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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向服务的体系结构(SOA)是一种网络环境下分布式应用系统的概念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松耦合的系统 

组件在网络上被描述、发布和调用。实现这样体系结构的网络应用系统有多种方法。对 CORBA，DCOM，RMI以及 

Web Service，Jini等几种主要实现方法进行 了详细的分析并对这些方法作了对比，指出这些实现方法各 自的优势和不 

足。分析时比的结果将为今后根据具体应用选用正确、有效的实现方式提供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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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A is a conceptual model of distributed application system in the network environment，in this model，the 

loose coupled system components were described，released and called．There are several methods to implement the app— 

lication s~tem with SOA mode1．We comp~ed and analyzed these methods，such as CORBA，D ，RMI，Web Service and Ji— 

ni，pointed out their advantages and shortcomings．The results can be used as reference to chose implementatio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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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企业计算的发展，企业级应用需求要求新 的软件系 

统不再是从底层做起，而是依据企业逻辑需求重新组织已有 

的数据存储，将现有的数据和事务通过新的渠道，比如 Inter— 

net浏览器或者手持设备呈现给用户。另外 ，为了提高企业计 

算的高效性、可用性、规模性，现有许多的操作系统都是分布 

式操作系统，运行在许多机器之上。这样的企业级解决方案 

就必须协调运行在群组硬件之上，实现这种系统的一种方法 

就是将该系统组织成群组服务的模式，每一个服务都提供一 

组定义良好的功能集合。整个系统其实就被设计和实现为一 

组相互交互的服务，而将功能以服务的形式展现出来是该系 

统灵活性的关键。它使得系统中的某些服务能够充分利用其 

它的服务而无需考虑其物理位置。系统通过添加新的服务来 

不断升级，这样就应运而生了面向服务的体系结构(s0A)。 

W3C(The 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万 维网联 盟)将 

SOA定义为_l ：“一种应用程序体系结构 ，在这种体系结构 

中，所有功能都定义为独立的服务，这些服务带有定义明确的 

可调用接 口，可以以定义好的顺序来调用这些服务形成业务 

流程”。Gartner则将 SOA描述为：“客户端／服务器的软件设 

计方法，一项应用 由软件服务和软件服务使用者组成，SOA 

与大多数通用的客户端／lJl~务器模型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着重 

强调软件组件的松散耦合，并使用独立的标准接口。” 

传统的分布式计算模型是从本地计算模型的基础上发展 

而来的，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减低复杂度，重用本地计算模型去 

解决分布式计算的问题，传统的分布式计算模型尽量向编程 

人员屏蔽网络的存在，所以在编程人员看来，网络编程与本地 

编程并没有根本的差别 ，编程人员不用担心网络的存在。编 

程人员无须区分远程地址空问和本地地址空间的区别，所有 

的组件均利用一种通用语言——接口语言，一般称为接 口定 

义语言(Interface Definition Language)通过它来做到与具体 

编程语言无关。通过这些简化，编程人员采用本地计算模型 

来实现一个分布式的计算应用。人们称这种方法为“本地化 

设计 、分布式工作”模型。CORBA，IX；OM，RMI等都属于这 

种解决方式。Web Service和 Jini是新型的动态分布式实现 

方案。本文将对这些实现方法的原理进行分析和对比研究。 

2 cORBA(通用对象请求代理体系结构)组件实现 

方法 

C0RB 遵循了通用的分布式系统解决方案模式。服 

务提供者通过在可用的命名 目录(CORBA命名)中发布其服 

务对象，对此分布式对象感兴趣的客户则通过该命名服务找 

到服务器对象，然后就可以调用服务器对象上的合适的服务 

了。为了做到这一点，客户必须提前与命名服务以及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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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各种服务绑定以得到有关的信息(比如服务器对象提 

供的属性 、方法、接口等)。这是通过 CORBA接口定义语言 

(Interface Definition Language，IDI )完成的。IDL是中立于 

任何语言的，CORBA通过 IDL来实现与编程语言的无关性。 

IDL有助于描述服务而无需深入到具体实现细节。用这种方 

法可以将 实现(Implementation)与接 口(Interface)相分离。 

CORBA服务器必须实现 IDL接 口，而 CORBA客户使用此 

接口。CORBA组件之间的交互见图 1。 

一  
图 1 CORBA组件 

所有本地调用的方法均通过一个称为桩 的客户代理完 

成 ，它将方法参数和数据进行串行化，并发送到称为体的服务 

器端对象，而体则需要重构此方法及其详细内容。体要负责 

代表客户来调用这个方法，并正确地返回结果。桩和体 的交 

互是通过 ORB进行的。ORB 也称为对象 BUS，它负责找到 

合适的服务器对象(使用服务器对象引用)，并 向服务器传输 

方法参数、数据，此外还要从服务器传 回方法结果。客户与 

ORB 通过一个桩实现交互，而服务器对象则使用一个对象适 

配器(Object Adapter，OA)或者 ORB 接 口与 ORB实现交互。 

客户的 ORB与服务器的 ORB之间通过通用跨 ORB协议 

(General Inter ORB  Protocol，GIOP)或者 Internet跨 oRB协 

议(Internet Inter ORB  Protocol，IIOP)来通信。因此，为了使 

一 个客户对象参与到 CORBA环境中，它必须知道服务器的 

位置、服务描述以及服务调用机制。 

3 DCoM(分布式组件对象模型)组件实现方法 

IX；OMl3]也采用通用的分布式系统解决模式 ，与 COR— 

BA十分相似。通过对象提供服务 的服务器在一个可用的命 

名目录(活动目录服务)中发布其对象 。对此分布式对象感兴 

趣的客户必须知道此服务器提供的多种服务。这通过 M 

IDL实现。服务对象实现了 IDL接口。 

所有本地调用的方法均通过一个称为代理的客户代理来 

完成，它将完成方法参数和数据的串行化并发送到一个称为 

桩的服务器对象上 ，在此要重构此方法及其详细内容。这个 

桩负责代表客户调用方法并正确地返回结果。由于 IX2OM 

规范是二进制级的，它可以将不同编程语言编写的二进制组 

件加 以集成，如 C++，Java和 Visual Basic等。与 CORBA 

不同，DCOM 只能 基于 Microsoft Windows平 台，是 win 

dows—Windows的分布式解决方案。DCOM 组件之间的交互 

见图 2。 

蓦 詈 
图 2 IX；OM组件 

4 远程方法调用(RMI)实现方法 

从Java1．1开始 ，远程方法调用(RMI)作为 Java分布式 

对象技术的核心，成为 Java API之一。它使得 Java程序之间 

能够实现灵活的、可扩展的分布式通信。RMI允许对象存在 

于多个指定地址空问，分布在各种 Java虚拟机上。每个指定 

地址空间可以在同一计算机上或网上的不同计算机上。由于 

远程方法调用跨越 Java虚拟机边界到不同的指定地址空间， 

因此没有对象共享的全局变量。 

RMI具有以下特点 ： 

1．面向对象的设计模式：RMI能够传递完整 的对象类 

型，包括其实现 ，因此可以在分布式计算解决方案中，而不仅 

仅在本地计算中，使用面向对象的编程； 

2．易于连接到已有的系统中：RMI是通过 Java的本地方 

法接 口(JNI：Java Native Inter{ace)与已有的系统交互的。使 

用RMI和JNI可以用Java编写新的客户端而服务端使用已 

有的实现，并可以根据需要对 RMI服务端已有实现的任何部 

分重新编写，大大提高了软件的复用率； 

4．多线程并行计算：RMI是多线程的，允许服务器使用 

Java线程更好地并发处理客户请求 ； 

5．易写易用：RMI简化了远程 Java服务器和访问那些服 

务器的 Java客户端的编写。这种简化使得编写分布式对象 

系统变得容易，并且加快了系统雏形的产生和软件早期版本 

的测试和评估。此外由于 RMI程序易于编写，它们同样也易 

于维护； 

6．分布式无用单元收集：RMI使用它的分布式无用单元 

收集算法来收集远程服务器上不再被网络上任何客户引用的 

对象。分布式的无用单元收集可以根据需要定义服务器对 

象，当它们不再被客户端访问时，将被从系统中删除，从而大 

大提高了系统的效率。 

5 Web Service组件实现方法 

Web Service[4]作为一种分布式的服务提供方式 ，可以认 

为是 SOA体系结构的一种实现方式，其 目的是使分布在网络 

上不同地理位 置和不 同平 台的客户可 以获得 服务 。Web 

Service框架体系由 3个基本元素组成——服务提供者、客户 

(服务接收者)和服务注册。服务提供者将 自己的服务在服务 

注册处进行注册 ，客户通过访问服务注册来获得服务的信息， 

然后获得服务。 

与当前传统的组件技术不同，Web服务不使用特定于对 

象模型的协议(比如 DCOM，RMI或IIOP，这些协议要求在客 

户机和服务器上同时具有特定的基础结构，既需要在可控制 

的环境中使用)。在 Web环境中，客户机和服务器千变万化， 

它们使用不 同的操作系统和不同的技术，因此把组件的实现 

紧密地绑定在特定的组件技术上是不切实际的。Web服务 

是使用 HTTP，SOAP和 XML等普遍存在的标准协议和数 

据格式来通信的，因此所有支持这些协议和数据格式的系统 

都能支持 Web服务。 

Web服务以消息的形式来提供服务 ，它使用基于 XML 

的消息来作为数据通信的基本方法。这使 Web服务完全与 

语言、平台和对象模型无关。Web服务可以使用任何语言和 

对象模型在任意的平台上实现，任意的应用程序都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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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服务。只要描述Web服务功能的接口和消息序列以及 

协议保持不变，Web服务和客户应用程序可以任意改变而不 

会相互影响。运行时，客户应用程序发出服务调用请求 ，客户 

端代理程序把该请求转化为符合 Web Service调用所要求的 

格式，通过 SOAP协议向服务发出调用，服务接到请求后进 

行处理，把结果通过 SOAP协议返回给客户。从而客户完成 

一 次服务调用。因为 Web服务要在异构的 Web环境中使 

用，在这个环境 中存在着多种不同的操作系统、对象模型和编 

程语言，所以 web服务必须具有以下特点： 

1．松散耦合：客户程序仅使用 自描述的、基于文本的消息 

与 web服务进行通信； 

2．方便的通信 ：连接到 Internet上的任意系统或设备都 

可以与 web服务进行通信； 

3．通用的数据格式：Web服务使用广泛支持的 XML标 

准来描述其数据格式，所有支持这个标准的系统都可以识别 

web服务的消息。 

6 Jini组件实现方法及几种方法比较 

Jinic ]组件包括服务、客户和查找服务 (Lookup serv— 

ices)。在客户开始接受服务之前，必须要经过 3个过程：发现 

(Discovery)、加入(Join)和查找(Lookup)，这 3个过程同时也 

是通过 3个同名 的协议完成的：发现协议(Discovery)、加入 

(Join)协议和查找(I ookup)协议。客户和服务都可以通过发 

现过程来定位查找服务的位置，加入过程使得服务可以把 自 

己注册到查找服务上去。而查找过程帮助客户查找到感兴趣 

的服务。 

发现(Discovery)、加入 (Join)和查找(Lookup)的过程简 

述如下 ：当一个 Jini服务连入网络时，它就采用组播(multi— 

cast)的方式向网络中发出消息，表明自己的存在。网络中的 

查找服务则保持监听某个特定的端 口，当它监听到这个消息 

后，就会接收消息数据包，并进行分析，以便决定是否与发送 

者相联系。如果它决定和发送者联系，就会通过一个 TCP与 

发送者建立连接 ，并通过 RMI(Remote Method Invocation) 

向发送者回传一个服务登记对象(service register)，发送者通 

过调用服务登记对象中的 register()Ts法，作为参数上传一个 

service item对象，这就完成了发现和加入。Service item对象 

是一个对象容器，其中包括一个 service object对象，作为 Jini 

服务代理(Proxy)，它负责和服务器交互 ，它实现了一个或者 

若干个客户与服务交互 的接 口。客户 同样通过发现协议 

(Discovery)获得一个服务登记对象(service register)，然后调 

用服务登记对象的 Lookup()方法(不要把它和 Lookup服务 

混淆，前者是服务登记对象 的一个方法，后者是整个查找服 

务)，作为参数上传一个 service template对象 ，用来作为查询 

准则。这个对象含有一个引用指向一组 Class objects对象， 

这些对象指示查找服务，客户所需要的Java类型的service 

object对象。lookup()方法返回符合客户需要的 service ob— 

ject对象。每个 service object对象都会实现(implement)一 

个或者若干个客户与服务交互的接口(interface)。客户通过 

引用(reference)来使用 service object对象，通过这个对象来 

获得服务。 

与一般的分布式系统努力掩盖网络存在的做法不同，Jini 

努力去适应网络存在这个事实。比如网络可靠性的问题，J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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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愈合的，这一点是通过Jini的租用机制实现的。租用机 

制使得服务经过一定的时间，自动地从联邦中移除，而无需管 

理员维护。服务提供者要和查找服务协商对查找服务的租用 

期，并且维护一个租用使它保持有效，否则查找服务就会取消 

服务注册。而客户也要和服务提供者协商服务租用期。当网 

络发生变化时，Jini使得管理员无需做改变软件中的 URL、更 

新资源文件、为客户机安装服务代理等工作，而这些在传统的 

分布式计算体系中是很正常的。比如 CORBA，．NET，J2EE 

等都需要静态的安装(需要人工安装且不能动态的更新)客户 

桩(stub)和服务器端骨架(skeleton)，而 Jini通过代码移动解 

决 了这个问题 ，这也是 Jini最强有力的一个特点。Jini采用 

如下方法解决分布式计算中存在的常见问题：1)利用 Java来 

克服编程模型和编程语言的问题 ；2)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础设 

施 。 

Jini还提供了一种分布式事件机制，这是对 JavaBeans事 

件模型的扩展，由此服务请求者可以在服务提供者处注册其 

所需服务。服务一旦可用，服务请求者还能获得服务通知，因 

此不再需要任何轮询。部分失败是通过租用机制加 以处理 

的。租用为服务的使用引入 了一个时间的概念。在 Jini中， 

允许服务请求根据实际需要的时间维持与服务提供者的连 

接。在 Jini环境中，租用可以在某个特定时间段将服务者列 

在查找服务中，如果超出此时间段，则需要重新协商一个新的 

租用，或者干脆将它从查找服务中移除。这样就可以支持建 

立一个动态的网络 ，服务提供者能够随时离开或重新加入而 

不会影响到其它系统。此外，由服务请求者与服务提供者协 

商得到的租用 ，还可以控制某个服务提供者的服务请求者。 

下面表 1是 Jini对相关问题的处理方法，表 2是几种分布式 

计算体系结构比较研究。 

表 1 Jini的问题处理方法 

问题 

网络延迟 

部分失败 

并发性 

服务提供者和服务请 

求者之间的耦合 

地址空间 

客房获得所需服务的 

通知机制 

服务请求协议 

编程模型 

通过JiM远程接口区别本地对象／组件和远程对象／ 

组件 

使用租用机制和发现协议加以处理 

通过事务管理器接口加以处理 
由于代理对象将按需下载到客户端，因此没有更多 

的紧耦合 服务提供者与服务请求者之间的关系是 

动态的，服务期的长短可以依据服务请求者和服务 

提供者的协商而定。 
编程语言 

采用Java语言，不支持指针，区别本地对象和远程 

对象 

基础设施相关 

提供一个分布式事件机制，服务请求者可以在某个 

服务提供者处注册其所需的服务，并在服务可用时 

得到通知。 

与协议无关，可以包容任何协议 ：JRMP，IIOP，OR 

PC，soAP或某个专用的协议。 

表 2 几种分布式计算体系结构的问题处理方法比较 

问题 CORBA DCOM RMI 

编程模型 

网络延迟 主 萎 地 主 地 象 
部分失败 无法处理 无法处理 无法处理 

并发性 发是 一个可选服 可以得到并发服务 没有处理并发 



 

1 4 

服务提供 存在紧耦合，客户桩 。_ ： 无紧耦合，客户桩 

者 与客户 (stub)需要 由客户 (stub)可以在运行 

的耦合 应用进行编译 ： 、～⋯ 。一 时下载到客户 

主 差萎嚣 冀萋 冀雾 薹 
编程语言及基础设施相关 

编程 多种编程语言 多种编程语言 

应用组件 

之间的交 

请求协议 

所有远程对象使用 

C0RBA接 口定 义 

语言( )船  If]L) 

进行发布 

依赖于通用 ORB协 

议 (G10P)通 用 I“ 

ternet跨 ORB协议 

(IIOP) 

操作系统 具有平台无关性 

所有远程对象使用 

C0M 接口定义语言 

(CoM-I『]L)进行发 

布  

依赖于对象远程过 

程通 信协议 (OR— 

PC) 

Microsoft W indows 

系列 

羹 络方面 的调用和格式转换 ’⋯⋯ ⋯ 。‘ 

所有远程对象使用 

Java远程接口发布， 

并实现Java远程接 

口 

依赖于Java远程方 

法协 议 (Java Re— 

mote method Proto— 

col，JRMP) 

具有平台无关性，但 

需要安装 Java虚拟 

机(JVM) 

不需要特别数据／调 

用格式的转换，因为 

是在 JVM-JVM 之 

间进 行，利用 Java 

串行化技术通信 

结束语 SOA的设计 目标是以服务为基础，通过服务的 

交互来实现系统动态、松耦合集成，极大地降低了复杂性与成 

本。但目前为止没有文献对实现它的方法进行明确的论述， 

造成人们在实现它时总是无从下手。本文在深入分析了 

SOA实现方法机理的基础上，提出各 自的优点和不足之处； 

并将主要方法作横向比较研究。Jini是一种基于Java的分布 

式系统，具有许多其它分布式模型没有的优点，是如今使用最 

多的分布式计算编程模型。但在如今多种模型并存的现实情 

况下 ，Jini不可能完全代替 CORBA，Ix OM，RMI，基于 L DDI 

的 Web Service等分布式计算体系，所以应该努力解决这些 

分布式计算体系之间共存并且相互操作的问题，这样不仅能 

够充分利用不同的分布式计算体系的优点，还可以巧妙地避 

免彼此的缺点。而且从应用 的层次上来看，用户并不希望被 

绑定在一家公司的产品上，而希望有更多的选择余地，所以， 

下一步的研究应着重于解决这些分布式系统之间互操作的方 

法，它不仅有理论上的意义，还具有现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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