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新输入。 

下面我们看一十简单的例子．如图3．一十简单 

的有限状态机．其 中状态 fs⋯s_5】，s _s{}用结点表 

示，弧表示状态间转换，孤上的字母表示输入。 

) 

图3 

在状态 s 时+输入字母 I使状态转换至 s ，当且 

仅当s． sit之间有以 I为标记的孤．否则进入错误状 

态 终止状态由双层圆圈表示 

众所周知，每一个有限状态自动机定义了一种 

正规语言，反之．任一正规语言也必可由一有限状态 

自动机表示 图3表示了正规语言 aaa[aaalban]‘b。 

我们 JAVA语言实现了该自动机。自动机中每 
一 状态{sots] ts1，5．}由一个带隐含属性的 FORM 

表示。图4输出的FORM表示状态 

static String FORM1 ”<hi)This is state 1f／h1) 
‘SELECT NAME ＼ npat )(o盯 I()N)A＼n(／SE— 

LECT)＼n 

(INPUT TYPE= 。sub咖t VALUE l噶tep SIZE 
SO’ i 

System Dllt．println( <FORM METHOD=＼叩OST、"AC 

T10N= +WEB一 一filename+。 )＼n̈)； 
System out．println(”<input Type=＼'~idden 

一 、̂wEB—state＼' 
walue= 1) ”)； 

System OLLt println(”(input type= V hidden 
name＼ lue ＼ + + >＼ )； 
System out．print]n(”{input tFpe=＼'。hidden 

name input＼̈~alue=Y +input+ >＼ )； 
System out．prindn(FO RM1)； 

图4 

其中wEB—exe—filename为 CGI程序名，从而 

是一个递 归CGI程序．当该 FORM 被提交时 ，当前 

的状态及用户的输入作为参数传递给 CGI程序，从 

而确定了下一状态。一旦下一状态被确定，就产生了 

代表下一状态的 FORM，并返 回给浏览器 若不能 

确定下一状态坝0进入错误状态，用户可重新进入初 

始状态 若下一状态为终止状态 ，用户可退出或重新 

进入韧始状态。下面给出了上倒的算法描述： 

步骤1：读取环境变量，确定 CGI参数传递方式 

为POST方式 

步骤2：由标准输入中读入 CGI参数．形成名字 

／值对方式。 

步骤5：确定用户当前的状态及输入．根据状态 

转换表得到下一状态。 

步骤4：输出新状态对应的F0RM 

图3中的有限自动机只有5个状态，根容易实现 

通常情况下 ，状态转换表会复杂得多。因此，我们需 

要用茼单的方法来生成 CGI程序。 

由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该方法实现的关键 

是状态自动机的状态转换描述表和代表不同状态的 

FORM。因此我们可以开发一种 CGI生成工具+通 

过输入不同的状态转换描述表和代表不同状态的 

FORM，自动生成递归cGI程序 ，在 Web上实现该 

自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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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开放性的超媒体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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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design method of hypermedia engine and presents an open hyper 

media engine The engine supports the specification of application semantics as application class and 

supports complex operations maintaining cons traints，thereby simplifies the modeling of hype rmedia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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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alnt 

1．引言 

超媒体引擎是支持超媒体应用开发的抽象讥． 

它提供了访问和操作超媒体结构的接口，利用这些 

功能可以容易地表达各种基于具体应用的超媒体系 

统数据模型；超媒体引擎还要提供复杂的操作来维 

护应用的语义。目前大多数开放式超媒体系统模型 

(OHS)Ⅲ，如 Microcosm、DHM、SP3和 HyperDisco 

等，主张将超媒体结构和内窖分开存储 ，第三方应用 

在自己的存储系统中编辑文挡．可以通过开放式连 

接协议(OHP) 5 将编辑内容集成到超媒体系统 

开放式的超媒体引擎要提供灵活的机制来支持这种 

开放性。 

研究者们 已经开发出一些比较成功的超媒体引 

擎模型．但是这些模型．如 HAM ]、HyperBase 

(GMD-IPSI)_2】，提供了一种相当固定的超媒体数据 

模型．通过增加属性来扩展语义，超媒体应用的开发 

者必须自己弥补应用数据模型和超媒体引擎数据模 

型的不匹配。另外～些模型．如 HB3_3 和 Devise_{]． 

过分强调通用性 ，只是简单地提供了存储功能，大部 

分工作都得由超媒体应用来完成，而且这些模型都 

不是针对开放式超媒体应用的．也没有考虑到超文 

档的分布存储。本文认为一个开放式超媒体引擎应 

该满足以下的前提 ： 

(1)可剪裁的数据模型。能够抽象而准确地表达 

各种具体应用的超媒体对象 

(2)灵活的语义表达 可以方便地描述超媒体应 

用复杂丰富的语义 

(3)开放性的充分体现。充分支持开放式的链接 

协议．能方便地集成第三方应用．也可以将外部的各 

种存储系统透明地管理起来+如面向对象数据库 系 

统、关系数据库和文件系统 

(4)强大的数据库功能 支持持久对象的多用户 

访问、并发控制、恢复和敝本控制等。 

本文提出了一个建立在面向对象数据库Shore 

之上的开放式超媒体引擎模型，它支持丰富的语义 

操作．包括各种应用类的定义和语义约束的复杂操 

作，提供灵活的机制支持具体超媒体应用的剪裁；它 

支持开放式超媒体系统，具体表现上是支持开放式 

超媒体链接协议 ，通过引擎可以透明地访问第三方 

应用的数据源 

2．Shore面向对象数据库 

Shore{Scalable Heterogeneous Object Reposi— 

tory) 是 Wisconsin大学开发的一个面向对象数据 

库．它具有许多优秀独特的特征： 

◇ 功能强大的对象定义语言 SLD 所有的 

Shore对象都是接臼类型(Interface Type)的实例， 

立棣珲 1囊士生．主要研究兴趣为开放式超雠体系统、面向对象数据库。李光亚 博士生．主要研究领域为超媒体 系统和多 

媒体数据库。赵撮西 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数据库系统．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和多媒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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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有方法、属性和关系等。用SDL定义好对象类型 

以后，可以直接送入数据库 

◇ 面向对象数据库的特征。如井发控制、事务 

管理、恢复、锁机制等等 

◇ 文件系统的特征 Shore可以通过 Unix的 

文件系统调用来操作 Shore中的对象+这样，基于文 

件系统的第三方应用的数据就比较容易集成到开放 

式超媒体系统中。 

s．开放式超媒体引擎的设计 

我仃丁在 Shore数据库上开发了一个开放式超媒 

体引擎．它不仅仅能灵活表达复杂丰富的超媒体语 

义．而 且还 直 接 支 持 开 放 式 超 媒体 链 接 协 议 

(OHP>，从而能方便地将第三方应用集成到具体 的 

超媒体应用系统 。 

对象分类。为了能让应用程序能实时地定义具 

体语义的超媒体对象，我们将 Shore中的对象类型 

分为两类 元对象类(MetkClass)和实倒对象类 

(Inst—Class)。Meta～Class的实倒称之为元对象 ．而 

Insl—Class的实例称之为实例对象 元对象用来描 

述实例对象的属性格式和语义约束规则，一个元对 

象可以对应多个实例对象，相同种类的实例对象只 

能对应一个元对象-它们之问是描述与被描述的关 

系，如图 1 其 中，Meta—Class，lnst—Class．Meta— 

Link．Link—Class是用 Shore的 SDL定义的娄，T— 

IsBaseOn是应用程序定义的元对象，表示一种新的 

链类型．IsBaseOnl，IsBaseOnl是实际的链(应用对 

象)，它们的属性和语义约束由 T—IsBaseOn表示。 

SDL 

定 

义 

程 

l 

k 

成 

元 对 象 应 用 计 复 

圈1 

元对象。依照开放式超媒体协议(OHP)，引擎 

提供了8种元对象类型，并且对于每种元对象类型- 

内置了一些常用的元对象-现说明如下： 

- Meta—Anchor 负责创建所有的锚元对象。 

内置了三个元对象．其中文本锚用来表示文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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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锚 ，位图锚用来表示 BMP文件的锚，Word锚用 

来表示 Word文件的锚 

· Meta—Link 负责创建所有的链元对象 内 

置了两个元对象：有向链，无向链。 

· Meta—Node。负责刨建所有的结点元对象。 

内置了六个元对象：原子结点表示单一内容的结点， 

文本结点、位图结点和Wora文档结点都是它的于 

结点；组合结点是多个结点组成的结点；而虚拟结点 

是通过 自定义数据源得到内容的结点，例如通过 

SQL查询或存储过程得到结点的内容。 

- Meta—Document 负责创建所有的文挡元对 

象。内置了一十元对象，它描述了超媒体文档的位 

置、显示方式等等。 
- Meta—Constraint。负责创建所有的语义约 

束元对象。内置了两个元对象 链约束表示链的两端 

结点的类型约束；组台约束表示组台结点的各个子 

结点的类型约束。 
- Meta—Pspec 负责创建所有的展示元对象 

内置了一个元对象，用来表示展示超媒体对象的环 

境，如应用程序的位置、显示环境等等． 

Meta—Service．负责创建所有的服务元对 

象。内置了一个元对象 ，提供一般的数据库和趣媒体 

功能服务。 

Meta—Perspective 负责创建所有的视图元 

对象。内置了一十元对象 ，用来描述视图定义． 

对于元对象，引擎还提供了类似于 c̈ 的继承 

机制，如果元对象之问有父子关系t子元对象可以继 

承父元对象的属性格式和语义约束，见图2。链1和链 

2从有向链继承而来，具有有向链的特征-分剐捆绑 

了链约束EA Bj和[A．c]；链3从链1和链2继承而 

来，因此，它隐含地捆绑了链约束[A．B]+EA，c]； 

通过继承机制，提高了元对象的语义描述能力。 

[A，B]+[A，CJ 

图2 

对于语义约束，引擎提供了灵话的定义和捆绑 

机制 例如，应用程序可以继承链约束，自定义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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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约束 Constraintl，并且可 以动态地和有 向链 

L Ⅱk1进行捆绑．或者释放捆绑： 

M eta—CODsrraint Constra】ntl： 

COnS"t ralntl w M eta—Constraint(DirectedLink)； 

Const raint1一> AddAttrlbute(a1．a2．ag)； 

IAnkl BindConstraint(ConstraintI)； 

Linkl Un ndCom~ttaint(Constraint1)； 

这种机制充分体现了引擎的可剪裁性。 

实例对象。当设计者对引擎进行剪裁减 者用户 

编辑超文档的时候，引擎会创建各种实例对象，它们 

和元对彖有着被描述的关系。引擎提供了以下的实 

例对彖类 ，它们和元对彖娄一一对应： 
· Anchor—Class。负责刨建所有的锚实例对象。 
- Link—c1ass。负责创建所有的链实例对彖 

· Node—Class。负责创建所有的结点实例对象。 

· Document—Class。负责创建所有的文档实例对 

彖。 

· Constraint—Class。负责创建所有的语义约束实 

例对彖。 

- Pspec—E1ass。负责创建所有的展示实例对彖。 

· Service—Class。负责创建所有的服务实例对彖。 
· Perspective—Class。负责创建所有的视图实例对 

彖。 

当引擎创建实例对彖时，从元对彖中，它可以理 

解 Viewer发过来的数据，从而在Shore数据库中建 

立真正的持A对 象。如 ．Link—Class。lvA1一耻w 

unk—Class(T—IsBaseOn)；T—IsBaseOn是设计者 

定义的链元对象，描述了实际的链1pAl的属性格式 

和语义约束规则 

实例对彖组成的有机网络在元对彖上的映射视 

图，称之为元视图。它表达了元对象的属性和它们之 

间的关系。通过对元视图的操作，可咀增删元节点， 

修改锚的属性，定义链，捆绑新的语义约束，并且这 

些操作也反映在实例视图上。引进元视图的概念．使 

得对引擎进行可视化剪裁成为可能。 

(下转 第93页) 

(上接 第116玎) 

S薯0 

D0 13OK=1．10 

D0 140M =1．10 

S芒S+ 1．0D+00 
CALL F_AUT0PAR—L00P—SPLIT (8．2．F—AU- 

TOpAR—．LOOP—START，＆ F_AU 0PAR—L00P— 
END) 

D0 1 50 J= F_AUTOPAR—L00P-START．F—AU+ 
TO PAR—Lo0P—END 

D0 160I= 1．10 

A(I．J，K．M )=l010 0+J 

B(J．I．K．M)=20．0+】 
160 CONTINUE 

150 CONTINUE 
140 CONTINUE 

130 CONTINUE 

CALL i--autopar--$et—range-d(3，1，10) 

CALL f--autopar— t—range-ud(2，0．0) 
CALL f-autopar-set-range-d(1t1，10) 

CALL f-autopar—set--range—d(Ot1 10) 
CALL i-autop&r-layout(a) 

CALL f--autopar--~o[[ect(a) 

CALL f--autopar--set--range—ud(9 0，O) 
CALLL am。p set—ranEe—d(2．1 10) 

CALL 一a 。par_set—ranEe—d(1．1110) 

CALLf--amopar--set--rang~一d(0．1，10) 

CALL f-aatopar-layoat(b) 

CALL Lautopar-collect(b) 
CALL F—AUT0PAR—OVER 

END 

报明显，该程序并行的是150循环。在这里，读者 

应 该特别 注意 的是那 些小 写 字母表示 的 AU— 

TOPAR函数调用语句，它们车应 该在150 CON— 

TINUE和140 CO NTINUE之间生成，但由于数组 

A．B都没在循环130和140中被引用，因此经过通讯 

优化分析，它们被放到了130循环之外。 

结论 我们简要地介绍了曙光2000上的并行库 

和并 行 识 别 工 具 AUTOPAR。在 经 过 对 大 量 

BENcHMARK程序(NASA．PERFEcT等)的实际 

测试后，我们发现尽管AUTOPAR能够并行大部分 

DO循环t但实际的运行效率并不高，主要瓶颈在于 

数据收集函数 COLLECT(通信)。因此．该系统今后 

还应该在并行库优化和通信优化上下工夫。虽然如 

此，该系统对一些通讯少的应用，还是能得到很好的 

并行效果。如对三维造前深度偏移(克希霍夫方法) 

mig f就能使加速比大体呈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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