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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Java Web Start技术的 WebGIS体系结构的设计 
The Design on WebGfS Architecture Based on Java Web Start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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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analysising the defects of the nowadays WebGfS’S architecture，this paper presents a new W ebGfS ar— 

chitecture based on JNLP(Java Web Start)，which solves the problem of WebGIS client side application and spatial da— 

ta 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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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 

GIS的发展与 Internet的结合，为空 间数据的网络发布 

提供了多种途径，同时 Internet已经成为 GIS的重要开发平 

台之一 ，并 且形成 一种新 的 GIS体 系结 构 一WebGIS。We． 

bGIS是一个交互式的、分布式的、动态的地理信 息系统。GIS 

通过 www 功能得 以扩展 ．真正成为一种大众使用的工具。 

从 Internet的任意一个节点，用户可 以浏览 WebGIS站点中 

的空间数据 、制作 专题 图，以及进行各种空 间检索和空间分 

析 ，从而使 GIS进入干家万户[】]。 
一

个 webGIS系统的核心技术包括客户端应用程序的发 

布和空 间 GIS数据 的发布技 术。而 WebGIS体 系结构 的分 

类，通常是根据客户端应用程序与服务器之间的关系来进行 

的。从 WebGIS的技术实现和网络体系结构上来看 ，目前 We． 

bGIS实现方 式主要分为客户机／服务器 (Client／Server)、浏 

览器／服 务 器 (Browser／Server)结 构 ，少 数 采 用 Browser／ 

Server与 Client／Server结合结构。这 些结构具 有各 自特点。 

笔者通过分析综合其各 自的优点和不足．提出一种基于 Java 

web Start技术 Client／Server结构的 WebGIS体系结构。 

2 WebGIS结构分析 

2．1 客户／服务器结构 

基于客户／服务器体系结构通常由服务器端软件和客户 

端软件组成 ，其 中客户端软件可 以是应用程序软件形式或浏 

览器插件(Plug—In)形式 。服务器与客户机双方按既定的网络 

通讯协议 ，通过 Socket实现通讯 ，完成空问数据 由服务器向 

客户机的发送 ．客户端软件实现空问数据的可视化，从而完成 

空间数据 的发布。目前较有代表性的商业化 GIS系统平台有 

M apGuide．GeoM edia W eb M ap，ActiveMap．GeoBeans，GIS 

Plug-in．GIS Activex和 GIS Java Applet等 。 

该体系结构 中，客户机通常要完成 复杂的空 间分析和可 

视化等工作 ，服务器端软件只负责传输数据 ，有时服务器只作 

为文件服务器 ，不需要编写服务器端程序 ，只需要为客户端提 

供共享数据文件 ，数据 由客户端软件来读取 ，客户端软件完成 

图形显示、分析等工作 。因此，通常客户端软件功能较全 ．系统 

也较“庞大”。IT行业通常形象地将该体 系称为“胖客户机 ”模 

式 。 

Internet是一个异构的多操作 系统计算机互 联平台 ，网 

络上的客户机的操作系统不尽相同 ．为了减少发布和维护不 

同平台下的客户端软件成本 ．跨平台语言 Java自然成了 We— 

bGIS系统 开发 的首 选语 言。Java程序 有 Java小应 用程序 

(Applet)与 Java应用程序 (Application)之分 。具 有简洁 、精 

干 、面向对象、面向网络、安全、自律、跨平台等诸多优 势。Java 

小应用程序可以嵌入到网页 中，这些小应用 程序通过 socket 

与服务器通讯 ，并获得数据 ，然后 完成 客户端 GIS所需 的各 

种交互式图形操作。由于 Java小应用程序是通过浏览器动态 

下载到客户机 内存执行 ，从而可以非常方便地解决客户端软 

件安装问题 ．而无须用户 自己事先安装客户端软件。 

“胖客户机”模式具有客户端软件灵活 、运 行速度快、交互 

性好等特点。当客户端应用程序、空间数据 由服务器传送到客 

户机后 ，客户机完成对空间数据的分析处理 ，从而可以平衡服 

务器和客户机之问的负载 。 

客户端应 用程序 的发布、升级 、维护工作 量较 大．多数 

WebGIS系统客户端采用 Java Applet形式 ，从而免去应用程 

序的发布 、升级、维护等工作 。但采用 Java Applet形式 ，We． 

bGIS客户端每次使用 WebGIS软件 (或打开地理信息网站) 

时，都必须完成应用程序(Applet下载)及空间数据 的下载两 

个过程，然后才能实现客户端运行、接收数据、显示图形等操 

作 ．由于 Java小应用程序 (Applet)直接在 Web浏 览器 中执 

行 ，不管是执行效能或是 Java Virtual Machine(JVM)的版 

本 ．都太依附 Web浏览器，因此无法执行较复杂的应用程式 ， 

速度比较慢 ，而且像微软的 IE已经不支援新版的 JVM．使用 

者还得用其他 Java Plugin等方式来解决 ，加上浏览器对 Java 

小应用程序它有很多安全性方面的限制 ．例 如它不能随意在 

客户端进行任何读写操作 ，这些限制显然制约 了小程序的一 

些功能 。显而 易见 ，在 Internet带宽有限的情况下 ．客户端软 

件启动时间必然较长 ，客户端 无法在硬盘上保存对浏览器运 

行的 Applet应用程序和服务器传送来的会话过程 。通过 客户 

端多次完成 WebGIS操作 与第一次操作无任何区别 ．系统无 

缓存功能和自学习性 ，系统重复使用效率很低。 

2．2 浏览器／服务器(Browser／Server)结构 

目前 Internet网络带宽较窄，数据传输速度仍然较低 ．许 

多 WebGIS研究机构和服务器开发商 ，逐渐采用浏览器／服务 

器体系结构 。在该模式中 ，服务器 以特定的方式为客户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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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器接受的网页形式的内容 ，从而实现空间数据通过客户 

端使用浏览器浏览。 

在浏览器／服务器体系结构中，服务器(可能多台服务器 ) 

承担了完全或大部分工作 ，服务器端软件 负责空间数据 的读 

取、空 间分析、地 图的图形数据生产，然后生成 WWW文档数 

据。客户端只需要具备浏览器 ．即可实现空间数据的可视化 。 

因而，客户端软件开发工作量小．通常称浏览器／服 务器体系 

结构为 “瘦客 户机”模 式。具有 代表 性的 常见模 式有 ：CGI、 

Asp、Jsp、JavaScript、Java Servlet等方式．商业化的 GIS平台 

有 MapObjects／ArcView IMS．ProServer等。 

此 体 系 结 构 中，较 具 代 表 性 的 系 统 有 http：／／www． 

go2map．tom空间信息服务网站 。该系统中 ．服务器端软件要 

完成空间数据的计算、分析，生成客户端能接受的网页形式 ， 

因而服务器 负载较重 ，客户端通过浏览器显示简单的地图图 

像 ．客户用户界面呆板 ．客户端交互能力较差 ．不具备空间分 

析能力。网络传输量较小 ，客户端只能显示简单图像或图形。 

另一方面．在一些国内知名的 WebGIS研 究机构大谈 阔 

论 ．“瘦客户机”模式系统易于维护 ，用户只需要具备浏览器就 

可 以 运 行 软 件 时。却 也 隐 藏 了 这 样 一 个 事 实 ：就 目前 

Browser／Server模式而言 ．Windows9x客户机只需要一台奔 

腾 CPU166／32M 内存 、1G硬盘配置 的计算机和浏览器即可 

满足“瘦客户机 ”软件运行硬件环境 。而我们今天主流计 算机 

至少为 PIII6o0／1z8M 内存30G硬盘 ．可以远远满足“瘦客 户 

机”软件运行硬件环境 ．大量的硬件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 

挥 。采用 Browser／Server“瘦客户机”结构模式 ．是以牺牲客户 

机硬件资源为代价来实现所谓的“瘦客户机”．从而回避 了客 

户端应用程序发布这一问题。 

2．5 客户／服务器与浏览器／服务器混合结构 

客 户／服 务器 与浏览 器／服 务器 混合结构 ．通 常是利 用 

Htrnl编码、Javascript构造用户界面 ．网页 内嵌入 Java Ap— 

plet．服 务器端采用 JSP、Java Servlet或 ASP编程。客户端利 

用 Applet完成与服务器的通信。 

这种混合模式虽具有客户／服务器与浏览器／服务器两者 

的优点，但并没有完全克服两者各自的缺点。客户端软件交互 

性虽然有提 高，但客户端界面较呆板 ；虽然客户端软件的启动 

时间比单纯客户／服务器模式的启动时间短 ．但客户端无法在 

硬盘上保存对服务器传送来的会话过程。多次操作 WebGIS 

与第一次操作无任何区别，系统无缓存功能和 自学习性 。系统 

重复使用效率很低。同时．由于客户／服务器与浏览器／服 务器 

结合结构中客户端程序由 Html编码、Javascript构造用户界 

面、网页 内嵌 入 Java Applet组成 ，Java Applet必 须保持 与 

Html页面中客户端应用程序界面一致 。因此编程复杂．使得 

程序代码过于散乱 ．而且不利于代码维护．与面向对象开发程 

序模式(对象的封装)格格不入 ，不适合构造大型 的 WebGIS 

系统 。 

5 WebGIS体系结构应该具备的特点 

事实上，对于一个 WebGIS系统．其客户端应用程序和空 

间 数据的变化(指应用程序升级或空间数据更新 )频率并不 

高。如果客户每次对 WebGIS进行操作都必须 完成客户端应 

用程序和空间数据的下载。那么服务器负担必然重 ．系统的效 

率将很低 。综合上述 WebGIS体系结构分析 ．我们不难得出一 

个真正实际 、有效的 WebGIS体 系结构必须很好地解决客 户 

端应用程序的发布和空间数据的发布这两大问题 。而这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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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可以通过如下特征来体现 ： 

(1)webGIS总体 结构应 保持客 户端 、服 务器端 负载平 

衡，并且客户端软件运行速度快、交互性好 。 

(2)WebGIS应用程序发布必须实现客户端、服务器端软 

件具有跨平台能力．客户端软件易于维护 ，能够具备智能 自我 

安装、更新等能力。 

(3)WebGIS空间数据发布应该实现客户端对访问过的 

空间数据的缓 存功能 ，系统对访问过 的空间数据具有记忆和 

自我更新缓存数据能力．减少不必要的网络传输数据。 

(4)WebGIS客户端应用程序 的发布和空 间数据 的发布 ． 

最终是 以客户端存储 介质上的文件形式存在 。客户端在用户 

硬盘上保存应用程序和 GIS空 间数据或访 问用户本地 资源 

时 ．需要遵循一定的安全机制。 

如果依照上述4条规则来衡量现有的 WebGIS体系结构 ． 

目前 尚没有一种商业化的 WebGIS完全具备上述特点。 

4 基于 JNLP协议的 WebGrs体系结构 

根据高效 webGIS体 系结构应该具备的特 点 ，我们 构造 

了一种新的基于 JNLP协议的 WebGIS体 系结 。 

4．1 JNLP协议介绍 

JNLP(Java Network Load Protoco1)是 SUN公司最新发 

布的跨平台、安全、强壮的应用程序发布技 术．它可以通过标 

准的 Web服务器发布功能齐全的应用程序给客户端 ，同时能 

保证这些程序为最新版本。JNLP是通过 Java Web Start来实 

现的(见图1)。 

协议 

—一  
图1 JNLP Java Web Start体系结构图 

Java Web Start是 一个智能 客户端应 用程 序安装、维护 

系统 。它安装在客户端 ．而 wwW 服 务器端仍然为标准 Web 

服务器 。在客户端需要用到 Java应用程序的时候 ．Java Web 

Start的监控软件会检查以前是不是执行过这个程序 。如果它 

已经存在于系统 Cache之内．就直接调用执行即可。如果没有 

或是这个程序有更新的版本 ，监控软件就上网去下载这最新 

的应用程序以及所有需要 用到的资源。从而可以保证使用者 

执行的都是最新版的程序．使得应用程序摆脱了 Web浏览器 

的包袱 。应用程序的执行效能可以增加．又可以配合一般 网页 

启动使用．可以说是一举效得。 

Java Web Start是一种面向 Web的应用程序部署解决方 

案。使用全功 能应用程序替代基于 HTML的客户软件具有 

多种好处 ： 
·高度交互的用户界面 ．可与传统应用程序 (如文字处理 

和电子表格软件)相媲美 。较低的带宽需求 。 
·应 用程序 无须在每次单击 时都与 Web服 务器进行连 

接 ．它可以缓存 已经下载的信息。这样 ．它可以在低速连接上 

实现更好的交互性。 

·支持脱机使用。 

Java Web Start和原来的 Java Applet一样 ．是基于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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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SandBox”安全设计。任何没有经过安全认证 的程序。就只 

能在限定的内存区块内执行。所以没有病毒的问题。也不能 自 

行建立其他网路连结 ，所以在 网络安全设计上十分完备。一旦 

通过安全认证 。就可以对授权的资源存取 ，在功能上也没有欠 

缺 。 

基于 JavaTM技术的应 用程序通过典型的调制 解调器连 

接下载将需要几分钟。Java Web Start将下载的所有文件缓 

存在本地计算机上。这样 ．尽管应用程序的第一次激活成本高 

于 HTML页面。但接下来运行应用程序几乎是立即运行 。因 

为所需的资源 已经在本地计算机上。 

不言而喻 。Java Web Start技术可以很好地解决 WebGIS 

客户端应用程序的发布和空间数据的发布问题。 

4．2 基于 JNLP协议的 WebGlS体系结构的设计 

基于 JNLP协议 ．我们提 出一种新型的 WebGIS体系结 

构(见图2)。WebGIS服务器 由应用程序服务器和数据服务器 

组成 ．逻辑上分为应用程序发布服务器和数据发布服务器 。 

客户端为 已经安装好 Java Web Start系统的客户机 ，应 

用程序服务器负责完成应用程序下载到客户机缓存中。这些 

应用程序下载客户端后统一由 Java Web Start系统管理 ，并 

将 客户端应 用程序存储到 客户机硬盘上 。这种方 式对 We— 

bGIS服务提供商来说非常适合 。因为最新版的客户端软件随 

时放在 网站 主机上 ．使用者不必去烦恼 什么升级、改版等问 

题。最新版的客户端软件 由Java Web Start自动完成安装 。为 

了实现客户端软件跨平 台．客户端软件 必须保证 使用100％ 

Java语言 ．客户端必须同时具有相应的 Java虚拟机。 

鱼 一 鱼  
数据服争器 应用程序 r、、 ： 

数据服务器 

JavaWebStart 
W eb HomePage 

TCP／I P协议(socket) 

．o  

Client Side 

图2 基于 JNLP协议的 WebGIS体系结构图 

客户机获得 WebGIS客户端应 用程序 后．通过 TcP／IP 

协议与数据服务器连接 ．服务器根据客户的请求 ．将数据发送 

给客户端 ．客户端通过 JNLP协议扩充类包(javax，jnip．*)． 

JNLP 定义了一个绕过“SandBo x”的服务集合 API，利 用类 

PersistenceService可 以将所获数据写入本地 Java Web Start 

缓存 中．从 而使得客 户端 可以离线 正常使 用 已经浏览过 的 

WebGIS数据 内容。因而 ．可以减轻应用程序发布服务器和数 

据服务器的负担．减少不必要的网络传输 。 

由于 Java Web Start构建于 Java 2平台之上 ．该 平 台提 

供完善的安全体系结构 。在默认情况下 ，通过 Java Web Start 

启动的应用程序将在受控的环境 (“沙箱”)中运 行．只能对文 

件和网络进行有限的访问。因此．通过 Java Web Start启动应 

用程序可保持系统的安全性和完整性 。应用程序可请求对系 

统进行无限制访问。这种情况下。Java Web Start将在应用程 

序第一次启动时显示安全警告对话框 。安全警告将显示有关 

应用程序的来源信息．例如开发应用程序的供货商。如果选择 

信任供货商 ．将启动应用程序。应用程序的来源信息取决于数 

字代码签名 。 

从体系结构上看 ．本 系统仍然属于 Client／Server结构 。 

但是由于采用了应用程序与数据发布逻辑功能分开 ，以及客 

户端 Java Web Start方式管理 ．使得客户端 、服务器端负载综 

合平衡。客户端软件能够具备智能 自我安装、更新等能 力。客 

户端访 问空间数据后 。利用 Java Web Start启动的应用程序 

将在受控的环境(“沙箱”)中运行 ．通过对用户本地硬盘文件 

和网络进行有限的访问，将访问过的空间数据或图形 。存储到 

用户本地硬盘上 。从而使得系统具有缓存功能。系统具有记忆 

和自我更新缓存数据的能力。能减少不必要的网络传输数据 ． 

因而很好地解决了 WebGIS客户端应用程序发布和客户端空 

间数据获取 。以及空间数据的再读取问题 ．提高了 WebGIS空 

间信息服务的效率。 

结束语 基于 JNLP(Java Web Start)协议的 WebGIS体 

系结构 ．提供了空间客户端应用程序发布的新技术．可以充分 

利用服务器和客户端硬件资源 ．提高系统的交互性 ．减少网络 

数据传输量。该体系结构必将成为今后 WebGIS重要的研 究 

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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