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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 换 
用户和应用并发者)一个在分布式环境下的统一视 

图． 

对象技术(0T)和客户，服务器(c／S)计算模式 

的逐渐兴起和被广泛接受使建立统一的分布式异构 

计算环境标准的努力出现了曙光． 

2．背景 

对象技术(OT)出现后迅速应用到了计算机软 

件的各个方面．面向对象的软件工程(o0sE)-程序 

设计语言 OOP．面向对象数据库 OODB，面向对象 

的操作系统 OOOS-以及流行的各种面向对象的可 

视化开发工具．这些都大大提高了软件开发效率和 

使用的简便性．对象技术的原则和方法，如封装、继 

季、多态等，显然已成为软件界的通行祛则。但 OT 

目前存在一个不支持异构环境下互操作性的重要缺 

昭，主要表现在来自不同厂商和开发组织，甚至同一 

厂商的对象很唯协作-形成了所谓对象孤岛(islands 

of objects)．它严 重阻碍OT钓 发展-使其很难在分 

布式计算中发挥作用． 

另一方面．与 OT几乎同时开始大规模应用的 

多媒体技术大大改善了计算机的交互和处理能力。 

通过使用多媒体工具可以犏辑多煤体对象，如声音、 

图象、动画等．使人们从单调的文字中解脱 出来-信 

息表达方 式更加 自然。基于 GuI的 多媒体文档 

(Multimedla Docuemer~t，MMD)概 念 应 运 而 生． 

MMD 中包含各 种媒体对 象，使文 档丰 富多彩． 

MMD的应用同时也给用户维护文档带来了困难- 

因为不同种类媒体需要不同的编辑工具处理，用户 

不得不脱离文档编辑去分别犏辑众多种类的媒体- 

再通过转送机l制．一般利用文件系统或剪贴板(dip- 

beard)，将媒体信息嵌入文档．使用户难以将工作集 

中于文档内容本身．这样的过程增加了工作的|车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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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文档一致性难 缝护t在文档姨为复杂的情况 

下，该问题显得更挑突出。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集 

成文档工作平台 ，支持以文档为中心的(d~umem- 

centric)!作方式，并且具有高度的灵话性 、可管理 

性，以及在分布式环境下的跨平台文档管理功能。复 

合文档(Compound Document，CD)的概念直运而 

生 ． 

CD是一种包台不同种类数据的文档，它集成异 

构数据井能对它们进行有效管理．CD不仅能包括 

多媒体数据，还有其它如电子表格，直方图等t并且 

能对这些数据进行网络环境下踌机器、莳平台的管 

理 t真正提供给用户统一的文档视图，这点与不包含 

管理机制的MMD不同。CD提供了一种以文挡为中 

心的工作模式，提供可视化工作环境，用户不需离开 

当前工作环境就可以操作分布在网络上的文档 ，且 

管理蛙护方便。CD支持的主要技术包括 r 
·

链接与嵌入。链接指文档组件本身不存放数 

据．而倪存放一十指向数据的指针。这种方法可以较 

好鲣护数据一致性 ，外部数据变化可以立即匣姨到 

文档中，且数据可以在多十文档之间共享 ，节约数据 

存储空间t适用于数据内容经常发生变化的情况。缺 

点是当文档位置发生变化时，指针贝 会失散 。嵌人是 

指教据整个嵌人到文档中，因此没有链接中位置变 

化问题，缺点是数据一致性难以雏护，数据在外部的 

惨改不能自动反胰到文档中，且多拷贝占用存储生 

闻大，一般嵌入方式用于数据变化不大的情况。CD 

应同时提供这两种方法 

· 嵌套包含。文档组件嵌套是实现 树”型文档 

结构的基础．它指文档组件内可以包含子悼，构成层 

次关系，使文档更容易组织、管理和共享。 

· 本地激活(In-Place Activation)，又称可视缔 

辑。指在文档内直接激话对象的编辑程序而不需脱 

离当前应用，在一个典型的图形窗口环境中，这意味 

着用户不需要激活另一个窗口辅辑数据，复台文档 

自动激活编辑数据的应用，谈应用附着在当前宙口， 

用户只需在本窗口内编辑，它使用户的焦点集中在 

文档，同时提高了工作效串 

· 拖放操作．文档间(或任意两个支持拖放的应 

用)复杂数据的交按复制变为简单的鼠标操作，拖即 

取得数据源，披即将数据置于目标文档，不需要通过 

剪贴板的中间过渡 ，更加直观化，简化了操作 

· 操作自动化。对支持复合文档技术 应用可 

提供自动化接 口，使用户或另一应用无需启动谜程 

序就可以通过向诙应用发进简单指令得至 所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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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务，使用户具有扩展的灵活的控制方式，开发较为 

复杂的复合文档。如对一电子表格内的数据自动进 

行计算。 

CD提供的功能涉及到多对象、踌平台，因此需 

要一种分布对象模型支持。 

为了解凑上述问题并且满足分布式计算的需 

求，8O年代末至 90篷代初，分布对 象模型 (Dis— 

tributed Object Model，DOM)的概念逐渐形成t它 

以对象技术为基吾，将 OT融人分布环境中，支持在 

分布环境下对象之间的互操作和 作，最终建立开 

放的分布式系统。DOM 已逐渐成为公认的分布异 

构环境下的主流计算横型 

． 概念 

3 1 分布对象模型 DOM 

DOM 的概念非常适合于分布式异 构环境t以 

D()M的观点，舟布式环境中的一个自治系统或一个 

应用都可视为对象或一组对象，分布式系统中可共 

享的软硬件资源，如文件、数据库、打印机、硬盘空间 

等等t都被操作它们的对象所封装。对象对外提供操 

作界面，操作由消息激瑶，在协调机削参与下，对象 

之间通过传递消息完成共同的任务。 

DOM 还提供管理维护工具，它包括大量对象的 

创建、．捌览、复制、注册等，各种数据库(存放对象的 

元信息)的维护，如一致性、完整性，以及各种安全控 

制，如鉴别 (Authentic&tiou)，授 权(Authorization) 

等。特别是在大型的分布式环境下，这些功能尤为重 

要。 

D0M 为分布式环境下的资谣『提供了统一的视 

图，对象界面和消息传递屏蔽了异构性和分布性，协 

调机制解决了互操作性，使分布式系统的设计、实现 

和管理得以大大简化。DOM 中的一十重要概念是 

组件 ． 

3 2 组件 

组件(component)是在 DOM基础上提出的，是 

分布对象技术的一个重要概念．组件是一块独立可 

重用的二进制代码，它具有特定功能，支持灵措的即 

插即用，可以被方便地插人到网络 语言、应用 工 

具、操作系统中工作．倒如，一十拼写检查组件可以 

嵌入到不同的字处理应用中．它类似于集成电路 

(Ic)，来 自不回厂商的 IC可以组合起来形成一定功 

能的模块 ．组件可看作软件 IC．它有如下车辛点t 

·

组件是完成通用或特定功能的可重用软件模 

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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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件遵循二进制标准，其实现不像赖于某种 

高级语言．它可以由对象语言或非面向对泉语言实 

现 。 

· 组件通过界面输出其功能．外界仅能通过界 

面访 问组件 。 

· 组件支持对泉意义上的封装、多态和继承，所 

以又称组件对象。 

· 组件是一十支持互操作的对象 ，它可以在跨 

越地址空间、网络、语言、操作系统的异构环境下被 

调用，或和其它组件协同工作。 

· 组件不是一十完整的应用程序 ，多十组件可 

以通过组合构造一十应用程序 。 

由组件的特点可以看出，它是实现分布式计算 

的基础单元。 

3．3 组件系统模型 

组 件 系 绕 模 型 (Component System Mode1， 

CSM)是一十基于组件技术的分布对象系统模型，其 

中存在多十组件对泉 ，它们相互通讯、协作-共同完 

成某项工作。CSM 中的一十重要概念是对泉总线 

(Ob~-ct Bus，0B)，又称软件总线(So{tw~ Bus)或 

对象请求代理(oRB)．其主要作用相当于 D0M 中 

协谓机制．为组件间或组件使用者与组件间提供透 

明的通讯通道。CSM 见图 1。 

对 象恩 鳗 OB 

■ 专用蛆斗 口 通用钮僻 

国 l 组一景统挺型示直图 

组件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专用组件和通用组件。 

专用组件实现某一领域内的特定功能 ，如字处理、电 

子表格等I通用组件实现大多数组件所需的通用功 

能，如名字查询，并发和事务服务，安全服务等。 

CSM 中组件的交互通过 C／s方式，OB负责本 

地或网络上服务对象的定位 ，该过程对客户是透明 

的，客户请求通过 OB转发至服务对象的界面，服务 

返回的结果再由OB返回客户。在整个过程中 ，客户 

只着了解服务组件的界面语义，无需关心其实现细 

节，包括编程语言，运行平台(硬件和操作系绕)，位 

置等，实现了透明谓用 。服务组件只要实现其公布的 

界面功能，不需要关心请求来自何处-通过何种方法 

而来。CSM 为用户提供了一呻、统一的编程接口。 

cMs的实现涉及到许多重要的技术问题， 

· 命名管理。大量的组件必须有统一的命名管 

理机制，保证在大型的分布环境中甚至是全球范围 

内可以定位特定的组件。 

· 版本管理。组件的版率穗化不应影响使用它 

的客户． 

· 界面管理。提供界面信息的维护手段，包括界 

面信息浏览，客户调用一致性检查等。 

· 远程调用。提供透明的远程调用机制．屏蔽各 

种网络协议的差异和数据表示差异。 

· 统一的数据交换机制。组件系统内涉及到跨 

越网络的多进程 ．数据变按是保证协作的重要环节 ， 

该机制保证进程间和网络上的变换数据格式的统 

一

，提供数据格式协商机制。 

· 动态激活。提供客户在运行时封动态构造请 

求的方法． 

· 事务管理和并发控制。在多组件协作环境下， 

应能提供事务管理机制和并发控翩，维护应用的完 

蓬 。 

· 安全性。提供安全机制保证数据的保密性和 

服务访问的合法性 。 

· oB互操作．保汪来自不同组织的 0B之间的 

互操作，实现建立在不同 OB之上的组件间的相互 

访问 ． 

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有些已存在相应的成熟技 

术或相关标准．CsM 应能充分采用这些技术或标 

准，将它们嵌人组件中或制成通用组件。 

3．4 CSM 下的重用 机制 

如上所述，重用是组件的主要特点，在 CSM 中， 

重用有两种主要方式：一是基于代码的重用，用于构 

造对原始组件的功能扩充和增值服务，这种方法通 

过白盒或黑盒重用技术 利用原始组件基本功能，是 

一 种适用于各种领域的方法．二是基于框架的重用， 

主要针对特定应用镯域，在构造系统时，利用该领域 

特有的组件和通用组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优化组 

合(customization)并开发增值服务。这种方法能很 

快构造 出企业级的信息系统，典型情况是 80 的功 

能可以从特定组件获得，再开发 20 的增值服务即 

可 ． 

3．5 组件软件工业 

正象 Ic工业一样 ，新的组件工业正在形成．组 

件概念的提出和实现为组件供应组织、应用开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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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最终用户带来了利盎。应用开发者可以方便地开 

发和发布应用。组件提供了从单进程到企业级网络 

的 可伸缩性(scalbility)和重用(代码重用和框架重 

用)．使应用开发者可以自由组台生成适台的应用， 

这些大大提高了生产率并降低开发费用。组件只需 

面对单一的模型-在设计与其它应用接 口时可以方 

便地增加和替换应用中的组件，并且组件升级不影 

响客户应用，充分发挥重用的特点 。最终用户将面幅 

更多的选择。他们可以选择适台自己的组件插人到 

应 用程序中-也可以按应用需求裁剪 (tailored on— 

demond)。 

4．分布对象模型及标准 

以下简要介绍几种主要的分布对象和复台文档 

标准 ． 

4 1 共同对象请求代理结构 CORBA 

CORBA(Common OElject Request Broker Ar一 

~itecture)是 对 象管 理集团 (Object Management 

Group，OMG)在其对象管理结构(OMA)框架之下、 

以对象请求代理(ORB)为棱心制定的分布对象标 

准，它定义了对象之间通过 ORB透明地发进请求和 

接收响应的机静J-保证了在分布异构环境下对象之 

闻的互操作性 。OMG是一个拥有 660个成员(包括 

I啪 、I-IT、SUN、DDC等)的国际性组织 -是目前世界 

上最大的软件开发桌团．OMA中定义了OMA参考 

模 型(OMA Reference Mode1)和对象模型(Object 

Mode1)-它们同时也是 OMG其他标准的基础。 

- f 喜户 I l 对卓宴 序 1 
、

r_r． ／ 广 、 
．

1狲 ORB 静％ 恕 卑 
! 

； 一二=_I 二_I 

1 竺竺 I 
●_-  }ORB脚界 

图 2 ORB结构 

OMA的对象模型支持面向对象的主要特征． 

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对象通过界面输出其功能，界面 

是客户唯一访问对象获得服务的方法，同时也是实 

现透明访问的基础之一．界面定义使用界面定义语 

言(Interface Definition Language，OMG IDL)，界面 

信息可加人界面仓库(Interface Repository．IR)，IR 

提供在运行时对这些信息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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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BA1．1规 范于 1991年制定，包括界面定 

义语言(IDL)以及在特定 ORB下客 和服务方交 

互的API，随后有 CoRBA1．2规范。c0RBA2．0规 

范于 1995年制定，主要增加了不同 ORBs的互操作 

协 议。 

ORB 是CORBA的核心，其结构如图2．客户的 

请求递 过 ORB 传送至对 象实现 ，返回值也通过 

ORB传给客户-在这个过程中，ORB 负责对象实现 

的定位 ，启动等工作，除对象实现的界面外-客户无 

需知道对象实现的细节，如位置、语言等，因此 ORB  

提供了分布、平台等透明l性。在发出请求时，客户可 

以使用静态激活界面(Static Invocadon Interface- 

Sn)或动态激活界面 (Dynamic Invocation 1riterf丑ce， 

DID。sII又称 mlL端接(【DLStubs)，它是由IDL编 

译嚣预先生成，定义了客户如何激话相应的服务。与 

此相反，DII允许客户在运行时新发现服务，获得界 

面定义·动态构造请求．SII和 DII满足相同的请求 

语义。此外，客户还可以使用 ORB 界面提供的服务。 

对象实现程序。即服务方通过静态骨架界面 

(Static Skeletons Interface，SSI)或动态骨架界面 

(Dynamic Skeletom Interface，DSI)接收请求．ssI 

如同Sn，由 IDL犏译磊为服务方的每个界面生成。 

而 DSI如同 DII，实现了运行时封柬定(binding)服 

务的机制，DSI检查消息中的参数，决定目标对象和 

方法，它可以接受 SII和 DII。DSI是CORBA2．0引 

人的·它有助于实现不同 ORB 之间桥接(bridge)． 

请求来自SSI或DSI对服务方是透明的。此外．服务 

方也可以使用 ORB 界面提供的服务，还可以使用对 

象适配磊提供的服务。对象实现程序可以根据服务 

要求选取对象适配器．对象实现程序的信息在安装 

时存人实现仓库 (Implementation Repository)供将 

来使用。 

C0RBA2．0规 范中通过 引进互操作结构(In— 

teroperabfllty Architecture)，ORB 桥(ORB  Bridge)、 

G10P(Glob I er-0RB  Protoo~1)、IIOP(Internet 

Inter-ORB  Protoco1)、ESlOP(Envlroment Speclfic 

Inter-ORB  Protoco1)等支持不同 ORB 之间的互操 

作 ． 

- 2 组件对象模型 COM／DCOM 

组 件 对 象 模 型 (Component 0bject Model， 

COM)是 ~ erosoft的组件软件方案。c0M 是一个 

标准规范，也是一个基于对象的编程模型．旨在推动 

基于组件的互操作性．c0M 中定义并提供了应用程 

序(客户)和服务对象(softw~a-e object)的连接机制， 

{ 

j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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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建立后客户和对象可直接通讯而不需 O0M 舟 

人。D。0M(Distributed COM)使用分 DCE的远程 

过程调用(DcE RPc)机制在网络环境下为它们提 

供了场地透明性和安垒性等机制．此外，Microsoft 

还在c0M 基础上定义了COM 的扩展结构。 

目 3 COM 的客户 ／服务器模型 

同CORBA相似，COM 中对象通过界面提供服 

务·在 COM 中，对象和对象的使用者之间的交互是 

基于客户／服务器模型．其中有三种实体参与 

· 客户(client)，指持有界面指针并使用对象服 

务的一段代码(不一定是一个应用)． 

·对象实现者(objectimplementor)是实现对象 

界面的代码． 

· 服务器(server)是构造对象并且赋与其 

类标识符(CLSm ·GUID的一种)的代码． 

客 户通过传递 CLSID请 求 COM 获得对象， 

COM 的服务控制管理器根据 CLSID加载运行服务 

器代码请求电 建对象，然后建立客户与新对象的连 

接，如图 3所示．注意，服务器并不是对象，而是一个 

构造服务的代理． 

COM 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不支持传统 ooP的 

实现缝承(implementation inheriten~e)，而采用黑盒 

重 用 技 术，使 用 包 含／委 托 (Containment／ 

Delegation)、聚集(Aggregation)等机制实现代码重 

用． 

4．3 系统对象模型 SOM／DSOM 

SOM 是 IBM 提 出的组件解决方案，其主要 目 

的是建立一个语言中立(1angIl丑ge-ⅡeutraI)的二进制 

对象标准，从而实现对象的重用 ，它包括面向对象的 

模型及其实现．SOM对象模型支持继承、封装和多 

态 等重要面向对象特征，并且提出了元类(mem- 

class)等概急．DSOM(Dismbmed SOM)是SOM 中 

实现分布对象访问的一组类库，它符合CORBA标 

准(ODRBA-∞Ⅲpli蛆t)并做了扩充． 

4-4 对象连接与嵌^ OLE 

OLE(Ob~ct Linking and Embedding)技术是 

Microsoft提 出的复合文 档标 准，它的 实现基 于 

O0．Ⅵ及其扩展结构。在其中，对象以两种形式包含 

在 容器类文档(Container Documem)中．第一种方 

式是连接．容器中只包含指向对象的指针，而对象体 

本身存放在别处}第二种方式对象内容整体包含在 

容器中．OLE在两种不同机制下实现了复合文档所 

要求的功能。在 OLE基础上 ．又定义了 OLE控件 

(OCX)、Active X控件等组件。 

4．5 开放文档 OpenDoc 

Ope~oc是组件集成实验室 (Component Ime— 

gratlonLaboratory．cⅡ )提出的复合文档标准 ．其 

主要支持厂商包含Apple、IBM、Novell等。它的底 

层对象模型基于O0M／IXSOM．OpenDoc包含文档、 

零件0irts)、容器应用(container application)、零件 

犏辑器(parts editor)和零件社I览器(parts viewer) 

等．它实现了CD的主要技术．其重要特点是支持不 

规则形状的对象并且可以同时激活操作多个对象 。 

5．分布对象技术实现及应用 

分布对象概念的提出．标准的建立和技术的逐 

渐戚熟为构造分布式异构环境下的计算提供了坚实 

的基础．它的观点和技术已经被广泛采用于软件系 

统构造的各个领域 ，许多运用分布对象技术的产品 

陆续推 其中遵循 c0RBA标准 (∞ RBA-COIn． 

plaint)的产 品有 DEC ob =tBr0ker，Iona Orblx， 

IBM 90M ／DSOM ， Expersoh Xshel1． SunSoft 

D[班，HP()RB Plus等，它们都支持 c0RBA1．2和 

主流的系统平台，如 SOM／DSOM、OpenDoc及其开 

发工具已经 实现于 OS／2、AⅨ、Windows、Machin- 

tosh多种平台之上，ObjectBroker产品也已经实现 

于Windows和各种UNIX平台。目前厂商正在相应 

的产品上实现新的 CORBA2．0的互操作 标准．如 

mM 正在 D90M 中加人 Ⅱ0P，符合 ODRBA2．0标 

准的产品正在出现。 

OLE2-0支持 Windows95／NT平台，目前大多 

数该平台下的应用软件和各 种开发工具都支持 

()LE及OLE开发，已经成为 Windows平台分布对 

象的事实工业标准·MierosMt正计划通过 W'm32 

A兀 在主流的 UNⅨ 平 台上支持 OLE。Network 

OLE，又 称 分 布 OLE(Dis~ibuted OLE)，基 于 

DCOM，在 WindowsNT的新版本 C,al~o中将 支持 

它。同时，Microsoh和 DEC合作，使 NetworkOLE 

支持在 Sun Solaris、mM AⅨ 、HP删 、D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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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Ⅸ 、DEC 0 nVMS和 D6 Unix等UNIX平 

台下的互操作。由于市场占有率及使用广泛性．oLE 

对分布对象技术标准的影响不可忽视。 

其它软件厂商也在分布对象的潮流下纷纷推出 

自己的组件 解决方 案，如 Sybase visual Compo- 

nent，Inforn~x Datablede以及各种基于组件技术的 

开发 工具，如 Microsolt Visua]C 4．2、Borlsnd 

Delphi等 。 

6．展望 

目前，围绕分布对象标准之争 日益激烈，主要是 

在OLE／COM 和 OpenDoc／CORBA之间，它们都有 

备自的优势，使用户和开发组缎报难决定支持哪一 

个，同时也给这两个标准技术的使用者间的互操作 

带来了困难．有些厂商则选择两者都支持 ，如 Oracle 

的 OCA(OPen Computing  ̂chitecture)同时支持 

oLE和CORBA。OMG正在制定的CoRBA／COM 

的互联标准，以解决两者对象的互操作问题。 

近年来 Internet技l术的发展及 WWW(World— 

Wide Web)的出现，为大型分布式系坑(例如垒球性 

的敲据检索服务)的构造提供了基础，同时也培分布 

对象技术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如何将分布对象技术 

运用 于 Internet的服 务，如 WWW，WAIS(W'Lde 

Area Infafn丑t Search)，C-opher等，它们拥有大量 

非结构化的致据，利用分布对象技术加 以封装、抽 

象，提供路客户端一个标准界面，同时也萃9用 Inter- 

net上的大量资源来充实对象服务。Intervet一项重 

要的技术是 Java语言t它是一个面向对象的程序设 

计语言，主要特点是具有平台独立性(pIatform-neu- 

tra])，因此运用Java作为分布对象系绕的语言具有 

天然优势，SUN和 OMG制定了 OMG IDL到 Ja 

的映射标 准，SUN正 在实现 CORBA／J8va项 目， 

Netscape在 ONE(Open Network Enviroment)中宴 

现了基于 J丑va的ORB(J丑va—based ORB)并支持 I_ 

IOP。因此，Internet技术和分布对象技术的相互结 

合已成为必然并台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分布对象技术将不断 

成熟和完善，以支持分布式的协同工作(DCW)、各 

种异构敲据和资源的集成、透明的桌面环境等。同 

时，分布对象技术也将和其它开放技术和标准不断 

融合 ，如 ISO ODP(Open Distributed Processing)， 

最终形成一套完整的舟布式系统的体系标准和技 

术，真正改善人类的计算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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