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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象适配器的协作式信息共享 
Cooperative Information Sharing Based on Ob 3ect Ad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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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formation sharing is a dominating problem in 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W ork 

(CSCW ) In this paper．we discussed the limitation Df traditional sha ring mechanism in cooperation and 

proposed an information sharing mechanism based on object adapter in object model In this mechanism ． 

supports[or access control，concurrent control and group awareness can be provided by some object 

adap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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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计 算机支持协同工作 (CSCW)是在分布式计算环 

境下支持群体协同完成一项共同任务的技术 ．其中全 

局信 息在协作成 员之 间的共享 以及交 换是协作 的前 

提 。信息共享一直是分布式应用中着重解决的同题 ．数 

据库就是实现多用户对共享信息的查询与管理 的一种 

有效途 径 ，然而 传统 的信 息共 享还不 能有效 地支持 

cscw 系统 中的协作 ．还需 要在共享的基础上 扩充相 

应的协作机制 本文以面向对象的建模分析方 法为基 

础 ，结合协作应用的需求 ．就基于对象适配器 的协作式 

信息共享进行了研究 。文中介绍了传统的对象模 型丑 

其在各种协作系统 中的应用情况 ，对协作应用 进行 了 

分析 ，总结了它对信息模型的特殊要求．讨论 了利用对 

象的多种适配器在协作应用中支持协作 的信息共享机 

制 ．最后指出了下一步工作的方向。 

2 对象模型及其应用 

2 1 对象模型 

面 向对象的建模分析方法被广泛应用在许多计算 

讥系统 中，并建立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应用模型．对象是 

这些模型当中的核心概念 ： 

·应用模型由具有状态、行为以及唯一标识的对象 

构成 ； 

·对象 的状态由它在一组属性上的取值来定义，对 

象的行为由该对象 可执行 的操作描述； 
·对象通过它所具有的功能接 口向其它对象提供 

服务 

·对象通过类来划分 ，属于同一类的所有对象具有 

相同的行为和功能 ，并在共 同的状态域中取值 ； 
·对象的类之间具有于类与超类 的关系 ．超类 中定 

义的行为和功能为于类中的对象所继承 

2．2 协作系统中基于对象的信息表示 

面 向对 象思 想的成熟．尤其是面向对象数据库的 

发展 ，使对 象模 型 被广 泛 用于 信 息 的表 示 。信 息是 

CSCW 协作应用 中协作行为的载体 。协 作系统根据不 

同的时空特性可以作 出如图1所示的划分 。 

异 

步 

同 

步 

． ． ． ⋯ 计 论室 
⋯ ⋯ 台著系统 
一 一 消息系统 
⋯ ⋯ 一 会议系统 

图I CSCW 应用的分类 

消息系统是早期用户在远程异步方式下的协作方 

式 协作成员通过消息通信交换协作信息 ，系统中用对 

象来刻画文档、消息等通信实体 ，并进一步构造邮箱等 

复合对象 系统 中文挡是一十具有唯一标识的文本对 

象，包含用户记录 的文本信息 ；消息是一个被装入“信 

封”的文挡， 信封”中包括作者、收件人 、发送时间等属 

性；邮箱是一个消息对象的有序集合 ，包含 了一个用户 

所收到 的消息按 时间顺序排成的序列 。典型的消息系 

统有 K0MEX、C0SMOS等 J。 

会议系统为多用户就某项会议主题的交流讨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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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协作平台。会议 系统可 以看成是消息系统的进 步 

扩展，即原来发给某十收件人的 消息被转发给有关 该 

消息的会议 。会议可 用一个复合对象来描违 ，其中包 

括会议 名称、与会者对象集合以及有关的消息对象 集 

台，每一个与会者都具有各自的邮 箱，即一十他所收 发 

消息的有序集合。系统 中会议的 召开与结束可 以用 会 

议对象 的创建和删除来实现 ．会议 中与会者可 以动态 

地加入 或退 出，每十与会者通过 消息所作的“发言 ”可 

被同时发送到所有与之相关的会议对象 ．并被分发 给 

这些会议的所有与会者 会议系统就是通过 管理 会议 

对象为 多用户建立协作式的信息交流平台。典 型的会 

议 系 统有 COM／PortaCOM 。 

合著系统 为多用户提供了一 个合同编辑的平 台。 

系统采用对象模型刻画被合同编辑的文本，用户通过 

对文本对象的复制和加工完成各 自的编辑，系统通过 

对分布对象的并发控制和一致性维护为 多用 户问的协 

作建立共享的一致化全局 。此外 ，用户之 间还可以通过 

显 式 的信 息 通 信 传 递 信 息 。典 型 的 合 著 系 统 有 

QuiltL 

采 用对象模型 表示协作应用中的信息，具有 以下 
一 些特点：①协作系统中不同形式的共享信息可以用 

不同类型的对象表示 ；②信息对象之问存在相关性．是 

表示协作成员之间协 作关系的信息基础；@协作系统 

中允许对象的动态产生和管理 。 

上述协作系统中的对象模型虽然可 以刻画协作应 

用中的信息，但没有为应用提供有效的协作支持 。我们 

需要考虑的是建立一个能支持协作的对象模型 。 

5 协作应用中的信息共享 

为了支持应用中信息的协作式共享，信息模型还 

需要考虑这样几方 面的问题 ：①应用中的信息必须同 

时满足多用户的动 态访问；②应用中对信息的并发控 

制不会受到传统模型中对共享对象的透明性限制；@ 

建立协作机制 ，使一十用户的操作能为其他共享用户 

所感知 

5．1 动态访问控制 

多用户信息系统大多使用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机 

制来限制不同用户 对共 享信息的访问，其一般形式为 

访问矩阵 ．即通过一十矩阵说明若干 三元组(Subject． 

0bject，Right)中规定的一十用户 Subject对信息对象 

Object具 有 Right类型的访 问权 限 角色 正是根据用 

户所具有的访问权限 以及对系统 所作的 霓献 作 出分 

类。用户所拥有的权限通 常在该 用户加入 系统时即 由 

系统管理员分配 ，井且不会在操作过程中频繁变更 因 

此这种基 于角色的访问控制属于静态的控制机制。 

在协作应用中，协作者对信息的访问权限会困需 

要而动态变化 ，例如会议 系统 中的一位旁 听者变为一 

个发言人；协作者在整 个系统的不同子问题中因为不 

同的角色而具有不同的 防问权限 ，例如台著 系统 中担 

负本章编辑工作的编辑 同时可 完成其他章节的校对 

工作 因此 ，协作应 用中的 问控制应该做 到． 

·协作者的 访问权限不仅可 由系统在初始化 中 

设定 ，而且可 以根据系统状 态的变化或者协作 者角色 

的改变动态变更 ； 

·访问控制的粒度应 比访问矩阵的控制粒度更细 ； 
·共享对象 在具有不同访问权限的协作者之 间具 

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这种形式上的 不同由协作者 的访 

问权限所决定 

5．2 并发控制 

分布式应用中广泛存在着多用户并发访同同一 共 

享对象产生的系统一致性问题 ．并发控 制是解决这 一 

问题的主要逾径 

传统 的 并 发控 制 机制 有 分 布 系统 中 的 “锁 ” 

(Lock)机 制和数据库中的事 务(Trar~saction)机制 。锁 

控制机制是通过对共享数据“上锁 ”的办法，强制性 地 

将存在冲突的多用户并发访问串行化成顺序的访问序 

列 }事务机制是通过控 制数据库 中具有原子性、隔离 

性、持久性、可串行性 、可恢复性的事务 ，向所有用户提 

供一致的全局数据视图。这些机制的共同之处在于 隔 

离”不同用户 ．避免其问冲突的操作可能造成的对系统 
一 致性的破坏 然而 ，协作者之 间的互相感知是协作 的 

前提，所以协作应用中需要具有感知能力的并发控制 。 

为此当前主要有两十研 究方 向：一是 系统 中同时建立 

不同层次、不同粒度的锁 ．满足不同用户问复杂控制的 

需要 ；二 是扩充数据库中的事务模型．以满足协作的需 

要 。 

5 5 协作机制 

协作应用与 般多用户系统最大 的区别就在于 ： 

传统的多用户系统利用多用户之问的透明性实现信息 

的共享 ，用户之间“感觉”不到对方的存在；而协作应用 

中的每个协作 者都必须根据系统中其他协作者的状态 

彼 此协商 以完成协作 ，各成员之间的感知(awareaess) 

是协作的基础。 

在同步式协作应 用中 ，成 员之 间音勺协作可 以借助 

对共享信息对象的并发访问控制来实现。并发控制在 

控制多用户操作的同时提供有关用户的具体信息，从 

而使发生冲突的用户能够感觉到对方 的存在 ，为其协 

作建立了基础 。 

在异步式协作应用 中，成员之问通过具 有历史信 

息的共享语境提供相互之问协作所必需的信息。为了 

将 时间信息融合到系统 中，需要在信息模 型中建 立时 

间机制，如数据库中的时态事务模型，以支持异步协 

作 。 

4 基于适配器的协作式共享机制 

对象通过接 rq向外界提供功能服 务，而对象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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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之间的共享控制和管理则可以通过 一类特殊对象 
— — 对象适配器来实现 。。 。对象适配器 在用户及萁所 

使用的共 享对象之问建立间接的关联 。它在接 收用户 

提出的对象服务请求后．根据对象的当前状态、用户所 

需的对象服务类型以及用户所处的应用语 境 ．确定向 

用户提供的服务接 口(如图2所示)。对象适配器 一般 表 

现为一组映射规则．描述基础对象具有的功能接 口与 

适配器 的功能接口之间 的映射。这种映射可咀通过 以 

下几种机制来建立 ： 
-过 滤：根据 用户所处的 语境以及对象的当前状 

态 ．在适配器 中有选择性地建立适配器 功能接 口与共 

享对象功能接 口之间的映射 ．共享对象中无效 的功能 

接口剜被忽略 ； 
·语义扩展 ：在适配器中对共享对象的功能接 口加 

以相应修改 ，以扩充其功能语义 ，使其旧有功能满足协 

作应用的需要 ； 
·接 口扩展 ：在适配器 中增加新的功能接 口-方便 

用户对共享对象的管理和控制。 

服 

图2 对象适配器示意图 

4．1 裹示适配器 

对于具有不同操作权 限的用户，共享对 象应该具 

有不同的功能语义。为共享对象设置表示适配器 ，可 以 

灵活地为不同用户提供所需要的功能服务。 

表示适配器中存储不同用户对共享对象的访同规 

则 ，建立用户角色、系统当前状态与该用户对共享对象 

所允许 的操作权限之间的映射．用户在使用共享对象 

时 ．表示适配嚣根据用户当前工作的语境 以及适 配器 

中的访 同规则判断这一操作是否可以执行 ．对于 允许 

执行的操作 ，则向用户提供相应功能接 口．否剥予以拒 

绝。这种 由用户角色 以及工作语境决定其操作权 限的 

机制可以方便地实现对共享对象的动态访同控制 ．用 

户角色的修改以及工作语境的变化都能哆导致用户拥 

有对共享对象的不同的操作权 限 ．无需系统作相应 的 

进一步说明；此外，提供表示适配器对共享对象进行访 

问控制 ，具有 比访问矩 阵粒度更细 的控制能 力。 

4，2 钢适配器 

基于锁的井发控制机制可以有效地解决共享对象 

的一致性 同题 ，但 由于阻碍了协作成员之同的感知 ，而 

且锁控制策略需要由系统静态设置 ，不能适应协作应 

用动态、灵活的需要。将锁控制机制应用于对象适配 

器 ，可以满足协作应用对并发控制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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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为共享对 象设置锁适配器 ．保 存锌种并发控 

制策略以及 当前锁的状态 任何用户对 共享对象的访 

问．都要经过锁适配器根据用户角色、当前锁的状态以 

及 并发控制策略来冼定是否给干响应 将并发控制策 

略存储于锄适配器中 ，可以灵活地设置控制策略 ，实现 

控制策略与控制机构的抒离 ，简化共享对 象的控制曙 

义 为了向用户提供必要的感知信息，在锁适配器中还 

可 以保存 当前使用该共享对象的用 户信 息，在并发控 

制基础上 为用户提供共享对象的具体使用情况 ．在协 

作成员之 问建立相互感知的渠道。 

4．5 事件适配 器 

在协作应用 中，各协作者的操作互相影响 ．紧密联 

系 协作者需要根据系统的全局状态来完成 自己的操 

作 传统对象模型中对象状态的变化要通过调用其功 

能接口才能为其他对象所感知，协作成员必须轮询所 

有相关对 象的状态才能确定 自己的操作，开销 巨大，效 

率极低 ．不能满足协作应用 的需要 。 

协作 成员之 间的感 知可 以利用 事件适配 器来实 

现。事件适配器为其所适配的共享对象产生一条“事 

件 ”消息来记录用户的操作 引起的共享对 象状 态的变 

化．并将其发送到系统中专门的事件处理器。事件处理 

器 中保存 了系统预先登记 的用户相关性集合 ．具有协 

作关系的用户形成一组 。在接收到某 十对象发出的“事 

件”消息后 ．事件处理器根据相关性集合 将该事件传递 

给同组中所有相关 用户 ．通知这 些用户系统状态的变 

化 ．辅助其确定各 自的协作策略。 

结论 协作应用在并发控制 、群体感知等方 面对 

共享对象模型提 出了新的要求。对象适配器在实现 对 

象功能接 口的灵活管理基础上 ．以不 同功能的适配 器 

为协作应用提供 了有效支持。由于对象适配器 在用 户 

与共享对象之间增加了一个管理层，在系统中引入了 
一 定的时间开销 。如何在宴时性要求较高 的协作应 用 

中有效地利用对象适配器将是我们的下一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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