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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 前 的 Web技术 主要 采取 的是 HTML(Hyper 

Text Mark—up Language)文档的解陕方法来对万维网 

上的信息进行组 织表示发布、传输、定位。简单地说 ，即 

是对大 量 HTML文挡进行组织 ．在 HTMI 文挡中嵌 

入包含有 URL(Universa]Resource Loeators)的特殊 

标 志．将 HTML文档互相 链接然后利用 HTTP(Hy— 

per Text Transfer Protoco1)进 行传输 ．其优点在于简 

单 ，维护方便 ，能够方便地 构造出内容生动丰富的 用户 

界面 ，但是 、 b技术所依 赖的传输 协议 HTTP从本 

质上说是一个面向静态文档的协议 ．难 以处理复 杂的 

交互操作 ．并且最令人头痛的是 Web上的资源往往缺 

乏有效 的组织 ．其上信 息的检索却相关 ．一致性的控制 

是十分麻烦的 ．对复杂和大规模应用往往难 胜任 针 

对于这种情 况，国 内外的厂商和研究机构提 出了一些 

解决 的方法 ：其 中 WaQS提 出类 SQL语 言查询 Web 

并利用 UNIX工具实现 了原型系统。。]．但没有给 出数 

据模型 ；WebLog 提 出类 Datalog语言 ，着重 于 Web 

文档的内部结 构；Mendelzon等人在文 [3]皿其后一系 

列论文中提 出了 web查询语言 Web SQL并实现 了原 

型及应用举例，其数据模型类似对象模型．在基于 

WebSQL基础上给出了形式化的 Web演算 ，此外还提 

出基于场地(Locality)的查询优化思想；RAW 提出 

了一个 Web关系代数及其操作 陈滢等提出了基于标 

记图的 Web数据模型。 ．实 际上．大 多数 学者 和研究 

人员将 Web作为一种半结构化数据源 ，主要关注 Web 

备个文档的链接关系 ．而不是从 文档 内容的内在逻辑 

关系去构建 、 b数据模型 

本文针对大量无组织零散的分布于同上 各处的信 

息数据 ．提 出一种在逻辑上有组磬!的统一的多媒 体数 

据对象 ．它特有效地帮助用户检索到所需要的信息t适 

应复杂和大规模应用 有效地保证信息数据 的一致 性． 

同时也有利于问站的有效管理 另外 本文提 出了分析 

该框架性能的基本参数模型 

2 Web数据组织新框架模型 

针对当前 Web技术 的特点与网络大型应用之 间 

的矛盾 ， 及未来罔上应用发展趋势和要求 ．耩们 结合 

了当前 Web技术和数据库技术 ．扩充了 HTML文档 ． 

提出 了一种基于资源对象的 Web资源组织框架模型 。 

2 1 框架系统的整体结掏 

当客户在客户端上的浏览器上发出对某一信息的 

要求 ．由客 户端 的对 象客户端接收 HTML文端 向 

web Server发送。当 Web Server接 收到 HTMI 后将 

其有关对象的 HTML提交对象服务器 ．对象服务器对 

封装在 HTML中的对象信息分析后 ，向数据库服 务器 

提出相应请求，数据库服务器将依据请求 ，向对象服务 

器输出构建对象的原始 的文本、图像 、视频 、音频 信息 

数据 ，对 象服 务器 将原始数据 封 装后 在动态 生成 的 

HTML文档中嵌入多媒体信息对象 (即资源对象)，然 

后发送 Web Server．再由 Web客户下载后 ．由对 象客 

*)本研究由国家高性能计算基盘部分资助 ．胡久乡 博士．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人工智能．网络技术、计算机可视化技术 ．钟 

璃 硬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网络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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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端将用户所需信息提交显示培用户 

Web客尸 

困  

图 1 框 架 系统 的 整体 结 构 

2 2 多煤体信息对象 (即资源对象 ) 

在框 架中我们 看到资源对象是一个关键性 的角 

色 ，正是它使得 Web上存放的散乱信息变得高度有机 

统一 ．大 大缩减了用户操作时 间．克服 了传统 Web 

交互的田难。其实资源对 象是我们 利用面 向对象的技 

术对 Web上的信息和相应操作进行有机组织得到的。 

2 2 l 资溽 呻象的结构 谈到资源对象首先要 

提 到对 HTML文档的扩充 ，加八 一个对 象容器的概 

念．抟们将所有同属于一个资源对象的所有 Web页面 

放在一个对象容器 ，在通常情况下，容器中对外仅提供 
一 十标签页 标签页上包含有对资源内容的简介 ，并且 

封装了资源对象浏览许可和进入资源对象操作 在获 

得资源对象测览许可 ．并进八资源对象之前 ．对任何一 

个资源对象仅可见一十标签页 在进入 资源对 象后我 

们可以看到允许洲 览的 Web页 ，Web页之间 的链接 

全部封装 对象之间可以互相包含，例如图2中 A对象 

包含了 B对象 简单说资源对象将包含以下成员和操 

作 ： 

成员 ： 

· 标签页 ：包含了对该 资源对象的简介与封装 ，浏览许 

可和进入对象操作 
· 目录页 ：对该资源对 象，资源使用操作 的封装 和进八 

相关页面操作 

· 资源页 ：提供 资源 页面．有时可 能与 目录页重 合 ，台 

用 

操作 ： 

·浏览许可 ：对某些特定资源 的访问进行身份检查 ，确 

保安全性 
·进八对象 ：进八对象 ．提交 目录页供用户使用资源对 

象 

·资源使 用 图片，文本显示 ，音频 ，视频播放 ，依资源对 

象不 同 
·Down In：进八所包含的子对象操作。 
·Up out：进八资源对象 目录页 
-Jump out：进八相关的资源对象标签页 

资源对象之间除了上下包含 之外 ，还可能有些别 

的关系 ，例如商品资源对象和厂家资源 对象之 间关 系 

不使用包含关系 ，为了方便用 户对象资源收集 ，所以提 

供了 Jump out操作 ．从整体上来说资源对象内部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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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统 一的 ，页面之间的链接生部封装 ．无法见到显示的 

URL链接 ， 

对象容器 

图2 资源对象 

2 2．2 资源对象的洲宽．使用设置 通常可 以装 
一 个 index页面 ，将一 批相关资辑对象的标签页链接 

放入其中．或者可以将标签页存放入 一个 网络搜 索页 

面中，让用户通过对 内容检索 而得到相关 资源对 象的 

标签页。 

2 2 3 资源时象与用户 的交互 显然用户 浏览 

使用 资源对象其实就是一种变互 ，另外在对象服 务器 

中存放有相关的模板供用户使用 ，由用户来创建 资源 

对象 ，提供各种资源 ．并设 定资源对象放置位置与使用 

许可 

2 5 对象服务器 

对象服务器其作用在 于完成对象 的构造 以及析构 

过程 ，负责将效据库 中的原始的基车类型数据 ：文本、 

图像、声音、视频等信息构造成高一个逻辑层次的资源 

对象 ，同时又负责将 由用户以资源对象形式传回的信 

息析构成相应的基本类型数据存八 目前通 用的商用关 

系数据库 中，其结构大致划分为 ： 
· 对象模板 ：依据相关对象信息来指导 ，对象构造 

器，生成或析构对象 

一对象构造器 ：依据对象板模板生成或析构资源对 

象 

· 智能 Agent：依据对象资源 请求状 态，对一定资 

源对象采用缓存共享的方式 。 
-对象缓冲区：对资源对象进行缓存 。 
· HTML模板 ：用来生成对 象容器 装八资源对象 

形成 HTML页 

图3 对象服务器 

显然 对象服务器可以采用 CORBA技 术来实现 ． 

采用分布方式，并发操作将加快对象生成和交互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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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对于巨型的复杂的应用来说该层服务器分布式技术 

台适且现实 

5 框架性能的分析 

显然该框架组 织对只有少量 信息的 Web服务或 

只需要极少量信息的嗣上应用 ．没有什么益处 ．反而 由 

于存取数据库 ．掏建模 型资源对象而大大降低反应时 

间 但是对于需要复杂多媒体信息的一些网上商场 ，电 

子商务，网上教学确能很好地提高效率，主要是由于对 

象 的组织使人们在各个网页之间链接来、链接去的查 

找时间减少 ，基本上找到一 个资源对象就可以找到一 

批相关的资源 ，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我们可知 ： 

总体时间 T—tTp+t帅+t⋯  

t丁 网络传输时间 tr 一V，总体数据量 V 网络传输 

室 

显然 tTe与网络硬件操作系坑的关系密切 ．我们能 

做的是减少重复传送 ，而其它一般 没有 办法。try1对象 

构建和析构时间 t帅数据库查询等操作 时间。 

f + t wi十I # 7呲 

脚一1 f + 目i+ 胛呲 
t帅 = t* *+ tt + ● 。 

由于缓冲区的建立 ，因此 

理通 道．故增大 n必然使 t轮询时间增大(即 各个请求 

平均等待时间)所 必颓对D取一1、合理的值范围。 

必须注意到 以 E都是在没有进 入临界状 态的情 

况 因为我们知道任何系统的资源总是有限的 ，随着客 

户连八增大 ，进程不断开设 ，系统可用资源将减少 ．到 

蛀后进八临界状态 ，即系统己无可用资源 ．当有一十新 

客户到达 时．系统为了替其建立进程和分配资源 ，必然 

导出其它进程到硬盘 ．从而引起 系统 抖动，不断导进导 

出，性能急剧下降 ，所 必须通过实验测出系统临界状 

态 ，确定用户 上限。 

结论 本文针对大量无组织零散的分布于网上各 

处的信息效据，提出一种在逻辑 上有组织 的统 一的多 

媒体效据对象 ，它将有效地帮助用户检索到所需要 的 

信息 ，适应复杂和大规模应用 ，有效地保证信息效据 的 
一 致性 ，同时也有利于阿站的有效管理 。另外 t本 文提 

出了分折该框架性能的基本参效模 型 该框架结构对 

Web资源进行了有效的组织 ，建立了基于面 向对象观 

点的资媚f对象模型，比较适用于复杂的多媒体 信息效 

字网上应用。 

T=tTr+ t + #● E。 

由于缓 冲医是牺牲相应内存和硬盘空间 t故不会太大 2 

t±t ^+t~-m<<teo+ tm 。 

所以如果能提高缓冲池命中率．效 率必然会大大提高。 

由于在某些情况下对象请求共用一效据库物理连接 ， 

故 tDB叉可为 

tze= tw + t~ill+ t *+ t● 

一 般情 况下建立物理连接起 动一十新进 程是 比较耗 时 

的．复用技术可使物理连接时间 由n个请求平摊，但我 

们 叉珏 须注意在某一微观时刻只能有一十请求占有物 

参 考 文 献 

Konoprfick[D．Shmueli O W3QS：a query system fo the 

W ortd W ide W eb I力 Proc the 21st Very Large Data 

Base Zurich Switzer]and，1995． ～ B5 

l_aksh~ na L V S．Sadn F．Sukramanian L N A dec】ara 

tive Language for querying and re~tructurlng the W eb In： 

Proc of R1DE 96．New Or]eans，1996 

Mendel zon A O ．Mihalia G A ．Miin T Querying the w 0rid 

W ide W eb In：Proc Of PDI 96 1996．80～ 91 

FiebigT ．W eiss J．MoerkotteG RAW ：a relational algebra 

(Or the W 曲 In proc 0 W orkshop on Manage~ nt of 

Semistmclured 【hta Tuc如 n，Arizona．1 997 

陈滢．徐宏炳 ．王能斌 基于标记图的 web数据楗型 计算 

机 学报 ．1999，3：306～312 

(上 接 第24页 ) 

复率达到9O 所 需的 平均时延 大约为240ms，而采 用 

基于链路 的恢复机制时 ，恢复率 达尹J9O 所需的时延 

大约为440ms。这主要是因为基于“树 的恢复机制可 

能利用一条更短的路径完成恢复任务 。当节点失畋时， 

无论采用何种机制，恢复性能都将大幅度降低 ，但基于 

“树 ”的恢复机制的性能还是 明显优于基于链路 的恢 复 

机制 。 

结论 BVP算法和泛洪 式恢复算法满足 了不 同 

业务 和用户对网络生存性 的不同要求 ，在实际 网络 中 

应用很广泛 ，是 ATM 网络自愈技术的基础 ．很多以后 

的改进 算法都是在此基础上进行 的。当然这两种传统 

的 自愈 算法并不是 十全 十美 的，本文所 讨论的 ATM 

多播树就是一十例子 ，当采用这两种算法时 ，恢复率并 

不是很高．且时延大，我们针对多播树的结构特点，对 

传统的 自愈算法进行改进 ，以适应多播树 中失效信息 

的恢复 ．改进 后的算法明显地提 高了 ATM 多播树的 

性能。 

参 考 文 献 

1 Kawamurar．Sato K．Tok~awa I．Se]J—rerouting ATM net— 

works base on virtual path concept[J] IEEE J SAC， 
1994．12(1)：12O～ 127 

2 Anderson J Fast Re,~toration of ATM Network[J]．IEEE 
J SAC，1994．12(1) 128～ 138 

3 马丁 德 普瑞克 (程时端译)异步传遗方式．邮电出版社， 
1995 

4 Tanenkaum A S Computer Networks清 华 大学 出版社 

(影印版)．1996 

5 捌 宴兵 ．等 基 于 ATM 掏造现 有网络技术．数字通 信 ， 
2000(1)42～ 4{ 

· 59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