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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XML实现异构数据源的联合使用 
United Use of Heterogeneous Data Sources Based on XML 

高 明 陈 昕 李 炜 宋瀚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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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 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W W W and hcing Web in[ormation sources which are complex in con- 

tent ．multiple in shape and changed dynamically，how to shield the  different structures of these heterogeneous data 

sources and  realize the uniform using of them is a crucial issue to solve for application integration of enterprises or e— 

business．Using XM L is a new idea to solve the problem．We introduce the  requirement of united use of heteroge- 

neous data sources．and introduce the development and cheracteristic of XML．We also mention a model to solve the 

problem using XML． 

Keywords Heterogeneous data sources．Application integration。XM L·E——business 

一

、引言 

数据库技术的发展十分迅速 。已经历了网状、层次 、关系、 

面向对象等阶段 ，各个数据库厂商也推出了各 自丰富的数据 

库系统 ，这给企业和社会管理信息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然而。 

随着生产和管理的发 展 。对单位 内部甚至单位之间不 同的数 

据库中的数据就产生了统一联合使用的信息集成要求 。异构 

数据源联合使用技术的提 出和实现就成为特别紧迫的任务。 

现在互联网上产生了许多新的需求和应用 ，如利用 In_ 

ternet构造 企业虚拟专用 网 VPN(virtual private network)． 

电子商务的发展也如火如荼 。无论是 VPN还是电子商务都 

要在 Internet／Intranet上 实现异构数据源的联合使用 。 

另 一方 面 。随 着 wWw 和 Internet／Intranet的迅 速发 

展。出现了许多新的数据形式 ．如电子邮件 、HTML文档等信 

息。单个页面可能包含文本 、音频 、图像、动画 ，甚至视频数据。 

与这些数据相比，传统数据库中的数据具有严格的存储格式 。 

数据的各种操作需要遵循严格的规范 。所以，我们可以把传统 

数据 库中的数据称为结构化数据 。而互联网上的大量的数据 

缺 乏统一固定的模式 ，数据 往往是不规则 的并且经常变动[1 

的 ，这些数据是先有数据后有模式[2]．可以把这种数据称为半 

结构化数据。这样，异构数据源联合使用系统除了要集成传统 

的异构数据库 ．还要集成 Web上这些新的数据源 。如何实现 

异构数据 源联合使用在 Internet／Intranet上的实现，其中一 

个关键技术是如何以一种统一的数据模式描述各个数据源 中 

的数据 ，屏蔽它们 的平台 、系统环境、内部数据结构等方面的 

异构性 ．把它们进行无缝连接 ，对它们实现统一的使用。XML 

的出现给异构数据源联合使用注入了新的解决思路 。以下先 

对 XML作些介绍 。 

二、XML的发展及技术特点 

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是 SGML的一个优 

化子集 ．它 以一个统一、开放、基于文本格式的模式来描述和 

交换数据 。XML也是一种元标记 (meta—markup)语言 ．它提 

供了一种描述数据的格式 ．这方便 了内容和查询结果跨平 台 

的声明。 

W3C(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定义 XML有 以下 

一 些 目的：保证结构化数据 的统一性和应用的平 台无关性，提 

供元数据一关于信息的数据。XML的特点如下 ： 

(1)内容 的 自描述性 HTML是面 向显示的标记 语言 ， 

只定 义信 息 的显示样式 ，对 于信 息的具 体意 义 不作说 明。 

XML是面向内容的标识语言 ．在 XML中的语义标识一方面 

限定了元素 的层次结构，另～方面也说明了元素的含义。在 

XML的搜寻结果中由标记就可知道 内容的含义 ．这也使得搜 

寻结果更有意义。 

(2)内容的独立性 由于 )(ML是 自描述 的，使得 XML 

可以脱离具体应用来描述保存在异构环境中的各种数据 ，其 

它系统应用能直接对这些 自描述 的 XML文件中的数据进行 

操作 。由于 XML的数据语义和数据独立性 ．它也将成为跨平 

台数据交换和操作的标准模式。实际上 ，数据互操作性是异构 

数据源研 究中重要的课题。XML将成为达到这 一 目标的钥 

匙 。 

(3)能描述不同复杂程度的数据 XML提供了数据的结 

构化表示 ，并且 易于操作。例如可以被用来标记下列内容 】： 

① 普通文档 ；② 结构化记录 ；③ 具有数据 和方法的对象．比 

如一个 JAVA对象；④ 数据库查询记录 ；⑤ 图形 显示 ，如应 

用 的 图形 用 户 接 口；⑥ 所 有 Web上 的 信 息 之 间 的链 接 

(LINK)。这使得 XML在异构数据源联合使用中有广泛应用 

前景。因为新的数据源的出现是不可预测的，而 XML可以以 
一 种统一的数据模式描述来 自不 同数据源的数据．屏蔽数据 

源 中应用环境和数据结构 的异构性．以 XML查询语言对数 

据源进行统一访问 ．可以利用基于关键字的查询。基于关键字 

的搜索已被证明在 Web的搜索技术中具有很高的效率。 

(4)可扩展性 通过 XML文件中命名空间的声明．XML 

标记可以在企业内部网(Intranet)中使用 。并且可 以通过互联 

网被其他组织或个人使用 。这样就可以使用一种统一的数据 

查询和操作模式．而不必关心数据所在具体系统和应用环境。 

另一方面 ．XML可以在不破坏现有结构和系统的情况下增加 

新的数据字段。应用服务器利用 XML对所有数据建模 ．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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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数据模 型只需改变数据模式定义 ．如 DTD(document type 

definition)等 ，不需要重新编码现有的对象。 

(5)显示的多样性 XML一个极其鲜明的特点是把数据 

的显示格式和数据的表示分离 。在 XML中，可以用格式文件 

如 XSL(Extensib1e Style Language)来定义XML数据的显示 

格 式 ．也 可 以利用 HTML作为 XML文件 的显 示模板 。把 

XML数据以数据岛的形式内嵌到 HTML页面中。XML把数 

据 的表示和操作相分离 ，使得用户可 以利用不同的格式和应 

用来显示和操作数据 。这种分离可以实现不同数据源数据的 

无缝连接 。各种数据可以在中间件上转换为 XML格式 。使得 

数据很容易地进行在线交换和传输 。 

(6)柱度级的更新 XML中的数据可以在粒度级更新， 

这样当数据的一部分改变时。不必重新发送全部数据 。仅需要 

将改变的内容从服务器发送到客户端 另外 ，XML允许增加 

数据 ．这些更新的信息进入用户的示图而不用重新发送新的 

示 图 。 

XML在 Internet／Intranet环境下应用广泛。因为它提供 

了协 同工作的功能 ．具有使用灵活、开放 、基于标准格式的特 

点，这样 。对于数据 的访问和数据 的交换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模 

式。可 以预计 XML将成为一种新的基于 Web的数据浏览和 

互操作的标准 

三、利用 XML实现异构数据源联合使用的系统模型 

综合 XML的特 点，并结合异构数据 源联合使用的特 殊 

要求 ．我们提出了如图1所示的系统模型。 

XM L— Q 
● ⋯ ⋯ ● ⋯ ● ⋯ ● ●  

● lnternct／lntranet 

数 据 库 I 数 据 库 2 其 它 数 据 源 

图1 系统结构模型图示 

用户通过 XML-QL进行查询 。XML—QL是 XML的查询 

语言[3]。XML—QL的结构 为 where—construct形式．where子 

句由模式和过滤 表达式组成 ．construct子句指 明了输 出的 

XML的格式 。 

在该模式系统中。要利用 XML的 DTD进行数据源的数 

据描述．呈现给用户一个统一的 XML文档的模式。比如在数 

据库 1中有一个关系表 T-User的结构为： 

T—User(F—ID，F—Name，F—Description．F—Address) 

它的 DTD描述为 ： 

<!ELEM ENT T—User(F—ID．Name，Age，Description．Address)> 

<!ELEM ENT F-ID(StPCDATA)> 

<!ELEM ENT Name(#PCDATA)> 

<!ELEM ENT Age(#PCDATA)> 

<!ELEM ENT De scription(#PCDATA)> 
(!ELEM ENT Address(#PCDATA)) 

该系统模型中各个模块功能简单介绍如下： 

(1)XML·QL语法检查 对于 XML-QL请求在这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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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语法和语义的检查．判断是否符合 XML—QL查询语言的语 

法．请求的 XML数据是否存在。 

(2)XML QL查询 这个模块对 XML文档库进行查询． 

如果 XML文档库中没有找到符合条件 的数据 ，该模块要把 

XML—QL查询请求传给分解翻译模块 ，并产生 XML模板。如 

果在 XML文档库中找到符合条件的 XML文档 。则直接返回 

给 用户。 

(3)分解翻译 该模块根据全局 XML示图把 XML—QL 

分解、翻译为针对局部物理数据源的查询请求 ，比如产生针对 

数据库1的 SQL查询语句。 

(4)数据提取转换 该模块与异构数据源进行连接 。完成 

各个物理数据源的访问操作 ，得到查询结果。 

(5)全局 XML示图 全局 XML示图在本模型中占有极 

其重要的地位 ，屏蔽异构数据源 的异构性的工作主要在这里 

实现。在系统中用 XML的 DTD数据模式作为全局数据模式 

来描述各个异构数据源中的数据 ，并存储在全局 XML示 图 

中。全局 XML示图屏蔽了异构数据源的异构性。呈现给 用户 

统一的数据形式 ．这样用户就 只需理解 XML文档形式的数 

据 。对 XML中的数据进行访问 。在全局 XML示图中还要有 

数据源的物理存储空间。如数据库表是在哪一个具体 的数据 

库中，文本文件在哪一个数据源 中。 

(6)XML文档库 存储一些 已经转换为 XML形式 的数 

据 ．起到数据缓存的作用 。使 已经转换为 XML形式的数据下 

次使用 。而不用再从物理数据源 中提取转换 ，这样提高了系统 

的查询效率。 

(7)结果汇总 对于各个数据源的查询结果在这里进行 

合成．利用 XML模板产生 XML文档返 回给用户。为了有助 

于对系统模型的理解，现在假设用户对 T—User进行请求 。要 

求查询年龄大于5O岁的所有人的姓名、年龄、地址 ．数据 查询 

流程如下： 

首先用户产生 XML—QL查询请求 ，XML—QL如下 ： 

where <T—User) 

(F-ID)$F-ID<／F-ID) 
(Name)$Name(／Name) 
CAge)$Age(／Age) 
(Address)$Address<／Address) 
(De scription)$ De scription(／De scription) 
<Address>$Address<／Address> 

<／T—User>in“http：／／My、eom／T—users、xml”， 
$Age>50 
construct 

<result> 

(Name>$Name(／Name> 
(Age>$Age(／Age) 

(Address>$Address(／Address> 
<result> 

系统对于用户提 出的 XML—QL请求进行语法检 查。 

随后系统对 XML文档库进行 XML文档查询 ．如果查询 

请求的数据并不全在 XML文档库中。则系统要产生 XML模 

板 ： 

<result> 

(Name>$Name<／Name) 
(Age>$Age(／Age) 
<Address)$Address<／Address) 

<result) 

接下来．系统根据全 局 XML示图分解 和翻译相应的查 

询请求 ，产生数据库l的 SQL查询语句。在这个过程中还要进 

行查询优化 ： 

SELECT Name，Age．Address FROM T-User W HERE Age>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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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及 时获悉 。这样 ，出现故障的 Agent就 能很快地被 系统发 

觉 ，并做 出相应的补救措施 。 

4)永久对象服 务 提供了用于维持和管理对象的永久状 

态的一系列通用接 口。 

对象最终具有管理其状态的责任 ，但是它可 以委派永久 

对象服务来完成实际的工作。Agent要保留在查找服务里面 

不被剔除 ，就要向查找服务不断地发 出租借信息。对于处于未 

激活状态的 Agent，可利用永久对象服务代理其向查找服务 

发送租借信息，以保证其处于“可用”状态。等待某一事件发生 

时，再将其激活 。 

这里 的永久对象服务除了代理 Agent发送租借信息外， 

还要加上 Agent特有的状态维护。 

5)安全服 务 基于 RMI的安全服务机制 ，扩充 了关于 

Agent的安全服务机制 。由于 Agent和服务器都不能完全准 

确地预见到相互的行为及后果 ，这种不确定性带来了严重 的 

安全 问题。在 Agent系统中。安全机制是双向的 ，一方面保证 

Agent本身不受破坏 ，另一方面也保证服 务器不受 Agent的 

破坏 。 

6)事件服务 提供了非常灵活 、有力的可以配置的基本 

能力。Jini通过 事件代管程序 ，使事件 能够 可靠地到达 目的 

地 。 

事件服务设计可以扩充且适宜于分布式环境 。不需要一 

个中央服务器或者依赖于全局服务。事件服务接 口允许应用 

提供不同性质的服务以满足不同的应用需求。 

基本的事件服务包括 Agent对外界环境 的感知 和对外 

界环境的响应 。其中包括与其它 Agent的联系与协作过程 的 

管理 。 

7)组服 务 负责对于 Agent的组进行管理 ，记录组的标 

识以及组 内的成员。 

8)数据库管理服 务 管理基本 的数据库 ，对其 中的数据 

进行查询和修改等操作。 

结束语 利用 Jini技术作为平台来构建 Agent系统 ，充 

分利用了面向对象技 术的优 势，为多 Agent系统的实现提供 

了一条捷径 。同时也继承了 Jini这种新的分布式系统的优势， 

提高了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查找服务 
～ — 1  

事件服务 

租借服务 永久对象服务 

Agent安全服务 ／ J ini(Java)安全服务 

怎 

Agent 

聂务署 

图2 Agent服务器结构图 

随着 网络和信 息技术的发展 ，Agent技术 已从人工智能 

领域慢慢地向其它领域渗透。借助于 Agent技术解决本领域 

内的问题已成为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热点，诸多领域内已出现 

了 Agent应用的先例 ，如在经济学领域和机械制造行业等。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研究的不断深入 ，将 Agent技术应用到家 

庭 网络之 中，实现个性化和智能化的家居管理和家庭信息化 

服务 ，将会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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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利用这个 SQL语句对数据库1进行访问 ，产生的查询结 

果传给 结果汇 总模块。结果汇 总模块利用 XML模板把查询 

的结果转换为 XML文件的形式 ： 

(result) 

(Name)name1(／Name) 

(Age)agel(／Age) 
(Address)addressl(／Address) 
(Name)name2(／NalTle) 

(Age)age2(／Age) 
(Address)addressZ(／Address) 

(／result) 

最后 ，结果 汇 总模块 一方 面把这 些 XML文档返 回给 

XML文档库 ，另一方面把这些 XML形式的数据提供给用户 

系统。 

结论 现在，XML在许多领域 已得到应用，W3C也在不 

断地 修改和制 定 XML的各种标准，以期 XML趋于更加完 

善 。Microsoft，IBM，Oracle等大公 司已经推 出了 XML的产 

品。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的迅速发展 ，www 上不断 出现大量 

的数据信息 ，互联网上大量的数据传输和交换需求 ，这些都使 

XML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已经有组织对 XML的研究提 出 

了新的观点 ，他们不但把 XML看作是数据描述的标准、数据 

交换的标准 ，更把它看作是建立新的存储技术的基础。 

本文结合 XML的特点和异构数据源联合使用的特殊要 

求，提出了一个在企业内部和电子商务中急需解决的异构数 

据源联合使用问题 的解决模型。由于 XML的特点，本系统模 

型具有良好的可扩充性 ，它可以集成新的数据源 ，而不用对系 

统做 大的变动 ，只需在全局 XML视图中加入对新 的数据源 

的 DTD数据模型的描述 ，所以全局 XML视图具有 动态性 。 

另外，在模型中引入 XML文档库也增加了系统的效率。本文 

提 出的模型还可以在一些方面进行完善 ，比如事物处理、一致 

性约束等 ，这些都是以后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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