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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Web的多形态新闻信息发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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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a lot of different terminals existed in internet．Each of them has different demand on format and 

language when it retrieves irdormation．This paper introduces a W eb news irdormation publish model with multi-for— 

mat and multi-language capability．W ithin this model，users no longer need specify format and language when he re— 

trieves information by any internet termina1．And information provider no longer need create copies for every format． 

A discrete model implement based on NewsM L。a kind of XM L standard used in news area，is presented in th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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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信息爆炸的世界。每天 ，当人们连入互 

联网 ，扑面而来的是无穷无尽的信息。可是这些信息的冗余度 

非常高。在使用 Google进行搜索时 ，大部分人所进行的搜索 

都会返回上千条结果 ，但也许其 中很少的一部分所包含的是 

不重复的信息。信息的冗余主要表现在 ： 

(1)不同的版式造成的冗余。也许只是因为字体大小不 

同，包含 同样内容的两个文档将会被计算机程序认为包含两 

份完全不 同的信息。 

(2)不 同的信息格式造成的冗余 。包含同样信息的文本文 

件和 Word文件，同样会让程序认为是两份不同的信息。 

(3)不同的语言造成的冗余。同一篇英文文章的两种中文 

翻译 ，一样会被程序认为是包含两种不同的信息。 

要解决信息的冗余问题 ，完全依赖人工智能的算法是不 

可行的。在这方面首先要做的就是统一信息的格式 ，XML是 

人们在这个方向上做出的重大努力和成果。 

虽然 XML统一了信息格式，但信息如何表现给用户仍 

然是一个大问题 。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 ，越来越多的终端 

设备开始接入互联网。手机、PDA以及各种各样的信息家电， 

每一种终端都有 自己对信息的表现格式的要求。同样 ，各个国 

家的用户也希望信息以自己熟悉的母语表现出来。你不能期 

望用户在阅读任何信息之前先在一个长长的下拉列表中去选 

择 自己需要的格式和语言。即使这样可行 ，那么这个提供选择 

的界面又采用什么样 的格式和语言呢?显然如果你的缺省语 

言是英语 ，那么对于大部分不懂英语的人来说就无法去进行 

这种选择 ．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法是将内容复制成一份份的具 

有不同格式和语言的静态内容 ，然后将这些静态 内容的 URL 

告诉那些有特定格式和特定语言需求的用户。显然 ，要涵盖这 

么多格式和语言的组合数 目是非常大的 ，这就使得信息的冗 

余同题仍然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另一方面，信息的发布端要 

始终维护这么多实质内容一致的副本 ，也严重地浪费了资源。 

综上所述 ，不仅仅需要统一信息的格式 ，而且还要提供一 

种具有多语言多格式表现 能力的高效的信息发布模型．本文 

将从现 实 世界 中最 常见 的新 闻 数据 着手 ，研 究 一种 基于 

NewsML这种新闻领域里的 XML标准下的个性化的多形态 

信 息发 布模 型。基于 我们研 究 的模 型 ，我们 利 用 XML和 

J2EE技术实现了一套演示系统 。利用这套系统 ，用户可以使 

用 PDA，手机 ，PC等各种设备上 的浏览器来 透明地阅读新 

闻 ，即用户不需要指定需要浏览的格式和语言。我们这套系统 

会 自动根据请求设备的能力来发送相应格式和相应语言的新 

闻。同时，我们这套系统具有 良好的扩展性 ，开发人员可以在 

这套系统上很方便地添加对特 定格式和特 定语言的支持 ，充 

分地展示了 XML的内容与显示分离的优势 。 

2 背景知识 

2．1 XML简介 

XML[1 是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的简写 ，一种扩 

展性标识语 言。自从 XML标准 出现 以来 ，它 的发展异常迅 

猛。可 以这 么说 ，XML是 自Java语言 出现 以来 ，在 Imernet 

领域里最令人激动的发展。XML是一套定义语义标记 的规 

则 ，这些标记将文档分成许多部分并对这些部分加以标识。它 

也是元标识语言，即定义了用于定义其它与特定领域有关的、 

语义的、结构化的标记语言的句法语言。 

2．2 NewsML简介 

NewsML[2]是 XML的产 物之一，它 能让新 闻工 作者及 

其他出版商以任何语言从金融服务桌上型 电脑、网页到手机 

上 ，载取影象 、文稿 、图像、图片及视讯来制造和组合新闻．随 

着新闻业越来越数字化和数据库档案的不断增加 ，NewsML 

旨在使新 闻组织可轻松 自如地收集多媒体新闻报道 ，更方便 

地对这些多媒体新闻进行改编和存储，并且更容易在今后再 

次使用时找到这些新闻。NewsML有 以下几点特征：(1)具有 

良好的可扩展性和灵活性 。(2)支持元数据和新闻条 目内容的 

身份验证和签名 。(3)允许新闻内容支持 各种语言、格式和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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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 。(4)使新闻内容可重用。(5)支持管理和开发过去的新闻内 

容 。 

2．5 NewsML文件结构[ 

NewsML文件 主要 由三 大块组成 ，首先是 TopicSet，里 

面描述了这篇新 闻所涉及的主题 ，这将用于新闻的分类和搜 

索 。第二块是 NewsEnvelope标签 ，正如 Envelope所表现出的 

意 思，这里描述 的是整块新 闻所具有 的一些属性。最 后就是 

NewsItem，显然这里是组成新闻的内容。注意 内容并不需要 

完全嵌入到 NewsML文件 中，内容可 以是链接 ，等显示的时 

候再取回来。图1是 NewsML文件框架。 

图1 NewsML文件结构 图 

5 多形态新闻信息发布模型的体系结构 

利用 NewsML的优秀特性 ，我们在 Tomcat[o上构建了 
一 个采用 JSP和 Servlet技术的个性化的多形态新闻信息发 

布模型。利用这个模型，系统将会根据用户终端设备的请求来 

智能地判断用户所需要的新闻格式和语言 ，然后调用相应的 

引擎来将存储在 NewsML里的新闻内容转换为相应的格式， 

从而发送给用户 。同时平台也提供了让用户显式地指定输出 

格式的功能。另一方面 ，该模型具有很好 的可扩展性，可以很 

方便地加入对其它格式及语言的支持。目前该模型支持的格 

式有 HTML、CHTMLL1 、WMLLg]、PDF以及 MIF，支持的语 

言包括中文和英文 。图2是系统的整体架构。 

图2 系统结构图 

在转换引擎的设计上，我们主要采用 XSL技术，对于 

HTML、CHTML、WML这 类 结 构 化 信 息来 说，只需 采 用 

XSL中的 XSLTc。 部分 ，这类格式化信息转换引擎 的结构如 

图3． 

对于 PDF、MIF这类非结构化信息处理起来就要稍微麻 

烦一些 ．这 里要用到 XSL里的另一部分 XSL-FOc 。这些非 

格式化信息转换引擎的结构如图4。 

图3 格式化信息转换引擎结构图 

特定的XSL转换模板 

， 竺室箜! 

服务器 

特定的 FO处理§I攀 

后处理 

图4 非格式化信息转换引擎结构图 

4 系统实现 

4．1 系统开发环境 

新闻发布平 台的服务器软件采用 Apache开发的 Tomcat 

v3．2。开发语言采用的是 Java。在 XML的解析和 XSLT的引 

擎方面，利用了 Sun公司的 JAXP[5 包 ，版本是 1．1。产生 PDF 

和 MIF格式的 FO处理引擎采用的也是 Apache XML Pro— 

ject里的 FOPCe]，版本是0．2O．2。WML开发上采用的是 Eric— 

sson公司的模拟器。 

4．2 关键技术 

4．2．1 个性化 发布 为了实现对用户透明的新闻发布 ， 

平台对所有用户提供一个缺 省的访 问接 口。用户在任何浏览 

器下只需浏览这个 url，然后通过截获用户 H1vrP请求头中 

的信息来得知用户的请求偏好。通过分析请求头中的 Accept- 

Language信息，可 以得知用户浏览器所用 的语言。通 过分析 

请求头中的 Accept信息，可以得知用户所需要格式 的 Mime 

类型。通过得到上述信息 ，系统便可以自动返回用户所需要的 

新闻格式和语言。当然 ，可能用户不希望 以它的浏览器的缺省 

偏好来获取新闻 ，例如用户用中文版的 Internet Explorer来 

看英文新闻，另外还有可能不存在能缺省请求某种格式的浏 

览器，例如还没有缺省请求 pdf格式的浏览器。对于这两种情 

况，用户就必须显式地指定所需要的格式和语言 ，一方面可以 

在缺省返 回页面中提供相应的按钮 ，另一方面用户也可 以直 

接在 url中输入调用参数。 

4．2．2 系统流程 整个系统的处理流程图如图5所示。 

用户的缺省请求 I l带参数的用户的显式请求 

分析 HrrP请求头，提取 

出格式和语言参数信息 

用格式和语言参数调用中心处理程序 

根据参数调用相应的处理引擎 

将结果返回给用户 

图5 系统处理流程图 

4．2．3 格式化处理引擎 对于每一种特定格式化信息 

的处理引擎 ，其核心是一个 xsl文件。每一种格式都对应一个 

xsl文件 ，在用户请求相应的格式时 ，首先通过使用相应的 x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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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提取出 NewsML文件中想要的信息。对于各种格式有着不 

同提取 策 略 ，例 如 对于 WML 格式 来说 ，xsl就 无需 理 会 

NewsML中的新闻图片信息 ，因为绝大部分 图片都无法在手 

机上显示。 

4．2．4 非格式化处理引擎 对于用户所需要的非格式 

化信息来说 ，无法通过 xsl来一步达到 目标。例如显然无法通 

过 xsl直接从 NewsML中提取 出 pdf格式的信息。要描述这 

类信息，必须借助 XSL—FO来实现这 一点。对每种 非格式化 

信息，同样用相应的 xsl文件来从 NewsML文件中提取需要 

的信息 ，同时把这些信息组织在 FO文件 中。然后通过对产生 

的 FO文件进行再处理来产生相应的格式 。 

4．2．5 FOP 对于格式化信息来说 ，要 自己实现一种新 

的格式处理引擎并不很困难 ，但对于非格式化信息来说 ，要完 

全 自己实现一种新的格式就很困难了 ，例如从 FO到 PDF的 

转换引擎 ，工作量是非常大的。可 以利用 FOP来实现这一点。 

FO P是 由James Tauber发起的一个开源项 目，最初的目 

的是利用 XSL—FO将 XML文件转换成 PDF文件 。目前 FOP 

已经归并到 Apache的 XML Project中 ，最新版本是2002年7 

月4日发布的0．20．4，它可以将 XML文件转换成 PDF，MIF， 

PCL，TXT等 多种格式以及直接输 出到打印机 ，并且支持使 

用 SvG 描述 图形。FO P的开发 目的是希望 借助这种 XML 

To PDF的巨大需求 ，来推动 XSL—FO规范的发展 。 

在本系统的实现 中，利用了 FOP来作为 FO到 PDF和 

MIF格式的引擎 。对于那些不希望采用 FOP的用户来说 ，也 

可以去选择其它的 FO转 PDF的商业产品。 

5 系统性能的改进 

在上述模型中 ，系统的可扩展性和信息冗余度的减少是 

以系统的性能为代价的。XML虽然好 ，但不可能直接把原始 

的 XML文件展现给用户。用户需要看到的是经过格式化处 

理的信息。在本模型中，XSL被大量应用，这样对于每一个用 

户请求 ，系统都要进行解析 XML，解析 XSL以及进行 XSLT 

转换工作 。对于新闻这种被大量访问的信息来说 ，上述工作构 

成了这个模 型系统的瓶颈。至于如何优化和提高处理 HTTP 

请求 的速度，那是 Web Server的工作 。下面将讨论针对前面 

提到 的任务瓶颈的解决方案。 

首先需要分析新闻数据的特性。显然 ，可以得 出以下几个 

特性 ：(1)经常被重复读取。(2)内容很少被改动 ，修改 已经发 

布的新闻是很不常见的。(3)时效性 比较强 ，比较 旧的新 闻很 

少再被阅读 。 

通过分析上述新 闻效据的特点，可以引进 Cache机制来 

解决性能 问题 。对于每次 XSL转换后 的结果 ，将把 它放入 

Cache．这样当另一个用户请求同样的格式和语言的内容时， 

就无需再进行转换工作 。图6是 Cache机制的结构图。 

图6 Cache机制处理流程 

注意这同本文一开始提到的那种浪费资源和增加冗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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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复制方法是两回事。首先这种解决方法对用户是透明的， 

信息对外仍然只是一个 URL，不同于前面方法需要每份拷贝 
一 个 URL，这 样就 避 免 了 信 息 的冗 余 问题 。其 次 这 里 的 

Cache是有生存时间的，Cache的内容将会访问频率和时间进 

行调整 ，不同于前面方法的永久保存 。 

至于 Cache的调整策略 ，采用的是类似操作 系统中的调 

度策略。Cache中的每一项具有一个初始 nice值，用户每访问 
一 次 nice值将加1，每过一天 nice值将除2，通过 nice值的大 

小来决定是否保 留在 Cache中。实际应用时 ，用户可 以根据系 

统运行的具体情况来调整上述数值以获得最优 的效率 。 

最后需要提到的是，上述性能改进方案是跟特定类型 的 

数据相关的，因此对于不同于新 闻的其它种类信息，如何进行 

性能的改进需要单独的分析。虽然如此，这里给出的针对新闻 

这种特定信息的性能改进方案，将对大多数其它类型信息的 

发布性能改进具有指导作用。 

6 演示系统 

图7～图9是我们实现的系统的几个输 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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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HTML输 出 

b懈 囊_ 叠 
，’c矗囊0l— 4 

胡̂—赶H睡两̂ ||c 
自自哺●岫矗啊掀 
誓 

图8 WML输出 

结束语 本文通过 以 NewsML为例 ，提 出了一种 基于 

XML的多形态新 闻信息发布模型。经过实验 系统的验证 ，随 

着接入互联网的终端设备类型的增多 ，这种 基于 XML多形 

态信息发布系统对于新闻信息的多格式、多语言的发布具有 

很好的实用性和扩展性，对于格式化信息和非格式化信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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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相应的处理方法。系统的实现采用的是业界成熟的 J2EE 

技术和 XML技术 ，具有良好的跨平台性，并提供了提高性能 

图9 PDF输出 

的办法 。用户可以根据 自己的具体情况，参考本文中的模型上 

实现 自己的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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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以提高系统性能 。 

5．2 编程语言和数据库对象元数据冗余的处理 

根据体系结构中的元数据管理将编程语言中的类加入数 

据库中，如果数据库本身提供的类与编程语言提供的类功能 

相近时，会导致数据库中的冗余不断增加。解决的方法是在两 

者之间建立对应关系。这种方法需要人为地建立对象及其成 

员方法之间的对应关系，显然这样做的工作量很大。 

5．5 对象方法的运行管理 

对象方法可以运行在客户端 ，也可运行在服务器端 。如果 

全部放入 ORDBMS中运行 ，数据库服务器将成为运行瓶颈。 

如何确定方法 的运行是否放在服务器上要根据下列各种因 

素 方法所需参数的容量 ，方法需要从数据库中获取的数据量 

的大小，网络带宽 的大小 ，服务器／客户机 的性能差距和当时 

的负荷情况 ，方法的代码量等 。针对不同的情况，ORDBMS要 

提供对不同的两种运行方式的支持和判断。 

对象方法运行于服务器端时安全性控制是个关键，目前 

解决的方法有[5．9]： 

【1)DBMS进程与函数运行进程分开，函数运行进程由用 

户 ID标识。这种方法的缺点是引进了远程过程调用及其相关 

的开销，降低了性能。 

(2)单独开辟一个进程，用来检查函数代码中的所有的跳 

转语句，可以采用在每个跳转语句的前后插入一些检查代码 ， 

或者对于每个跳转命令 ，进行 系统调用两种方法 。由于这种 

方法将程序运行于DBMS的查询处理进程中，开销比较小。 

(3)采用解释型语言如 Java来编写函数，将边界检查的 

工作交给语言解释器来完成。 

(4)在体系结构上采取硬件措施 ，缺点是不能保证所有的 

机器都有这样的安全机制。 

展 望 本文在 回顾 了传统 数据库 模型 的不足 和 OR— 

DBMS的发展后 ，针对 ORDBMS的实现提 出了一个新 的结 

合 Java的体系结构。其主要 目的是 ： 

(1)实现编 程语言对 象和 ORDBMS元数据之间的透 明 

转化 ，简化了应用开发 的难度 ，提高了编程语言和 ORDBMS 

中对象的集成度。 

(2)系统具有很好的可扩充性 ：从数据库元数据的生成上 

看，采用类库元数据生成器 ，方便 了数据库元数据的扩充 ；从 

接 口转换上看充分利用 CORBA／J2EE技 术，便于 系统的应 

用集成；从数据库对象的实现语言上看采用 Java具有很好的 

跨平台性 。 

基于上述 的 ORDBMS体系结构，还可 以扩展 出以下的 
一

些特性 ： 

(1)易于与 中间件集成。由于结合了 Java和 CORBA 中 

的 IDL，加上 JAVA本身对于 CORBA的支持 ，就可以很容易 

地集成到中间件平台中。 

(2)可 以拓展 成分 布式数据库．因为数据 库类库具 有对 

CORBA的支持 ，只要解决分布的对象之间的同步更新 (即一 

致性)和事务处理同题 ，就可成为一个具有 良好的垂直划分分 

布式特性的数据库 。 

(3)这种体系结构 的 ORDBMS也可扩展到其 他编程语 

言 ，只要它对数据库交互接 口和数据库元数据导入工具支持 ， 

就可以实现与 DBMS结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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