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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况 

前进中的面向对象技术 
记第三十一届面向对象语言与系统技术国际学术 

会议暨第三届中国面向对象技术应用学术会议 

雌 墨 王静英 l j＼ —一n f 

(南京大学计算机软件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甫京 210093) 

ToOLS (Technology o{ Ob慨 t—Orlented Lan— 

guage and Systems)会议是面向对 象技术及应用方 面 

的主要系列国际学术会议，每年四次分别在澳大利亚 、 

欧洲、美洲及亚洲召开 会议侧重于面向对象技术的研 

究、开发和应用。我国已于 1997年和 1998年成功地举 

办 了 ToOLs Asia’97和 TOOLS Asia’98会议 ，从而 

使得 TOOLS Asia已成为该系列会I义的重要成员 

TOO LS Asia’99(第三十一届面向对象语言与系 

统技术国际学术会议)暨 OOT China’99(第三届中国 

面 向对象技术应用学术会议 1于 1999年 9月 22日至 

25 19在南京，由中国自然科学基金 会、美国 IsE公司 

和南京大学计算机软件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会同澳 

大利亚南澳大学计算机系、中科院软件所、北京大学计 

算机系、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复旦大学计算机系、北京 

航 空航天大学计算机 系共 同举办。车 次会议将秉承 

TOOLS系列会议的宗 旨．为亚太地 区及世界范围 内 

的软件工作者提供一次 良好的交流和学 习的机会。 

国际著 名软件专 家、Eiffle语言设计者 Bertrand 

Meyer教授是 TOOLS系列会议主席；澳 大利亚南澳 

大学计算机系陈耋I教授、中国南京大学计算机软件新 

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吕建教授为本欢大会程序委 

员会主席 ；南京大学计算机系主任陈道蓄教授、中科院 

软 件研究所李明树教授为车次大会主席 。 

TOOLS Asia 99会议将兼顾对象技术的理论研 

究与实践应用。在理论研究方面 。会议安排面向对象及 

形式化开发的最新研 究进展的有关内容；在实践应用 

方面．优先安排在学术界和工业界有一定先进 性和严 

谨性的工业应用技术报告。除此之外，面向对象技术领 

域的最新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也是会议的重要 内容之 

我们在国内(南京大学计算机软件新技术国家重 

点实验室 )和国外(澳太利亚南澳大学)同时征文 、截止 

1999年 5月底 。共 收到来 自亚洲 和世界 各地的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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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5篇 经过程序委员会的严格评审 ．TOO LS Asia’99 

论文集共收录 63篇论文，这些论 文的研究内容广泛 ， 

包括有基础研 究 工具和环境 ，应用实践等许 多方面。 

同时 ，OO T China’99论 文集收录了 33篇论文 论文 

集分别 由 IEEE Computer Society Press和 Interna— 

ttona|Academic Publishers正式 出版．并在 国内外 同 

步发行 。 

车次国际学术会议共有 13个国家的 100余名专 

家和学者到会 ．其中 ．外国专家 35名。会议设有 5个专 

题讲座和 z1个分会场技术报告 会议特别邀请到面向 

对象技术奠基人 ，Sim~la语 言设计者之一、挪威 Oslo 

大学信息系和信息研究所的Kristen Nygaard教授等 

多位知名专家学者作关于对象技术、XML技术和构件 

技术的精彩特邀报告 。 

2 TOOLS Asia’99特邀报告 

1．特 邀 报告 I：An Information Proc~5$B驰ed 

Approach to 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 and Infer- 

matics 

由K．Nygaard教授报告 他从程序设计语言的发 

展角度 出发 ．以 Simu[a语言的产生过程作为背景 -舟 

绍了面向对象语言的基本概念、发展过程。谈到了面向 

对象方法为人们提供 了一种现察现实世界的手段 ，帮 

助人们去组织、理解和感知现实世界的问题及其复杂 

关系．这种方法强调了对世界的宏现思维方式 ．这也是 

面向对象方法的精神所在。 

关于对象式语言的发展历史，Kristen谈到他从 

3948年 2月开 始从事挪威国防部一个计算模拟项 目 

工作。在该项目中，他们必须处理复杂事物的组织、行 

为及其问的动态交互关系．而 50年代计算机编程语言 

提供的抽象类型并不能完全表示模拟系统中的具体现 

象，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决定开发一个模拟语言 。1961 

年 Simula语言诞生 ．1965年 Simala的第一个编译器 

进入试用阶段 

一 个编程语言的产 生是由待解 问题 的需求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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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面向对象语言 Stmula的产生是 为了帮助^们理解 

和描述一十复杂的系统，并基于计算机模型丹析和解 

决现存问题及将来的问题 。Kristen指出：To program 

is to understand．这意味着你所编制的程序反映了你 

对问题的理解程度，程序设计过程就是对问题 的理解 

过程 可见 ．对象式语言打破了传统语 言的框架，建互 

了独特 的风格．更有效地帮助人们描述现实世界复杂 

的问题 

早年在美国我它卅I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名叫艾 

伦金的年轻 ^．从非 正常途径获得 了 Simula的编译 

器 ．他很快就掌握了 Simula的面 向对象的思想，并将 

其发展 ．他将对象式语言的思想与用户部分结合起来 ． 

形成了独具风格的 Smalltalk语言 

最后 ，Kristen给出了有关面向对象方法的许多重 

要概念 

2 特邀 报 告 I：SMIL and the W3C Document 

Object Model(DOM) 

由美国Compag(DEc)系统研究中心的 Jin Yu博 

士 报 告 。SMIL(Synchromzed Multimedia Integration 

Language)是一种用于 Web上描述动态多媒体演示的 

基于 XML的语言 DOM(Document 0bject Mode1)为 

操 纵 xML和 HTML文件 提供 了 一种 面 向对 象 的 

API。正在做的工作是定义一种 DOM 的 SMIL特定扩 

充，用于改变基于 Web的多媒体景色 ． 

5．特邀 报告 i：Softwar~Component Packaging 

and System Assem bly 

由澳大利亚 Monash大学 JunHart博士报告。在 

这十报告中，舟绍了一种软件构件打包和系统组装的 

方法．用于构件打 包的框架提升了丰富的构件接 口规 

范，处理 了构件接 口成份的语法、语 义和使用 问题 ．并 

允许描述构件的质量性质。基于构件系统组装的相关 

的框架倡导使用系统 的总体结构 ；依赖于用于组合的 

构件的接口规范；供给 了各种系统性质的组舍模型i支 

撑基于结 构和掏件的性质和特性的分析．这些方法的 

使用场景也被讨论 ，包括 自底向上系统组装 ，前向系统 

开发和基于系统的构件进化。 

5 专题讲座和技术报告 

TOOLS Asia’99国际会议安排 9月 22日垒天为 

专题讲座，23日上午为特邀报告，23日下午至 25日为 

技术性分会场报告。 

TO0Ls Asia’99共设五十专题讲座和二十一十 

分会场技术报告．五十专题报告为： 

1．programming u．gcr Interfaces using the AW T 

着重介绍了使用 JAVA 的 AWT(Abstract wi 

dows Toolkit)来实现独立于平台的 GuI程彦设计。 

2 Prog ramming User Interfaces with the JF℃ 

着重讨论 r使用新的 jFC／S~ving class进行 GU1 

程序设 计 这 里假设 丁雌 AwT为 背景，集 中关 注 

AWT导出的其他特性和变化 。 

5 The Java Jini distributed programming Envi— 

ronment 

Jini是 由 SUN公司开发的对于各种设备和软件 

服 务在网络上 即插即用”(plug and play)的一十新的 

环境。谊环境是针对能连结到网络 E的许多设备及主 

持罔上的软件服务的巨大市场而设计 的 此专题讲座 

覆盖了 J／hi程序设计 API，包括 ：J／hi结构模型、查找服 

务 、服 务登 记 、客 户搜 索 、租 契、安全 性、事 件模 型、 

Proxy查找服务、Java空闻等 

上专题讲座者为澳大利亚 Canberra大学的 Jan 

Newraarch博士。 

4 OPEN process with UM L notations with case 

studies  

此 专 题 讲 座 者 为 美 国 Principal Consultsnt＆ 

COO CASE Digital公司的 Bhvvan Unhelkar博士 

5 Implementing UM L relationship in C 

UML是 一种有 力的新的模 型语言．它 的表示法 

和规则将聚焦于一十软件系统的概念及物理的表示方 

面 ．UML告知我们如何建立和理解模型 。本专题讲座 

介绍了 UML的概念，着重点是关 系(relationships)以 

及如何使用 c 程序设计语言来表达关系。 

此 专 题 讲座 者为 澳 大 利亚 南澳 大 学 的 Frank 

Fursenko博士 

技术报告包括 以下 内容 ：(1)面向对象语言和系 

统；(2)面向对象软件开发；(3)分布式和算法系统；(4) 

应用和经验；(5)数据库系统 和应用；(6)面向对象分析 

和模型。 

4 主要收获 

第 31届面向对象语言和系统技术国际学术会议 

的与会代表一致反映 ．本次会议从技术质量和会议组 

织方面来看均获得了根大成功。来 自13个国家和地区 

的 100余名 代表参加 了会议，超过 了 以往任何 一届 

TO0Ls Asia会议 的人数 。邀请国内外著名 O0专家 

为程序委员会委员，对提高技术质量起了很大作用。由 

于投稿数量多，经严格评审和精选，使录用论文质量有 

了很大提高 ，特别是录用的中国学者的文章质 量比较 

高。本次会议及早建立了 Web Site，因而不但吸引了众 

多学者参加会议 ．而且保持了通信渠道的畅通 。许多代 

表认为，TOOLS Asia’99会议开得非常成功，在会议 

的组织 、技术性管理 和各项 活动的 安排方面 为未来 

f下转 幂 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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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光照模型对叶子进行真实感处理 

(3)树枝之 问的光滑连接处理 为选 到树 枝和生 

长于它顶部的于树枝之间的光滑连接 只要使得该树 

枝与于树枝连接点处有相同的切线矢量即可 。树 枝往 

往有多个子树枝 这时候可以使该树枝与其中一棵于 

树枝光滑连接 ，其它于树枝按它们 自己的生长方式生 

长 {图5) 

(4)真实感齄制 首先是光源和视点的设置 ，然后 

图 8二分类树 图 9三分类树 

按一定的光照模型进行真实感绘制，光照模型可 以采 

用 Phong模型，为达到更逼真的效果 ，也可 以采用光 

线跟踪算法 ，但这是 以时间为代价的。 

【5)制子 下面是四幅真实感绘制的植物三维图 

形 ，其中图6是单轴类植物 加上了对}对枝进行整体下 

垂的弯曲变换 。图7是柳树 加上 了对叶子的真实摩处 

理。图8是二分类型的树 ，图9是三分类型的树 

结论 计算机对植物的真实感模拟可以应用在多 

个领域 ，比如对生态环境的模拟 、建筑物布景、计算机 

美术创作、计算机动画设计等 由于植物 结构的多样 

性 ，因此提供一十开放的交互的 、多种模拟方法混台使 

用的植物建模系统能更快速方便地对植物进行三维建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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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S Asia会议封立了一十好的样板。 

主要收获如下： 

1．了解和掌握 了OO领域周际重新盥展和新态 

面向对象技术是软件技术中最为弓f人注 目的软件 

技术t从事该方向的研究人员众多 ，发 展也非常迅速 。 

该次会议 我们特别邀请到 了对象技术的创始人 Kris． 

ten教授 、对彖技术新 热点的知名学者作特邀 报告 和 

专题讲座 ，会议录用文章作者也来 自五湖四海，通过 和 

这些学者的面对面的交流和相互学习、研讨 ，了解和掌 

握了对象技术领域在构架技 术、XML技术、Agent技 

术、Java技术等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和发展动 态 这对 

指导我们进一步的科研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z-加强 了学术交流 ，建立 了新的科研合作渠道 

计 算机技术发展一 日千里，广泛而深入的学术交 

流和合作是计算机领域科研工作的重要环节 。该攻国 

际会议为我系我室乃至我国软件领域研究人员提供了 
一 个非常 良好的国际交流和台作的机会 。就我系我室 

而言t通过该次会议 ，我们结交了众 多的海 内外朋友， 

探讨了对象技术的最新进展和动态．更为有意义的是 ， 

我们结合重点实验室的对外开放的契机 ．在会议期间 

选择了部分工作较为出色的海外作者 +和他们进行了 

深入的讨论，并最终建立了长期 、豫定的科研合作和交 

流渠道。 

3．扩大了南京大学计算机软件新技术国率重点宾 

验室、南京大学计算机系、南京 大学厦南京的知名度和 

影 响 

南京大学计算机系及南京大学计算机软件新技术 

国家重点实验室在中国计算机软件领域具有一定的知 

名度和影响力，这次会议是 自我系成立及重点实验室 

建立以来举办的比较大型的国际会议．会议期间，我们 

通过各种渠道，系统地舟绍了我系、我室的研究方向、 

科研成果t吸引了与会各国代表的关注和好评。此外， 

会议期间我们细致 、认真的会务工作也展示了我们 的 

工作作风和中华民族的好客之道 ，受到 了各国与会代 

表的一致称赞 。这次会议的成功举办 ，在学术上和其他 

方面扩大了我系、我室、我校的影响，提高了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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