Java小应用程序直接与 CORBA 应 

用 服务软件进行交互 。同时接受多十 CORBA应 用服 

务器的服务。这里也 包括 了通过对象请求代理 (COR 

BAoRB)来 访 问其 它 的 对 象 服 务。用 户 可 以使 用 

CORBA IDL把现有的代码封装起来 ，配上对象接 口 

客户应用程 序通过 IDL中定义的对象参数 IOR(inter— 

operable object reference)调 用 CORBA 服 务器对象 ， 

直到其中一方提 出终止。一十客户可以是任何代码 (它 

本身也可以是 一十 CORBA对象 )去激 活 CORBA 对 

象上的一十方法 ．服务是对象实现的实例。客 户并不了 

解 CORBA对 象的位置 。实现 细节 。也不 知道是 哪十 

ORB存取对象。当应用服务 在处理客 户请求时发 生故 

障 ，将导致 ORB产生通 信异常 ，对象 目录服务将对其 

进行处理。CORBA 对象间通 信遵循 IIOP协 议。在这 

里 。用户不仅 可以使用 HTTP方式 ，也可 以使 用服务 

器上 IDL定义的任何方法 ． 

该体 系结构的优越之处在 于体现 了开放 的特 ， 

使用户能透 明地 使用分布计算 资源。它提供 了一十可 

忡缩的服 务器到服务器的体系结构。服 务器的事务对 

象库可 以通过 CORBAORB进打通讯 ．它们可以运行 

在多十服 务器上 ．从而动态地平 衡客户机端请求 的负 

载 ORB能够迅速地将请求交给相应的服务对象，并 

随着请求 的增 多调用更多的对象 ，使服务器 对象协调 

地运行。同时 在服 务器端 ，ORB管理 各种分布式 对象 

的通信 。它使得分 布在不同地方 的各对象相互 协作从 

而完成构建复杂 的丹布式应用程序 。对象在 整十 系统 

中是可以流动的 ．且该过程对客户和应用程序透明。 

由于采用了先进的面向对象的开发方法，同时 ，由 

于 CORBA 的 良好性能 ，使得在分布式异构环境下 其 

可扩展性 、可移擅性 、可重用性和互操作性方 面部优于 

以往 系统的 网络应用软件 。并且 其开发 简单、快速 ，可 

维 护性 强 

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从传统的客户／服务器计算环境到以 lnternet／ln 

tranet为代表的 网络计算环 境 ．分布式对象技 术可 U 

大显身手 。目前 ，以网络为中心的对象技 术的研究主要 

包括这 几十 部分的结合 ：(www +Java+C0RBA+ 

DCOM)+数据 库+⋯⋯ 

CORBA 是分布式对象 技术的杰 出代表 ．提 供了 

网络的透 明性 。Jaw 是 lnternet上的世界语 ，提供了实 

现 的透 明性 。由于它们各 自的优 势互补 ，因而 Java成 

为实现 CORBA结构的首选工具是必 然的。但是 在 目 

前 的 Java ORB间仅实现 了少 量 的规 范服 务 例 如 ， 

Visibroker3 0至夸 仅实现 了 CORBA 命名 和 事件服 

务 。像安全 、查询 、事务和并发控制这 样重要的服 务还 

无法使用 。目前的 Java IDL版本也只是在 TCP／IP顶 

层实现 的一 十轻量级 RPC协议 ，功能较步 ，因此对 于 

某些大型的分布式应 用可能实现起来并非理想。 

尽管分布式对象技术为分布式计算提供了先进的 

体系结 构，但是大部分 的商业 ORB速度慢 。效率不高 

ORB内几 乎没有恢复机制 。扩展性也不够好 而且 、随 

着在 CORBA规范中对象服务的不断增 多，ORB将会 

不断膨胀，导致 系统效率 下降 。因此 ，新 代的分布式 

对 象技术及其产品必须解决这些 问题 

CORBA 的主要竞争对手是 微软的 DCOM 由于 

微 软的产 品 占据 了广泛 的商业市场 ，己成为名副其实 

的竞争者 ，因此有必要实现 coRBA／DcoM 对象互操 

作 的目标 。 

众所周知 。大量的有用的信息是存放 在数据 库里 

的 ．因此 与数据库 的连接 以及与其它遗 留系统 的集成 

(下转 第 7l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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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P停止重发时钟+向对方发送确认包，进入打开态 

5)此时 ，LCP协商完成 ．当所有 的 PPP协商都 完 

成时 PPP进^躅络阶段，可 开始与服务器交换数 

据 。 

表1 PPP有限状态机的状态转换圈 

正在关 正在停 请求发 确认接 确认发 打开态9 袋 韧始志0 启动态1 关闭鑫2 停止吝3 送态6 收奄7 送态8 闭泰4 止鑫5 
连 通 

断开 11s—l — 1 —·1 T【d— 1 

lrc．Scr 打开 11s—l —‘3r 一5r 一5r —，6 —●7 —9r 
— ·6 

11f ，Str 1tc，Str Ire．Sir Ttd．：re 
— ‘0 —一4 —·{ ‘4 Str~ 4 

超 时+ StP 4 str·5 Scr~6 scr·6 scr一8 

Tl{ 超时 一  T【f一 4 11f—·3 Tl{一3p T【f一 3 
—-3口 

接收到请 Ire，Scr Sea．T【u 11d．Scr a一2 
—  4 —·§ a一 8 Se

a—一8 9 Sca~ 8 

接收到请 sta一2 Ire，Scr 
—  

5 sc 6 scn一 7 Scn—·6 Tld，Scr 

求包一 Scn—一6 sca 6 

接收到确 sta一2 Sta—

·3 IW—·7 sCE 旺  Irc，Tlu T】d，Scr 

认包 —·g 一6x 

接收到非 sta一2 Sta一3 — 5 Ire．Scr Scr~6x Ire，Scr Tld．Scr 
确认包 —·8 —‘8 

接 收到终 ＆a一 2 Sta
—

·3 —-5 一 6 6 Sta—·B T]d．Zrc 

止请求包 Sta—S 

接收到终 Tld．Scr 
止确认包 一2 —3 TI 一2 Tl卜-3 —·6 — 8 

接收到不 sc —2 Soj--3 sc 4 sc1—5 scr+6 sc】 7 Sc】一8 sc1—9 
可识别包 

绝包+ —·2 — 3 —‘S 一8 
_ 。

TId，Irc 接收到拒 11f一2 TIf一3 11f_-2 I"I 一3 Tlf一3 T【I一3 TIf一3 
绝 包 一 Str~ 5 

接收到回 
声 包 —‘2 —·6 r一 9 

结柬语 PPP协议 的一个主要 功能是建立 点到 
点 的链路 。链路 的建立过程 ．实际上就 是一个协 商过 

程 。通过协 商钒制 ，实现 PPP协议 的 LCP协议 、PAP 

协议和IPCP协议。协商机制用有限状态机的模型来 
实现。每一个协议用一个有艰状 态机来描述 。协商成功 

就是将有限状 吝机的状态从韧始志推进 到打开志。上 
述设计在中科院 女娲计蜘”的钒顶盘项目中己成功实 
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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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 于保护 已有开发 资源．这也是一件 需要解决 的十 

分现实的事情。 

当然，对用户而言．使用谢览器不仅能够浏览内容 
而且 可以浏览对象是 再好不过了。在网络洲览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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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文 献 

：

D escri∥pt
⋯

ion．S

．

o ftwa

～
re E： 

tions／orb．html 
2 Vinoski S CORBA：Integrating Dtx~rse Applications 

W ithin Distributed Heterogeneous vito．nights．IEEE 

Co∞蛳 unicano● M agalfine．1997，l4(Feb ) 

3 Albertson T Distributed ob t ap口lication deve[opraent 

The Java—c0RBA solution(Parr 3 Df 4) AvaJlable ar： 

http developer com／news／techfocus／030998一 
dist3．html 

4 Disttibuted objects arm the wor】d w de Web(ANSA)． 
Available 酏 ≈ _bttp：∥ ，3 =a c0 uk／ANSA／ISF／ 
wwwCorba al1．htm 

·71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