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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基于 P2P的信息系统 
Towards Next Geaeratioa P2P Based lnformatiot~System 

黄红勇 

(杭州商学院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杭州310015) 

摘 要 在因特 同分布式同络环境下 c／s结构 系统的不足越来越 突出。P2P系统是传统 c／s系统一个很好 的替代 ： 

它 的每 个 节点 既 可作 为客 户 又作 为服 务器并 以允 许访 问 其 计算 资源 作 为其 参 与 的代 价 。象 Napster和 Gnutella系统 

已证 明 了其 实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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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P2P是 Peer—to—Peer．又称对等计算 ，可简单地定义为通 

过直接交换共享计算机资源和服务，它是近来 引起广泛关注 

的一项热点技术 。当对等计算机在 C／S模式下作为客户机进 

行操作时 ，它还包含另外一层可使其具有服务器功能的软件。 

对等计算机可对其他计算机 的要求进行响应，请求和响应范 

围与方式都根据具体应用程序不同而各异。 

P2P网络与 c／s交互有显著差异。C／S如 Web依靠单一 

服务器存储信息和根据客户请求进行分发。信息仓储基于保 

持静止 ，以服务器为中心 ，并且只 由信息提供者进行更新。用 

户处于一种 被动接受状态 ，而不能提供信息。而 P2P计算提 

供一个全新的方式，P2P网络认为所有节点在共享信息方 面 

能力平等 ，每个用户可提供分布信息仓储，而且每个人都可加 

入网络，由此变成一个包含分布信 息仓储 的增长异常迅速 的 

网络。而且 ．一旦连接上 ，这些节点本身将变成索引的一部分 ， 

它们共享的文件 自动 加入索引中。 

目前 P2P 的 应 用 类 型 主 要 有 对 等 计 算 (如 SETI 

@HOME和 |olding~home)、文件交换(如 Napster、Freenet) 

和即时通讯 (如 ICQ、OICQ和 AOL IM)等。正式的 P2P标准 

组织 目前 尚未成立 ，2000年8月启动的 P2P工作组 ，成员包括 

Intel、IBM、HP等 。但 由于 P2P技术本身发展迅速 ，P2P涵盖 

的范围尚未确定，目前 尚未有统一的规范。 

2 P2P网络相关技术 

2．1 关键技术 

P2P是一种基于因特网的新 的应用型技 术，主要为软件 

技术，核心的技术或服务包括 P2P管理 、通讯 、安全和对象的 

注册、发现及访问等 。 

(1)发现和传递服务 ：对于互联网上众多计算机 ，P2P应 

用比其他应用要更多考虑那些低端 PC的互联 ，它们不具备 

服务器那样强的联网能 力，同时对于 以往的 P2P应用技术 ， 

现在的硬件环境 已经更为复杂 ，这样在通信基础方面 ，P2P必 

须提供在现有硬件逻辑和底层通信协议上的端到端定位 (寻 

址 )和握手技 术，建立稳定的连接。涉及 的技 术有 IP地址解 

析、NAT路 由及防火墙 。Internet2和 IPv6为此提供了解决途 

径 。 

(z)互操作性 ：在应用层面上 ．如果两个 Peer分别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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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不同的应用 ，而且它们已经通过互联网建立连接 ，那么一 

方的信息就必须为另一方所识别。当前因特网上关于数据描 

述和交换的协议 ．如 XML、SOAP、UDDI、RDF等都是一个完 

善的 P2P信息系统所要考虑采用的。 

(3)安全性 ：有通信就要有安全保障 ．加密技术是必须要 

考虑的。如拒绝服务、安全认证等。 

【4)可管理性 ：其他需考虑的有如何设置 中心服务器 ．如 

何控制网络规模等 。 

2．2 P2P技术的优点 

(1)加强负载平衡 P2P不仅能分配文件 ，还能分配网络 

中的负载 。与集 中式系统相 比，P2P在因特网上总体带宽需求 

相同，但 P2P消除了中心站点的瓶颈 。据 CenterSpan公司估 

计 ，如果把所有 Napster和 Gnutella系统加在一起的话 ，若有 

3O亿首歌曲进行交换 。所有这些歌曲如 由一个中心站点分发 ， 

则需要25000条 T1线路。一个 P2P系统可利用广泛的策略来 

发布信息 ，采用好的负载平衡技术监视流量和特定信息条 目 

的需求情况．有利于重分配内容来减轻个体节点负载。PZP预 

定的负载方案能有效确保当同一文件驻留在同一建筑物内的 

计算机上时不用去连接处在其它国家的站点 。 

与分布式缓存相 比，这些负载平衡技 术使用一个相对较 

小复杂度和计算开销 的解决方 案。当网络通过动态监视使用 

模式和复制 内容以 自动优化平衡 负载时 ，内容重定位方法特 

别有效 ，Freenet p已采用 自动内容重定位和复制策略。除了 

实现负载平衡外 ，自动 内容重定位也能使搜索更为有效 。 

(2)动态信 息仓储 任何 P2P网络用户可扫描活动节点 

查找所需信息，然后直接从该节点下载。下载信息的用户可将 

其为别的节点所共享。因此，任何 急需的信息能迅速传播到多 

个节点。当网络规模增长时，可供共享内容的范围和数量也同 

步增长 。在一种公开访问的框架中．一种流行的网络能迅速积 

聚到相当可观数量的内容。用户即使搜索很少使用的 MP3文 

件 ，也可最终在某些节 点上找到。因其提供了基于 内容的寻 

址 ，导致了更为有效路 由的概念，该 P2P前景被不少研究人 

员所看好。 

(3)冗余和容错 多节点复制信息提供了高度的冗余 ，由 

此获得更高的可访问性 ，并可服务更多用户。更进一步 ，冗余 

意味着不会因任一节点的失效而带来整个网络 的崩溃 。由分 

布性而带 来增强的容错和安全性。从这种意义上说这是 P2P 

网络对原始因特网结构的一种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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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于内容寻址 在 Web上 ．URLs代表资源 ，可能并 

非总与其特定 内容直接 相关 。在 PZP中．节点准确地址存储 

某一特定条 目对用户透明。用户查询网络中某一内容·PZP软 

件将请求转换到拥有该 内容的特 定节点上。该方 案可导致基 

于各节点存储 内容的地址分组。在语义层次上寻址达到一个 

更高水平，因为用户指定内容标识而不是物理位置 。该标识对 

应 PZP存储该类内容 的结 点集。因此 ．将 内容分段放入分布 

在 PZP网络的特定组 从而可创建一个更精炼的信息仓储 和 

更为统一的资源标识。 

(5)改进的搜 索 目前 因特网搜索引擎依赖于 Web爬虫 

来搜寻因特网上的内容并将这些信息存储到海量可搜索的数 

据库中。这种索引只包括来 自公共可操作服务器上的内容t并 

且数据库并不 能随着这些连接服务器的变化而及时更新 ，如 

图 1所 示 。 

而 PZP中 ，在任何用户节点可获取的信息是索引的并且 

只有 当用户在线时才保持索引。相应地，索引总是与当前状态 

同步。不 同于搜索 引擎 ，PZP是当用户登录进入 PZP网络时 

才开始索引并发送出内容索引的信息。一个 PZP网络并不依 

靠于搜索引擎 ROBOT来重访链接和更新信息。这种内容动 

态索引和轻松搜索 内容的能力使得 PZP与其它应用大相径 

庭，如新闻组 ，它也允许在社区中信息共享。 

为开发 一个商业 PZP网络，设计者可采用标记如 XML 

来标准化描述符和组织 内容。这样的标准化过程可加强 内容 

复制 的自动化和重定位 ，允许 更有效的搜索并提供改变需求 

模型的动态支持 。 

集中式索引 分布式索引 

分布式 鍪 服务器索 ======： 数据 蠢 P2P搜索÷ 
· -

：二： ～  

集中式 霎 数据 

图1 搜索模式的 比较 

基于 P2P的信息系统框架 

信息系统采用 PZP计算的优势包括实施、加入和应用该 

网络的方便性 。而且，与分布式数据库 相比，PZP网络可节省 

费用 ．避 免了处理互操作 和遗产 (Legacy)系统 问题的麻烦。 

新一代基于 PZP的信息系统框架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 

5．1 企业门户 

新型企业 门户不再简单地 以一个网站来实现 ．它不但综 

合了为企业内部员工或部门的服务 ．还可以为企业伙伴及用 

户服务。同时又是企业管理者了解企业运行状态、调控企业运 

行的管理工具 。企业各个部分的运行情况均可以通过它传递 

给允许接触到 相关信息的使用者。管理者可 以通过门户掌握 

企业 的动态 ，调控企业的运行 ，直接与下级领导建立沟通 。而 

企业 内部的员工与企业外部的伙伴或客户均可通过这一平台 

找到相关的人(工作人员)．建立起这样那样的信息交流通道 ， 

实现 不同的协作 目标。这将综合 C／S技 术和 PZP技术 ，PZP 

部分将实现信息定向推送 ．实时沟通和数据互动。 

目前 由Intel推出的U o Net平台 PZP开发工具包”旨在通 

过提供对位置无关性 、加密和可用性的支持 ，扩展分布式计算 

的能 力。此外 ，它还有助于通过互联网服务提供协作 、知识管 

理 、搜索和内容发布的能 力。 

5．2 企业协同 

企业协同包括两大方面，一是企业内部的员工与员工、部 

门与部门、员工与部门之间的协同 ，无论部门及员工处在何种 

地理位置 ，只要拥有网络 ，双方 存在信息沟通 的要求 ，就可 以 

利用 PZP软件协调双方的行为。信息的种类及行为 目的可以 

是多种多样的，如 日程安排、通知发布 、单据的审批、文件传阅 

和分发、方案的评 比(表决 )、计划协调等等这些可以通过电子 

文件表达的信息均可以通过软件来表达 ，并以此将使用者联 

系在一起。PZP应用更适用这当中更多需要用户交互的部分 t 

如计划协调 、日程安排等 。二是企业 与企业之间的行 为协 同， 

这种协同的互动的多样性 和复杂性要高于企业 内部的协 同。 

从简单的会议 日程安排 、公文往来 ．到报价、询价订货系统、订 

单跟踪、电子化交易。 

无论企业的信息点在哪里 ，只要在因特网上 ，都是一个独 

立的 P点，它与企业其它任何一个 P点都可进行即时通讯和 

文件共享。整个 PZP网络 由中间服务器进行管理 ，接 口服务 

器为整个 PZP网络与企业集中数据库的接口，实际上这是一 

种既集中又分布的模式。由此带来成本低廉、高性能、可扩展 

性好 以及安 全性 好等优 点。由 Lotus Notes创 始人开 发 的 

Groove是一个典型的企业协 同项 目，而且下一代 Groove将 

与 Microsoft Office工具集成 。 

5．5 P2P群集和 VPN 

构建于互联网之上的 PZP应用可不仅仅限于两个点 ，完 

全可以扩展到多点的群集，形成互联网中的一个虚拟的子网 ， 

构成一个精 简的 VPN。由此通过相对简单的 ，仅 仅是 对 PZP 

用 户端软件 的操作 ，用户就可 以主动地选择不 同的 VPN 并 

加入 ．同时也就使得不 同的 VPN同时存在于互联网之 中。个 

性化 、专业化同时又是开放 (基于互联网 )的 VPN的出现 ．使 

信 息的集中和流动更接近现实社会的信息流动方式 ，更易于 

为人 们所 接受 。比如 喜 爱音 乐 的 人们 建 立 了 自己的音 乐 

VPN，擅长编程的设计师可以建立 自己的程序员 VPN，而对 

于企业 ，行业化、渠道化的组织便有 了一个在互联网上安家的 

便捷途径。可以预计 ，行业化的 目录服务、信息服务将通过此 

方式迅速涌现，也将为企业 电子商务打下一个 良好基础 。 

5．4 无线移动网应用 

实际上 ICQ作为 PZP技术已经开始应用在手机短信息 

上。两个或多个用户互相使用文字、语音或文件进行快速、直 

接的交流，PZP易于同非 PC网络设备 (如 PDA、手机 )通信 t 

而且它不依赖设备即可辨别用户。Sun的 Project Jxta的目标 

是创建一种横跨各种不同设备和服务器的通用 PZP平台，Jx— 

ta有可能能够成为各种设备问采用 PZP方式通讯时的标准 

方 式 之一 

5．5 P2P网络社区 

网络社区是 PZP信息系统又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任何 

有共同兴趣的群体 ，可利用 PZP列表和网站来创建其互联空 

间。文件交换的应用可延伸到信息的交换 ，无论是个人用户或 

是企业用户。都可 以通过 PZP软件发布 自己的供求信 息。而 

且在一个巨大的 PZP网里大家可 以通过搜索引擎找寻 自己 

需要的供需信息．甚至可以在 PZP网里实现最传统的物物交 

换 。 

结 论 PZP网络 目前被许多计算机专家认为是因特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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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推理 。第二个研究定位点在以本体为基础 。把人工智能和知 

识表示中比较成熟的基于本体 的信息描述、交换 以及逻辑推 

理运用到互联网中来 。让这些相对 比较成熟的关于语义的研 

究方法 、技术和理论可以借鉴到互联网的语义化过程中 ．促进 

对互联网语义化的形式化研 究。互联网层次化体系结构中高 

的几个层次 的发展要有成果可能需要10年左右 。当前主要工 

作在 本体层 ．而实际面临要解决的问题涉及到 ：用 XSLT从 

XML生成 RDF；RDF收敛 ；RDF智能化检索；面向 RDF的 
一 般的和特殊的 GUIs L3叼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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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关键应用 。被喻为第三代网络革命 。尤其是对于分布式 

企业。P2P技术将实现互联网的大部分潜力 。将互联网从一个 

基于文件 的网页和电子邮件网络转变成一个动态的、颗粒状 

网络。在网络中 ，特定 的信息组件可被 有效 地放置 和分享。 

PZP网络的应用对于企业 内、外组织机构 问的协调 与合作将 

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PZP计算革命正在进行。而且已经初具规 

模。开创性 P2P应用的成功证明 ．分 布式计算对于广大用户 

而言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并对应用程序开发人员而言具有众 

多好处。作为下 一代 Web一部分的 P2P网络。存在许多挑战 

但更有许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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