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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BA技术前沿 
The Frontline of COR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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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RBA 3 is enhanced by some im portant specifications which are integrating with Internet， 

QoS arA component mode1．It bri~ s several new features to US such as eBse—of—use and precise control 

tO establish architecture These additions will ensuTe that CCIRBA continuse to play an ever—increasing 

role in the computing world of the future The topic shows what are th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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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ORBA 3的规范 中引入 了许 多新 的技术，使 

CORBA 的功能得到扩展 使 CORBA更 易使用。虽然 

目前 尚没有符合 CORBA 3规 范的产 品，但 是我们从 

这些规范中已经可 以看到 CORBA最新技术的整体结 

{匈。 

CORBA 3的改诜共包含 下列三十方面 ：与 Inter- 

net集成 、服 务质量控 制(QoS)和 CORBA 组件结构 。 

本文将对这三十方面详加阐述 

1 与 internet复成 

在 CORBA 3的规范中 ，有两项使 ∞ RBA与 Tn． 

ternet的继承更为紧密 它们是防 火墙规范和可互操 

作的名称服务规范。 

1 1 防 火墙规范 

cORBA 3的防火墙规范的 目标是 ORB能更好地 

与 防火墙协同工作 ．使客户通过防火墙 到服 务器 的通 

讯能更 好地被控制。该规范对传输屡和应用层的防火 

墙进行 r定义 ，此外它还定义了双向的 GIOp连接 ，该 

种连接对 CORBA 的回调 和事件处理非常重要 。防火 

墙规范的定义可 以保证基于 coRBA的应用可 以安全 

地运行 在 lnternet上。 

传辅层 防火墙允许使用不同的应用层协议来访问 

受保护 的资源 ．完全 根据传输包 中的地址信息来控制 

资源存取，通常它只在建立连接时执行存取控制检查。 

应用层 防火墙则严格限制使用某种 应用层协议 ，如 I一 

10p或 HTTP，即使在相同的主机和端 口上的连接 ，不 

同应用层协议的通讯在通过 防火墙 时可能产生不同的 

结 果 。 

传输层防火墙运行在 TCP协议 上，使用地址转换 

机制来实现对 内部地址的保护 在 CORBA 防火墙规 

范中 指定了 TCP的 683端口用于 IIOP，684端 口用 

于使用 了SSL协议 的 IIOP。管理员可以对防火墙世行 

配置 ，使它能过滤基于 lIOP的 CORBA信息交流 。对 

于CORBA则不需要更多的修改。 

SOCKS协 议是传 辅层 的网络代 理协议 ，在基于 

TCP或 UDP的客户和服务器对象之间建立作为数据 

通道的代理 该代理对于客户和服务器是透明的 对于 

SOCKS I10P仅仅 是一种基于 TCP的应用层协议，它 

能为 IIOP提供 代理机制 。CORBA 的客户程序不需要 

修改源代码 只需链接 支持 SOCKS的 TCP库，井配 

置所在主机将 SOCKS请求发 往指定的代理 服务器 ， 

就可 以通过 SOCKS代理建立 到 CORBA服务器的连 

接 

在规范中还定义了 Glop代理防火墙，它是 一种 

针对 GIOP的应用层 防火墙 。GIOP代理 防火墙基于 

GIOP包中的信息完成存取控制。例如 GIOP代理可 以 

吾准对某十特定对象 的访 问，或否准对对象的某个操 

作 。 

在应用 中，CORBA 对象常常需要对调用 它们的 

客户进行回调或触发事件 ，响应客户的调用请求。这种 

响应与客户调用对象的信息传递方向相反。但是标准 

的 CORBA连接 只能进行单向的调用请 求 回调则需 

要建 立第二十反向的 TCP连接 这样对于防火墙是不 

能接受的 ，新建 的连接 通常是 无法通过防火墙 的过滤 

的。在新的规范中则允许同一 IIOP连接上能够进行双 

向的调用请求 ，这样在某些严格的环境下不至于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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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两端的安全。客户在建立连 接时 ，指定其双向性； 

服务器对客户的回调 不创建新的连接 

1．2 可互操作的名称服务  

将名称与对象引用联系起来称为名称绑定(Name 

Binding)；名称上下文 (Namiag Co~text1则是包 含 名 

称绑定集合的对 象；名称解析m ame Resolved)是指在 

给定的上 下文中确定名称所指的对 象}绑 定名称 则是 

在指定的上下文 中创建一个 名称绑定。 

在规范 中 CosNaming模块定义了名称服务所 需 

的 界 面 ，它 们 是 NamingContext、Bindingherator和 

NammgComextExt界面 NamcrrgContext界面 定艾了 

名称上下文 的数据结 构和其中的操作；Bindingherator 

界 面提 供 客 户 遍历 名 称 绑 定 的 操 作 ；NamingCon— 

textExt界面从 NamtngComext派 生出来 提 供使 用 

URL格式和字符串格式名称所需的操作 

在规范中引入 了新 的 URL格 式名称 ．用来表示 

对象 引 用 iioploc的 URL格 式类 似于常 用 的 ftp和 

http格式t用来指定 近程的 CORBA服务 ．包括名称服 

务 iiopname的 URL格式 中包 含表示名称绑定 的字 

符串格式名称 字符串格式的名称使用 ／”作为名称的 

分隔符．使用“”作为 名称中 Ld和 kind域的分隔符 i— 

iopname调用远程 的名称服 务，解析字符串格式表示 

的名称．获得命名对象的引用 

例如 ，~opname：／／1．1@myhost xyz com：9999／ 

a／b／c是符合该规范 的 URL格式 它表示在主机 my— 

host．xyz com：9999上 的名称 上下文 ，该 上下文 由主 

机 上 的 名 称 服 务 代 理 通过 LocateReply或 LOCA— 

TION—FORWARD应答返 回，该 代理支持 IlOP1 1版 

本规范 ．而 a／5／c则用于在上下文 中解析 产生对应 的 

对象引用 ． 

2，服务质量控制 

在 CORBA的原来 版本中 ，对服 务质量 (QoS)的 

控制提及较少 ，而在网络环境 中．系统的响应时间、操 

作优先权和系统客错等是应用中需要顾及的因素。在 

CORBA 3中t引入了几个与服务质量控制相关的新规 

范 ，它们是异步消息处理 、最小化 CORBA，实时 COR— 

BA和 CORBA容错等规范 

2．1 CORBA异 步消息处理 

原来的 CORBA 规范缺乏对 异步 消息处理 的支 

持 ，在分布式应用中明显存 在功能缺陷，因此在 COR- 

BA 3中定义了异步消息处理规范 ，其 内容包括异步方 

法调用 与时 间无关的调用 和消息处理的服务质 量等 

三 个方 面 

原来的 CORBA 中只提供了同步和延迟同步 两种 

调用模式 在同步调用模式 中，客户程序或线程在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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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调 用后将被阻塞，等待服务器返 回结果；在延迟同 

步调用模式中，客户线程可 继续执行，但采用轮询方 

式 查询是否有 结果返回．而且该模式 只用于动态调用 

界面 ．在 cORBA 3中引入的异步消息处理提供了两 

种调用模式 ：回调和轮询 在回调模式 中，客户将一十 

回调对 象引用作为调用的一部分 ，服务器 在返 回结果 

时 ，激活客户端的回调对象。在轮询模式 下，调用将返 

回一十对象 ，客户可 以任意查询 该对 象获得所发 出请 

求的状态。 

与时间无关的调用提供了原 IIOP所没有的存储 

转发功能 ，定义了扩 展GIOP的路由协议 当被调 用的 

对象未处于活动状态或无法激活时，调用请求可以暂 

时存储在代理中．在适当的时候转发给被调用的对象t 

请 求的生命周期则可以由相应的服务质量控 制来指 

定。同样 ，服务器对客户的应答也可 以使用该存储转发 

机制 而扩展 GIOP的路由协议定义了存储转发 代理 

对象、它用于将 消息发往下一代理或将消息同步分发 

给指定 的目标对象，提供实现与 时间无关调 用所 需的 

功能 。 

消息处理的服务质量在原 CORBA规范 中是 没有 

提到 的，它包括传卓禽质量、队列管理 和消息优 先权等 

客户和服务器可以通过设置消息优先权和生存时间， 

对时间敏感调用设置起止时间，或控制 路由l囊略等方 

法 实现消息处理过程中的服务质量控 制。提 供对服务 

质量的控制 ．可 以加强 CORBA的可 靠性和可扩展能 

力 ，使其能更适 用于企业级的分布式计 算环境 。 

2．2 最小化 CORBA 

最小化 CORBA规范是主要针对嵌入系统而制定 

的 嵌八系统在完成后 ，通常是烧成芯片来进 行批量生 

产 ，它要求在设计时就要确定可用的资源 、要创建的对 

象和对象的位置。因此 ，用于嵌入系统的cORBA不需 

要 动态机 制 ，如动 态调用 界面和 界面库 等。最小化 

CORBA定义了 CORBA的一十于集． 

在最小化 CORBA中舍弃了标准 CORBA靓 范中 

的一些 内容 ，这些内容在主流的 CORBA应用 中是有 

其存在价值 的，但是它们也将耗 费一定的资源和其它 

代价 。在最小化 CORBA 中舍弃的这些内容 ，如果需 

要 ，可 在应用程序 中来实现 。 

晟小化 CORBA规范中定义的内容保 留了 COR- 

BA的主要优点，如应用程序的可移植性和 ORB问的 

可互操作性。它适用于大多数的有限资源系统 }同时与 

标准 CORBA应用有完全的可 互撵作性 ；它支持 全部 

的 IDL，只要有足够的资源 ，任何 CORBA应用都可以 

在标准 CORBA和最小化 CORBA环境下运行 

最小化 CORBA规范由于没有 了标准 CORBA所 

具有的 动态特征 ，因此它可以在设计时进行界 面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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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 。确定它的各项特征 

例如在符合最小化 CORBA规范的 ORB界面中． 

用于 支持 动态调 用界面 的 creat—list和 creat—opera— 

tion—list操作被 舍弃 了．基本 ORB操作 所不需要 的 

work—pending、perform—work和 shutdown操作 也被 

舍弃了；在Object界面中，用于界面库 的 get—interface 

操作和支持动 态特征的 is—a．non—existent和 create— 

request操作都被舍弃。 

虽然最小 化 CORBA 舍弃 了许多 内容 。但 由于编 

译器和链接程序是按 CORBA规 范定义的 ．一些进一 

步的优化只能 由应用程序来实现 ．这些 内容包括类型 

安垒、异常处理和继承等方面 。应用程序 如果不需要这 

些特征．可以不使用 它们 。以获得更精简的代码 。 

2 5 实时 cORBA J 

实时 CORBA 规范是基于 CORBA2 2和 CORBA 

消息处理规 范对 CORBA 规范的扩展 ．它使用优先权 

模式将线程、协议和连接等资源进行标准化控制 ，以获 

得在实时环境中所需要的“可预见 ”特征 它将 COR— 

BA 环境 中的灵活性 、可移植性 和可互操作性 引入了 

实 时 系统 。 

实时 CORBA 规范的核心是固定优先级调 度。在 

实时系统 中“及时性 与功能 同等重要 ．控制实时系统 

中各组件的行为就可以提高整个系统 的可预见性 。实 

时 系统通常不 是纯粹 的 CORBA 应用 ．它们不仅只有 

请求和应答信息的操作 ．还有处理 I／O等其它与 ORB 

无关的操作 ．规范称这些操作为“活动(activity)”。规 

范将活动抽象成传辅中、静态和运行中三个状态．并提 

供界面使开发者可以定义和调整活动的状态。对于执 

行这些活动的线程 。可 通过设定优先级 来保证其运 

行的可预见性 优先级可 以在客户端设定 ．也可U在服 

务器端申明。 

实时 CORBA 包括 两 个新 的模 块 ．它们 是 RT— 

CORBA 和 RTPortableServer模块 。所有的实时 COR— 

BA界面 IDL定义都包含在这两个模块中。例如 ：RT— 

CORBA ：RTORB定 义 ORB的扩 展界 面 ．它 负责配 

置实时 ORB的操作和管理其它实时 ORB界面实例的 

创建和注销 ；RT—CORBA：：Mutex界面提供对 系统 资 

源存取 的并发控制 ；RT—CORBA：：Priority界面定 义 

r适用的与平 台无关 的优先级 机制 ；RT—CORBA：： 

Current界面提供 存取 CORBA 线 程优先 级的方 法 ； 

RT—CORBA：：Threadpools界 面 提 供 对 服 务 器 端 

ORB上运行的线程进行管理。 

2．4 CORBA的窖错 ̈ 

CORBA 容错 规 范是 对 标 准 CORBA 规 范的 扩 

展 ．它基于实体冗采、差错检测和故障恢复等方法来提 

高系统的可靠性 。 

实体冗余是指将对象复制．然后将复制的对象分 

布在不同的主机中．客户可以在它所要求的服务器出 

现故障时 。将请求重新透明地发往复制的服务器对象 。 

对象 的复制可 以由应用 程序控制 ．也可 以由 CORBA 

的容错机制 自动控制 差错检测和故障恢复列通过检 

查点(Checkpoint)设定和 日志(Log)等方法来实现。 

对 象 和 它 的 复 本 被 当 作 一 个 对 象 组 (Object 

Group)来管 理 。对 象的 各个复 本都有 各 自的对 象 引 

用 。而 整个对 象组 拥 有 一个可互 操作 的对象组 引用 

(IOGR)。供客户使用 的是该对象组引用 ．对象组 象普 

通对象一洋响应 客户的请求。对象组 内部的对 象复制 

和故 障恢复对客 户是透明的。 

在 CORBA 的 容 错 规 范 中．还 引 入 了 客 错 域 

(Fault Tolerance Domain)的概念。一个容错域包括多 

个主机和多个对象组 ．一个主机可以支持多个容错域 。 

容 错 域 中 的 所 有 对 象 组 都 由同 一 个 Replication- 

Manager创建和 管理。但它们 可以调用或被其它容错 

域中的对象调用 。 

在客错结构 中，Repl[cationManager。FaultNotif[er 

和 FauhDetector作为 CORBA对象实现，Replication— 

Manager 继承 了 PropertyManager． ObjectGroup— 

Manager和 Gener[cFactory界面。虽然在一个容错域 

中只能有一个 Repl[cationManager和一十 FaultNoff 

tier对 象．但是 它们可 以象应用程序对 象一样 被复制 

来提高可靠性。Factory和 FaultDetector对 象在各主 

机中都存在 ．它们不需要被复制 。此外 ．消息处理、日志 

和故 障恢复 机制 在各主机中都应存在．它们不是 

CORBA对象 ．而是 ORB或 ORB与操 作系统之 间的 
一 部分 。 

用户通过 PropetyManager定义对象组 的容 错属 

性．如对象组和对象组成员的一致性状态是 由容 错结 

构控制还是由应用程序控制。通过 Gener[cFactory的 

create—object()方法 创建对 象的复本 。通 过 Object— 

GroupManager的 create—member()、add—member() 

和 re．1ove—member()方法控制对象组成员 的舔加、删 

除和定位。在各主机上运行的 FaultDetector对象调用 

PullMomtorable中的 is—alive()方法来监视本机应 用 

对象 。全局的 FaultDetector对象负责监控各主机 本地 

的 FaultDetector对 象。在由支持复制 的各应用对象所 

实现 的 checkp01ntable界面中 。get—state()方法提 供 

容错所需的 日志机制 ．set—state()方法则提供故 障{荑 

复机制 。 

5 CORBA组件【 

在 CORBA 3中 最 引人 注 目的 就是 新 引 入 

CORBA组件 的技 术规范 。组件技术的引入对程 序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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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者和用户都会带来好处 ．如使用组件技术可以简化 

软件的开发过程 ，降低软件的运行维护费用 ，提高软 件 

的 可重 用性 。 

cORBA组件技术是服务器端 的技术 ，它包括 以 

下三 十方 面 ： 

· 组件容器，它是 CORBA组件 的运行环境 ．提供 

事务处理、安全性 、持久性和事件等基本机制； 
· 与 Enterprise Java Bean集成 ； 

· 软件分发格式，使 CORBA组件可以市场化。 

5 1 组件模型 

组 件对于 CORBA是新的类型，扩展 了对 象的定 

义，它可 以在 IDL中指定 也可 存 在于界 面库‘In— 

terrace Repository)中。指示组件的组 件引用，是特殊 

的对象引用．组件的定义则是界面定义的特殊化和扩 

展 。 

组 件可 以提供多个对 象的引用．可 以支持不 同的 

CORBA 界面 ．这些引用称为面(facets)。而每个组件 

有～个 与它定义相对应的界面，称为组件的等价界面 ． 

客户可 以使用该等 价界面遍历组件的各十面。 

组 件的实例标识主要 使用它的组件 引用，其次是 

它的面引用集台 此外组件还有与它相关的主键值，主 

键值对客户是可见 的数据 ，客户可以使 用它来获得组 

件实例 的引用硝l主键值不是组件的特征 ．它由管理组 

件的 home来维护 

在规范中定义的组件 home是用来管理荽指定类 

型组件实例的界面，它可以管理组件的生命周期 ．以及 

组件实例和主键值之 间的对应关 系。home的定义中必 

须指定唯一的可管理组件 类型，相同类 型的组件可 以 

由多十不同的 home管理 ，但一十组 件实例 只能 由一 

个 home管理 。 

组件技术的引八．需要扩展 IDL。组件在 1DL中使 

用新的关键字 component来定义，使用 provides声明 

界 面，emits或 publishes声 明事件 的源 ，consumes声 

明事件的处理过程 ．使用 attribute声明属性 组件的 

面使用关键字 object和 provide一(name)定义 

在规范中还引八了组件实现定义语言 (CIDL)，是 

用来描述组件实现结构和状态的描述性语言。支持组 

件的 ORB产 品能根据 CIDL生成组件实现的框架．组 

件的编 写者扩展这些框 架完成组件的实现 。在 CIDL 

中包括 用来声 明组件状态集舍 的结构(称为存储类型 

storage type)，和管理 这些结 构的界 面 (称 为 storage 

homes和 persistent stores) 这些结构和界面可以用 

来实现组件的持久性 

5．2 组件窖器 

组 件容器提供 CORBA组件运行时的 执行环境 ， 

是基于 ORB、POA和 一些 CORBA服务的服务器端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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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件容 器对 象 的各 界面 在 Container模 块 中定 

义渣l件容器包含在组件服务器进程中，一十组件服务 

器进程中可以包含多个组件容器 组件容器的创建和 

撤 消由容器管理器(Container Manager)来 完成 ，创建 

容器时通常同时创建所需的 PoA。POA用于创建可 

供客 户使用的组 件引用 ．以及在收到 客户请求后激活 

组 件 实例 。 

通 过容 器的 Container Type可 以指 定要使 用的 

C0RBA服务 ，通过 CORBA：：ORB界 面中的 resolve— 

imtial—reference操作获得所需服务 的初始 引用 ．并完 

成服务所需的配置操作 ．如：建立事件'礞和处理程序所 

需的通道 ．创建和初始化持久操作所需的数据库连接 ． 

确定用于解析组件名称的上下文。 

在 CORBA组件规范中，组件容器分为五类 ，它们 

是 ：Empty容器 管理的组件其实现可 以使用 CORBA 

中的所有界面)、Service容器(管理无状 态的 coRBA 

服务组件 )、Session容器 (管理 有状态的 CORBA会话 

组件)、Process容器(管理使用持久化机 制封装 了服务 

器上 所有效据 的进程组 件)和 Entity容器 (管 理使用 

持久化机制封装了服务器和客户之间共享数据 的实体 

组件)。 

5．5 与 EJB羹成 

基于 Enterprise Java Bean规范的 EJB是一种 Ja— 

va组件 根据 CORBA规范的定义 ，EJB与 CORBA组 

件是兼容的．分布式环境 中的应用程序可以混合使用 

在 CORBA组 件服 务器 中运 行 的 CORBA 组 件和在 

EJB环境下运行的 EJB，CoRBA组件服务器既能支持 

CORBA组件也能支持 EJB，按 EJB模式使用 Java编 

写的 coRBA组件可以部署到 EJB服务器中 

部署 在 CORBA组件 服务器中 EJB对于其 它的 

EJB(无论是否部署在 CORBA组 件服务器 中)都可 以 

被看 作是 EJB远程界 面 ．通 过 RMI／IIOP可 以访 问 

CORBA组件服务器中的 EJB。 

基于 Java到 IDL的映射和 IDL对组 件的扩展，通 

过 RMI编译器 可 以产生组 件形式 的 EJB封装或 代 

理 ．锟容易地实现 EJB在CORBA组 件环境 中的应用 。 

EJB可以有两种方法部署 到 cORBA组件服务器 

中，一种是将 CORBA组件客器设计成 EJB容器的超 

集 ，包含 CORBA组件容器和 EJB容器的 内容及所 需 

的协议 ，弥为 Direct Hosting；另一种方法是创建 一组 

适配器对象 ．使 EJB看起来象 cORBA组件 ．称为 EJB 

Adaptation。在 Direct Hosting方法中 ．如果 ORB与容 

器都使用 Java编写 ，则部署既筒单又直接 ；如果 ORB 

与容器不是使用 Java编写 ．则容器的 EJB界面需要有 

Java代 理 ，EJB也 必须有 编译 的语 言 代理 在 E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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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ation方 法 中 ．需 要 用 Java实 现 EJBObject和 E一 

)BHome界 面 。 

5 4 组件的打包和部署 

组件的实现可 以被打包和部署。CORBA组件包 

由某个抽象组件的一 个或 多个实现组成 ．它包括一个 

描述符和一组文件 。组件 包可以安装到计算机上 ，或与 

其它组 件组成 集合 (assembly)，包作为集合 的一部分 

来部署。 

组 件包通 常作成 文档文件 ，以“car”为文件扩展 

名。组件包中的描述符用来描述包的特征和指向包中 

其它的文件 ．通常 使用 csd”作为扩展名 。XML被作 

为描述 包中元素的语言 。 

在组合成 集合或部署时 ．需要使用组 件描述符文 

件中描 述 的组 件 信 息。组 件 描 述 符 文件 通 常 使 用 
“

ccd”作为扩展 名。组件描述符分两个主要部分 ．第一 

部分是 描述组 件的一般信息 和部署 时所需的组件特 

征；第二部分是描述组件所支持的界面、继 承的组 件、 

使用和提供的端 口等 。组件描述符 由 CIDL编译器产 

生，用户可以手工修改和完善。与包描述符一样 ，组件 

描述符也使用 XML作为描述语言 
一 组相关的组件包组成组件集合 ．可 以用来同时 

分发 多个组 件。组 件 集合也 是被 作成文 档文 件．以 
“

⋯  为扩展名 ：组件集台使用一个集合描述符文件 

来描述集合 ，包括集合中包含的组件、连接信息和分 区 

信息等 集合描述符文件使用“．cad”为扩展 名，使 用 

XML作为描述语言。 

部署工具用来在安装站 点上部署单独的组件和组 

件的集合 。部 署的过程可以分为四个步骤 ： 
· 用户使用部署工具确定各组件安装到哪台计算 

机 ，同一集合中的组件可 以安装到一台计算机上 ，也可 

以分帮到网络中 ； 
· 在各平 台上安装组件实现 ，部署组件 实例 。如果 

在 主机上 已安装有相 同唯 一标 示符(UUID)的组 件． 

则不再安装； 

- 在 指定的主机 上演示组件； 

- 根据集合描述 符中的描述 ，连接各组件 。 

基于 组件 的应用程序 ．还可以使用脚 本语言控制 

组件完成应用程序的功能。这样不需要熟练的程序员 

就可以修改和调整应用 程序的运行 逻辑Ⅲ。因此 ．在 

CORBA 3中还引入了针对组件的 CORBA组 件脚 本 

规范 ，使得 CORBA组件的应用更加方便。 

结束诺 自 1991年 OMG推 出 CORBA 的第 一 

个版 本以来 ，CORBA 技术在面向对象的分 布式 系统 

领域 中不断完善和发展 最新 的 CORBA 3规范引入 

了几种新的技术 ．虽然其 中也存在着不足 和需要完善 

的地方 ，但我们仍然 可以看到 CORBA旺盛的生命 力， 

及其在分市式领域强 大的竞争力。 

参 考 文 献 

1 OMG (3ORBA／Firewall Security http：／／cgi omg org／ 

egi—bin／doe?orbos／98—-0S— 04 
2 OMG Interoperable Name Service http：／／cgi．omg org／ 

cgi—bin／doc?orbos／98—10-l 1 
3 OMG CORBA Messaging http-／／cgi omg org／cgGbin／ 

doc?orbc*／98—05—05 
4 OMG minimum CORBA http：／／cgi omg org／cg[一bin／ 

doc?otbos／98—08 04 

5 OMG Real—time CORBA http：／／c omg org／cg／一bin／ 

doc?orbc*／99—02—12 
6 OMG Fault tolerance CORBA http ∥ cgi omg org／cgi— 

binldoc’orbos／99·l0—05 

7 OMG CORBA Comp仰 ent5 http ∥ cgl，omg otg，cgI— 

bin／doc’oFbos／99—02—05 
8 OMG 00RBA Compca~ettt Scripting http ／／cgi omg 

org／cgi—bin／doc?orbed／99—08·01 

(上接 第 15页) 

4 Vckovski A SI)ecial Issue：Inrtr0perab L【Lty in GIS．Inter— 

nationa1 ．1oum al of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c ience， 

l998．12(4) 

5 Korris,an C．Geodara Interoperability：W hat does It M ean 

f0r Business Geography? Available ar http：∥ 

OpenGIS org／ 

5 Chen Shupeng．Ge o—I or~ tion and Regional Sustalnabie 

De~ lopment Surveying aad Mapping Publication·Bei— 

ting，l995 

7 Open GIS Consortium The Ope nG1S Abstract Specifica— 

tlorvOpenGIS Project Documents．1999 99～l】5 

8 Open GIS Consortium．OpenGlS Simple Features Specifi- 

cation For OLE／c0M Revision l 0．18 M av，1 999 

9 Ope n GIS Consortium．C)penGES Simple Features Specili- 

cation For 00RBA Revision 1 0．18 May 1998 

10 Open GIS Consortium，OpenGlS Simple Features Specifi- 

cation For SQL Revision 1 l 5 May 1999 

H 0珊 n GIS Eom rtium OpenG~S 曲 M ap Server如 忙 

(ace Imp1ementatlon Specification．Revision l 0 0 l9 

Aprl[．2000 

12 Ope n GIS Co nsortium Coordinate Transformation Set． 

vices．Revislon l O0 12 January 200l 

l3 Open GIS CotL．~ortion1．Grid Coverage Revision 1．0O 12 

January-200l 

J4 Open GIS Consortium OpenGIS W eb Map Server Inter— 

face Implementation Speci[ication．19 ApriI．2000 

l5 Op en GIS Consortium Geography Markup Language 

(GML)20 February．2001 

l6 Open GIS Consortium．The OGC TechnicaI Committe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rocess W ayland． № 一 

so．cbusetts+l997 

17 ESRI．ESR1 Ope n Strategy-- W hite Papers on SDE／CAD 

Client sL Spatial Data Warehousing l995 Available at 

http：∥ ．esri corn／base／company／oper,gis／ 

l8 Goodchild M ．Futur~ Direction (or Geographic Informa- 

t n sciet,~a，Ge ogr*．ph~~ln【aHn毗 n sc e，199 5(1) 

·11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