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强声显示的真宴感。Convolvotron在美国政府，大学 

及工业研究实验室 等舒门得到应用．包括 NAsA， 

vPL，华盛顿大学人机接口实验室等．但价格相当昂 

贵 

4．3．2 Gravls U1trasound 是一种市售的三雏 

声音卡 ．价格可以接受且与声霸卡兼容。Gra~s U1- 

trasound允许用户将普通声音文件转换为三雏空闻 

中任何虚拟位置的声音文件，其软件开发工具箱还 

提供声音记录、三维声音转换、测试，输出等功能，用 

户对它进行适当编程可实现简单的三雏声音定位· 

建立虚拟声曝 。 

4．3．3 MIDI．MⅢI设备现在已在声霸卡这类 

产品中非常廉价地提供，但 MⅡH主要目的是满足 

流行音乐市场的需要-并不十舟适台科学研究工作， 

而且要充舟挖掘 MⅡH的声音责源(包括生成虚拟 

三雏声音)需要相当复杂的软件算接井需要系统独 

占。 

结柬语 非语音声音在人机交互技术中有着广 的 

应用的景 ，相比语音更具直观性和直接性，特别在科 

学计算可听化方面有其突 出的优点．与科学计算可 

视化相结合而形威科学计算视听化则一定具有单十 

通道所不具备的优势。我们目前正进行在医学图墩 

处理技宋中引人非语音声音表示数据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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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溯览工具L‘J，比如 Mo|aic CGI和 Nette．~pe的 

Plug-ln-API建立特定的浏览嚣。但是这样傲狠制了 

客户程序的多平台性。HTTP代理方式咐，当web 

客户需要检索文档时，它不是直接与有关的 URL 

毫接，而是连接到某十}rrTP代理或者称为协调程 

牟(Mediator)-由它从服务嚣取回数据返回拾 Web 

客户，这样僦的好处是提供更多的丰富的服务，同时 

可以借助于防火墙对条绕的数据进行保护，可以实 

现数据库系统应用程牟与www 的集硪．在数据库 

系统与 www 的集成中，用户身份的确认．信息的 

保密．请求的台法性与操作的安全性的限制也是需 

要重新研究的问题．一些新的 www 服务嚣提供了 

将代码 直接连接到服务器的 API．可以将通用的 

www 服务器改造成代理服务器。面向 Java的类库 

和快速开发工具还比较少．因此 Java也还远非成 

熟．然而它的对象特色和在 www 上的广臣的适用 

性 ，在 www 上建立开放的计算环境方面-利用 一 

％ 的方法是最有希望的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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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系统与 www 的集成途径 
App roaches in Integration L1f I t；lt)abe System and WW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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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As the World Wide Web(www11 becoming the n important m s Df information 

world．the Lntegration uf database system into 1he W ww is 、cry urgent and important issue for 

database regea rchers．since RlOSt of the data already stored )n compute r~ysterBs reside inside 

database systems and much of the nPw data IM)I yet stored in comptttt,r systems wilt go into 

datahase system．but the Www FIS tile m．jo~type of today’ information technotogy and the most 

successfu L information system pver is still la rgely has On file system technol<~gy．nlG+St modern 

databases are stitI considered legacy system when they should be integrated i rlto the W WW ． 

Fhis article deals with the problems of integ rating datal+ase into -it imroduces a rid conlpa rey, 

SGllle existing different approaches in this context·and presents the future promislng directions 

关键词 www．Web client．HTTP protoco1．(；-ateway．I)atabase 

1 引言 

目前最重要和最成功的信息系统的 www 却 

仍然是基于文件蒹统的 ，许多现代的数据库系统井 

不支持与 WWW 的集成，瞄着 WWW 的迅速发展， 

它{订将成为未来的新的遗留系统。因此 ，如何将数据 

库蒹统与 WWW 集成起来，已成为摆在数据库研究 

者面前的一个非常急迫的重要问髓。 

数据库 蒹统与 www 的集成首先是 web客户 

与已有的Cllent／Senrver数据库蒹统的集成，显然这 

种集成具有下面一些优点 1)多平台的客户程序。在 

Client／Server数据库系统中，需要对于不同的平台 

开发客户程序，利用 w曲 浏览器做为客户则可以使 

用一套客户程序，从而大大减少开发工作量。2)模块 

性更强的系统结构。由于 WWW 模型的明确性，通 

过 w 客户访问的系统结构更易于扩充和修改。3) 
一 统化。利用 w曲 客户可以使不同蒹统的界面具有 

一 种公共的显式格式，大大降低用户的训练费用，有 

利于用户的跨系统使用。 

在数据库系统与 Web客户的集成过程中有这样的 

一 些困难 t1)有态与无态的矛盾。HTTP协议是无态 

(Stateless)的，而 alent／Server系统 中客户和服务 

器之间的协议是有态的，状态(State)信息是存储在 

数据库系统中与某个 Client交互进行有关的数据总 

和，存放关于通讯历史的状态信息需要傲赣有态协 

议的支持，即消息含义嵌赣于前面消息的协议。有态 

性的优点在于通过存储状态信息减少网络上的信息 

传输以提高教宰。然而 www 剖览器通常不支持状 

态，一十 无态的服 务器通 常总处在一种状 态，对 

Web客户的反应不依赖于以前请求和反应消息的 

历史，这种无态的铷议适合简单的查询．z)能否利用 

Web浏览器实现通常的客户功能，包括 GUI，外部 

工具的调用 ，对库函数的调用和对设备操作和系统 

服务的调用，这些难以利用 }rrML来模拟，而需要 

使用其它的技术．2)服务功能分布 ，蒹统需要提供 

IiTML界面和一些帮助信息，支持对数据库的访 

问，维护不同客户的数据视图，因此数据库系统与 

Www 的集成需要模型的指导。 

2 主要的集成困难 3 集成途径 

多数数据库系统在设计时没有考虑 www 的 

需求，因此 wWw与数据库系统的集成需要采用新 

的技术手段和结构来支持·而不是简单的接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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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支持数据库系统与 www 集成的方拄主 

要有下述几种方式 Ⅲ 。 

3．1 通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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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 WWW 铷览器与数据库系统连接的方式 

之一是通过通关(Gateway)，见图 l，从逻辑上说通 

关是一个允许两个独立信息系统之间交换数据的程 

序，在保持数据值不变的前提下对结构和格式上进 

行数据转换．1992年Authur Secret实现了 HTOra- 

cle L】】t它是第一个从 wWw 到 Oracle的通关 ，此后 

许多组织开始建立基于WWW 的内部系筑，这种方 

式的优点是在设计新的 wWw 应用程序时有更大 

的灵活性 ，疑点是与特定的数据库管理系统相关，多 

数逋关不能直接由WWW 铷览器访问，而需要通过 

HTTP服务器 。通关与数据库系统的连接方式包括： 

数据 库系 统 

罔 【 通关 宵式 

1)数据通关 在明确数据格式和数据文件的前 

提下，通关直接访问数据库系统的数据文件，其功能 

包括翻译查询，检索数据和表达查询结果。这时数据 

通常用 HTML或者 SGML格式存储或者以可以方 

便地j身出为这两种格式的其它格式存放． 

2)界面通关 是利用已有的数据库系统的客t白 

和服务器之间的界面 ．界面通关需要完成从无态协 

议和有志协议之间的转换 ，在没有其它访同戤据库 

系统界面的方甚时，往往使用这种方甚。 

3)DBMS通关 以对 DtLMS的简单查询代替 

对数据文件的直接访同，DtLMS起搜索程序的作用． 

数据库通关可以开发一些戤据库程序，在数据库内 

部宴现和存放 wWW 的应用程序-它可以直接访同 

特定的 DtLMS，也可以通过 0DBC等开放数据库连 

接标准连接多种散据库 系统，CGl(Common Gate- 

way Interhee)方甚是广为使用的方甚(见图 2)．数 

据库的查询通常是由 Web客户通过查询表格发给 

H1 rP服务器，由 HrrP服务器调用 CG1程序，将 

用户输入的数据装配成特定数据库系统的 sQL语 

句，发送给相应的数据库管理系统处理．然后由数据 

- 1 — — — — — J _ _ 1 _ _ _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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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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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 l‘象统 

图 2 CGI连接方式 

库管理系统将查询结果返回给 CGI程序，最后通过 

HTTP服务器将结果返回给 Web窖户。由于CGI是 

HTTP服务器与外部应用程序交互的事实标准．这 

种数据库访问模式成为 www上最常用的方法。但 

是 它有这样一些不足：(1)cGI模式 中Web客户与 

服务器的交互必须通过 HTTP服务器，当客户数目 

增加时，它报容易成为一个瓶颈。对于 Web客户的 

每 一个请 求或者数据 库服 务器 的每 一次反 应， 

H兀 P都必须进行 HTML模式的转换·这样大大增 

加了查询处理的开销。(2)CG1方法很堆模拟通常的 

C1lent／Serv盯 系统之间的交互，因为它不能在客户 

与服务器交互过程中一直保持通讯通道。在请求处 

理完之后，通讯通道也被关闭。因此报堆支持有多个 

操作的事务处理．而事务支持对于系统的实用性是 

很重要的。(3)由于H兀 P的无态性．由 Web客户产 

生的查询需要与用户 m 和 口令一起发出．从 Web 

客户到 HTTP服务器的数据传j身通常是 以普通的 

AsCII格式，然后将用户 ID和口令嵌入到CGI程序 

中去访问后台数据库，由 HTTP服务器完成对用户 

的访同控制，这种控制仅仅是一种对用户域的控翩 

方式 ，并不能支持类似数据库的控制功能。(4)利用 

cGI方式处理客户请求，向用户展示的是基于表格 

的界面。cllentIServer系统的一十特点是查询结果 

的图形表示，这就要求 Web客户能够执行图形功 

能。HTML的限制使得图形的显示比较困难，尽管 

VRML可 以显 示 3维 图 形，但 是仍 然 散抽 于 

H丌 P，产生的GIF格式或者其它格式的图形文件， 

由于所有的图象都要由 CG1程序在 HrrP服务器 

一 倒产生，速度慢，占用空间多。(5)对于通过 CGI 

向后台数据库服务器提交的每一次查询．数据库服 

务器都必须执行同样的登录和诅出程序，而不管是 

否下一次查询是同一十客户发出的。这样会耗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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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时间和开销 ，对于大型的 Client／Server系统实 

现W曲 客户，需要建立和维护大量的CGI文本。在 

通常的 Client／Server系统中，许多功能是由客户程 

序完成的，而在CGI方式中，所有的工作都要用CGI 

程序以后台方式来处理 ，反应时间长，客户对每个请 

求的处理结果需要等持较长的时闻。 

3．2 服务器端古引CSSI)方式 

SSI(Server Side Includ亡s)方 式 (见 图 3)由 

HTML文档内一些特殊的符号序列组成．在将这些 

文档发到请求浏览墨时，由服务器扫描这些特殊的 

符号．然后将它们翻译成相应的指令井且执行．SSI 

可以在服务器上独立实现，也可以由 CGl程序混合 

HTML文档与来自数据库系统的数据来提供。 

l 

二二) 

i教据f 

5将H rML页返回浏览器 数据库系统 

圉 3 Ssl方式 

3|3 可移动代码系统(MCS) 

随着Java的施行t出现了一种新的方法，即可 

移动代码系统(见圈4)．其思想是分布应用程序的 

圉4 可咎动代码模式 

代码，将它传送给客户程序．然后由客户螭在用户的 

·68· 

计算机上执行这些代码，这种方式允许在 www 中 

重新建立数据库系统的界面部分，有助于实现认证、 

安全性和系绕完整性等访问控制机制． 

Java混合了 C 和 Smantalk的特 色，成为在 

Internet上开发可移植 交互式应用程序的一种安全 

的 语言．Java Applet具有较好的连接性和可移动 

性 ，支持 Java的浏览墨 相当于一个 自古的 W 客 

户 ．Java Applet可以在客户端执行．完成模拟和交 

互，由于它支持利用 Socket进行网络连接，可以直 

接访问数据库．不需要 HTTP服务器的干预，可以 

提供面向会话的通讯，同时系统的安全控制可以借 

助于数据库系绕的安全机制来实现。Java的 AWT 

(Abstract Window Toolkit)提供了丰富的图形控制 

调用 ，Java的出现将 WWW 从静态的基于 HTML 

的单纯的显示变成为动态分布的计算领域。 

MCs方式可以有两种结构 】：1)两阶式结构． 

所有的客户功能完全用 Java Applet实现，这种方式 

的实现开销比较大，需要在协议级实现所有的服务 

调用。这方面的工作包括 Msq】Java．它实现了 M 一． 

iSQL最初库功能的 Java类库。2)三阶式结构。以 

Java服务器做为通关，在 Applet和远程数据库服务 

墨之间传送参数和反应信息。这种方式实现的代价 

比较小 ，通关服务器可以做为一种独立的 Java Ap_ 

plication，利用 Java的类库实现．这方面的工作包括 

Weblogics的dbko~a／T3和 Vincent Engiweering。前 

者提供了用 Java访问Oracle、Sybase和 Irdormix等 

关系数据库的类库{后者实现了一十与 Oracle数据 

库的连接界面，井且在通关服务墨和客户两端的数 

据缓冲以提高性能． 

与基于 oGI的方式相比，基于 Java的方法提供 

了高度的夏墙性、可扩充性、可移植性和量壮性．适 

宜在合作的开发环境中建立一十强壮的 w 结构， 

和在异质数据库之间实现数据库系绕之间的可扩 充 

性和交互性 ．通过使用Java，不必在用户计算机上安 

装客户构件，而是通过下载来实现，这样对于客户程 

序的雏护和更新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 

3．4 分布式计算结构 

今天信息系绕的主流仍然是建立夏活的和可扩 

充的分布式对象计算(D()c)结构 t支持在异掏平台 

上构件的无缝集成 ，它比以服务嚣为中心的信息系 

绕构造方法更为先进．目前基于 )c的标准有 

OMG的 c0RBA，0SF的o0DCE，Mk：msoft的阿 

络 0U}，但是它们的实现代价比较大，要求有相应 

的开发经验，对集成 c0RBA和 w曲 客户的研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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剐剐开始．利用 ORB很容易创建Java客户对象和 

服务墨对象并且宴行透明的访问 用 Java语言在 

CORBA的概念之上 实现 WebORB和 WeblDL是 

一 种很有希望的方珐 可以封装Socket界面 ·简化 

W ebORB 

L — — ————一  

闱 5 ORB方式 的育 户与小井嚣连接 

_ _ — — — —  

务嚣 I 

了网络编程，使得开发者集中于应用层的对象的创 

建和访问．webIDL通过服务磊娄和产生客户代理 

和服 务器端的存根 ，WebORB支持以值或者参引传 

送对象，通过 WebORB进行远程对象的引用·易于 

实现对象的移动。 

结柬语 本文讨论了数据库系统 与www 集成的 

有关问珂和主要途径．这种集成只有在满足这样的 

一 些限制的前提下才是有意义的，1)保证可用性 新 

的基于 www 的 Client／Server系统妊须具备原来 

的 Client／Server数据库系统的多数功能 ，否则这种 

集成是无意义的。2)最小改变。增加基于www 的 

使用方式不应黄成对原代码进行大量的修改·原有 

的客户和服务器程序应该能正常使用．3)不惨改现 

有的浏览墨的使用方式。 

目前在 WWW 与数据库系统集成方面的研究 

包括惨改现有的服务墨软件来模{I；{www 服务器， 

利用 URL来表示对数据库的访闻请求【珂．这种方式 

的缺点是唯以支持交互性强的应用，另一种方式是 

(下 转 筘 面 ) 

(上接 10 茸 ) 

变的．侧如，在人机界面中，用户对同一个应用可同 

时创建一个文本界面和图形界面，并可动态地增加 

或删除．在群体交互时，这种动态性更加突出，因为 

每个协同应用的参与者个数是动态变化的． 

3．3 多媒体支持 

多媒体有助于协调参与者之间的括动．传送那 

些不宜用文字表达的信息，群体能方便，直观地进行 

交流．饲如通过声音传辅一些简短的提示或对话-通 

过视频传达一些微妙的表情或手势。因此．高教的人 

与人交互界面首先是一个多媒体的界面． 

3．4 多种交互方式的支持 

同步和异步是人与人交互经常使用的两种模 

式．常常被交替使用 。例如在靠同设计和靠同写作 

中．完成某项任务一般要持续鞍长时间．需要异步交 

互，但在协同工作过程中．如表 某个方案中，又需 

要同步交互．因此，良好的人与人交互界面应能同时 

支持这两种方式，允许选择交互模式． 

3 5 协同透明和协同感知程序的支持 

靠同遗明程序本身不支持群体交互．没有专门 

管理靠同的模块．但原有单用户程序不用修改，通过 

多路复用／多路分解，能用于群体交互．这一功能有 

勤于减少靠同程序开发的工作t．对靠同遗明程序 

的支持并不排除协同感知程序，因为不同的靠同应 

用程序针对不同的靠同需求。 

3 6 角色的支持 

在人与人交互界面中，应该根据台适的规则和 

应完成的功能来定义参与者的各种角色．例如共罚 

编辑文挡时，成员被分为主编 、编辑及读者等，主编 

可协调各编辑的操作冲突-编辑可修改文挡 -而读者 

只能看编辑内容．因此，人与人交互界面应提供角色 

的支持．每一种角色应根据界面赋予他的职能和处 

理的规则，完成整个任务中的一部分工作，并执行相 

应的控制。 

结柬语 随着各国及全球信息高速 岱路的逐步建 

设．Cscw 作曲新 的研究翎域日益令人啊目．而人 

与人交互界面是使 Cscw 系统得到瞢受推广的重 

要因素。能支持、表现及靠调群体交互是人与人交互 

界面的显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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