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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mponent integrating technology in workflow management 

based on cooperation，then it provides with the distributed software component object model and 

component system function mod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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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引 言 

千作矗毫管理悬近年来在计算机应用领域中发展 

最为 趸 而_项薪技术之—0 至耍南 痢  
与计算机交互事件结舍过程中的自动化。工作流主 

面夏 幕趸 诈昭曩 强目日嚣蔼五程、工作组 

成虽间依据一组已定义的孰则及已制定的共同目标 

所交换的文本文件、各种媒体信息或任务．工作流管 

理系绕是一个用于分布式环境中工作任务进程闻的 

协调及协作式处理的软件系统。 

在当今的社会生活中．绝大多数工作都是在特 

定的群体环境 中，由群体成员互相协作、共同完成 

的．人们的工作方式明显地其有群体性 交互性 分 

布性与协作性等基本特征oCSCW (Computer Sup- 

ported Cooperative Work)正是以人们协同工作方式 

为背景．并且以计算机拄术、通信技术、多媒体技术 

的发展为基础而形成的支持多学科合作的研究方 

向，它有广泛的应用领域。网络技术，尤其是 Internet 

技术的飞跃发展．使信息技术产业从以计算机为中 

心过渡到以瑚碧为中心的方向发展。用户对计算机 

应用的需求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应 用计算机环 

境的结构已从集中式发展到分布式的结橱。面向群 

体协周工作并 持系统开放集成性的工作淀管理系 

统是使企业的内部综合信息处理系统适应动态变化 

的市场需求的关键所在 ．人们主要采用工作梳管理 

系统实现工作任务处理过程的重构设计及过程的优 

化 ． 

工作梳管理的目标是研究与开发具有分布式开 

放体系结构的、组件集成化特征的、并支持群体成 员 

间协同工作的工作流管理环境。而构造工作流系统 

中的组件技术主要是实现两方面的功能，一是整个 

工作流系统的各部分功能将由组件构戚，二是支持 

系统模拟仿真功能所调用的功能模块是组件。这样 

软件组件集成技术在工作流管理系统中是非常关键 

的技术之一。 

2 分布式环境下的软件组件对象朐标准 

开放系统的发展可让用户透明地应 用不同机 

型、不同运行平台组成的异构型计算资源，从而提出 

了应用集成与分布式处理的要求，即在 千差万别的 

信息资潦的基础上构造起信息共享的分布式系统， 

并能有效地实现应用系统与分布式处理的集成．分 

布式处理的关键是定义可管理的软件组件。就客户 

来说 r希望这种软件组件能 即插即用 ，即能从所提 

供拘软件组件库中获取最台适的组件并可充分重用 

现有成熟的软件代码。就服务方来说，希望这种软件 

组件能便于客户裁减，维护和重构． 

软件组件模型的确立是软件组件化的关键。软 

件组件模型详细描述了如何开发可重用的软件组件 

和这些组件之间如何相互通信，组件模型是一个体 

系结构．它给开发者提供了一整套 AP1来定义软件 

组件 ，使用组件对象模型的软件开发者可以动态地 

组织现有组件来构成一十新的应用．以实现组件的 

重用。而每个软件组件必须具备以下几十特征： 

*)车螺曩受国家-九五̂科技责关项目舞助．孙艳春 博士生，主要考 为软件扭件技采．cscw技末。赵太哲 博士，主要 
研究方向为孰件开发环境．蝌积仁 博士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分布式多媒体、网络协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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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是完成通用或特定功能的可重用的软件 

模块． 

·组件必须能够进行自身描述，即组件必须能够 

识别在它构造过程中可更改的属性和 它生成的事 

件．这些信息可以使开发环境与第三方软件组件无 

缝地结台起来。 

·组件必须允许以图形方式编辑 ．其属性几乎只 

能通过控制面板来设置。组件通过界面输出其功能 ， 

外界环境也只能通过界面访问组件。 
·组件必须可以被编程语言直接控制。因为组件 

也可以和脚本语言连接或者与从代码级访问组件的 

环境连接 ．这个特性使得软件组件可以在非可视化 

开发项 目中使用． 
·组件必须能产生一个事件或者其它让程序员 

从语义上连接的机制。这意味着程序员可以很容易 

地向按钮蟊加代码，这样 ．点中按钮就可以影响其它 

组件的动作 ． 

·组件支持对象意义上的封装性、多态性及继晕 

性．又称为组件对象．其遵循二进制代码标准．是一 

个可以在异构环境下被调用的支持互操作的软件模 

块对象。 

随着 Internet的飞速发展及当前^们对CSCW 

的需求 ，协作与系镜集成显得越发重要．分布式对象 

计算正是从系镜集威与分布式处理要求中提出的一 

种可行的解决方案．分布式异构环境下的软件组件 

技术是建立应用系统集碱框架和标准构件的核心技 

术，也是我们实现的面向协同工作的工作流管理系 

统中功能模块实现与集成的关键技术。而当今国际 

上有三大分布式软件组件对象标准 ：一个是由0MG 

(Object Mana merit Group)组织推 出的 CORBA 

(Common 0Eject Request Broker Architecture)，即 

公共对象请求代理结构}一个是 Microsoft推 出的 

DCX)M(1~stributedComponent0 bjeetMode1)．即分 

布式组件对象模型；还有一个是 Sun公司推 出的用 

Java语 言 开 发 的 分 布 对 象 模 型 RMIfRemote 

Method Invocation>，这三大分布式软件组件对象标 

准各有所长，下面我们就做一下对比。 

(1)结构和规范性。CORBA是一个通用的分布 

式对象的规范说明，它没有给出参考的实现方案．所 

以为实现提供了极大的灵活性．而 DCOM和Java的 

RMI有明确的实现背景，规范严格细致，不利于优 

化 。 

(2)跨平台能力。目前 ActiveX／DCOM 基本用 

于微软操作系统--Windows95和 WiⅡdOW$NT，虽然 

已有支持 Unix系统的 DCOM 实现的柳试版本，但 

还需进一步完善。对于 RMI来说．只要在客户端安 

上 Java虚拟机，就可以嘉现 RMI的跨平台通信。而 

符合 CORBA规范的产品支持广泛 的平台．几乎 可 

用在所有的操作系绕上。 

(3)跨语言支持能力。DCOM 实现中所用的编程 

语言几乎都是 C一 ．而对其它编程语言的支持有 障 

碍．类似地 ．由于 RMI依靠许多Java语言的内部特 

征，使得它一定要用 Java语言编写，而不能用其 它 

语言实现。与此相对比．CORBA具有语言中立性 ．可 

以包容多种编程语言。在写规范时，OMG已经采纳 

了用 c、c̈ 、ADA和 Smalhalk语言使用 C0RBA 

机制的规范。所以c0RBA具有强大的踌语言能力． 

(I)安全性．所有的舟布计算必然包括通信。如 

果分布计算是在分布式网络上，那么在传输数据时． 

数据的安全性和完整性都有危险。安全性必须保证 

用户不受破环代码的侵害。DCOM使用远程过程调 

用 (RPC)在相距异地的对象间通信 。它投有在分布 

式 的数据网络如 Internet上提供 安全保 证。使 用 

DCOM 实现的 ActiveX控件不舍严格的安全性检查 

或资糠权限检查-控件具有其资源的所有权限．这样 

就 缺乏固有 的安全性。而 RMI的安全性 怅赫于 

Java。Java的安全性包括严格的安全性和资源级安 

全性 ，严格的安全性 用来保护用户不受那些由于不 

正确类型的映射和不合法内存存取而引起的错误一 

资源圾安全性用来限制 Java程序磁盘访问权限、网 

络访同权限等．Java固有的安全性保证了RMI具有 

较强的安全性。与此相比，OMG已经为基 于COR- 

BA的系统指定了广阍范围的安全服务，谤服务不仅 

提供了保密性和认证机制，而且实现了非否认机制 

(用于确保参加者不能后来否认他们的许诺)。 

基于 CORBA。在以上四方茴的优越性，我们决 

定选择COR赧 规袍催为我们在工作流管理系统中 

分布式组幛嘞}象的标准a 

3 coRB盎|规范 

CORBA规范是由 OMG组织提出的基于抽象 

的对象模型的舟布式对象标准．它用于分布式异掏 

环境下的基于对象的软件组件间的通信与系统集 

成，是表达应用系统、应用部件之间有效通讯的连接 

技术。OMG于1991年发表了对象请求代理(ORB)的 

技术标准 C0RBA1．O+1995年发表了CORBA2．0． 

3．1 CORBA规范的关系模型 

理解 CORBA设计结构的关键是关系模型，包 

括下列成分： 

· Object Request Broker(oRB．对 象请 求代 

理)：它使对象能在一个分布式环境下透明地建立和 

接收请求和回答。它是建立分布式对象应用的基础． 

也是在异构和同构环境中应用之间的交互性的基 

· 23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础 。 

-Object Service(对象服务)：它是一个服务集 

合，用于支持使用和实现对象的基本功能．服务对于 

建立任何分布应用是必需的．而且经常独立于应用 

域 例如，生命周期服务定义了建立、鲫i隙、拷贝和移 

动对象的转化，坦没有说明对象在～个应用中是怎 

样实现的 

·Common Facilities(通用设施)}是一个服务集 

合．许多应用共享此集合，例如，一个系统管理或 电 

干邮件设备可以被划分为一个通用设施． 
·Application 0 bjects(应用对象)：是单个的供 

应商用于控制接口的产品．应用对象遵从传统的应 

用观念．因此它们不是由OMG来标准化。应用对象 

构成了关系模型的最高层 

在这四个部分中，对象请求代理是关系模型的 

核心。它象一部电话交换机 ，提供创立和接收调用的 

基本机制 ORB与对象服务相结合 ．确保符台 COR— 

BA规范的应用组件间的育效的通信．下面就对 

CORBA规范的内容及其采用的技术进行系统的舟 

绍 ． 

3．2 ORB的体系结构 

ORB是 CORBA规范的核心，图1显示 了 COR— 

BA ORB结构的主要组成部件，井辅助说明了各部 

分的功能 

——● 戗赫干0RR 界面 『 I ORR件氟量̂构 

o bject lmplementation(对象实现)}对象实现 

定义了实现CORBA IDL接 口的操作，它可以用 C、 

C一 、Java、Smalltatk及Ada等许多语言编写。 

·C|Mnt(客户方)：这是调用对象实现上的操作 

的程序依。存取远程对象的服务对于调用者来说是 

透明的，在图中的其它组成部分帮助支持调用的透 

明性 。 

·object Request Broker(ORB对象请求代理)： 

ORB为客户请求和目标对象实现之间提供透明的 

通信机制．ORB通过把客户方与方接调用相分离而 

简化 了分布式程序设计 这使客户请求好象是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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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调用 当客户方调用一个操作时．ORB负责 

找到对象实现．如果需要时激活它，传输请求给对 

象，并把结果返回给客户方。 

·ORBInter~ace(0RB接 口)： 个 ORB是一个 

可以用多种方式(如一个或多个进程或一个库集合) 

实现的逻辑体 为了把应用程序与实现细节相分离， 

CORBA规范为 ORB定义了一个抽象的接口．这个 

接口提供了多种功能如把对象实现转换成串及把串 

转换成对象实现，色 建由动态调用接口生成的请求 

的参数列表 

- lDL Stubs and Skeletons(IDL桩和轮 廓)： 

IDL桩是客户方和 ORB之间的粘和剂，相似地，IDL 

轮廓是实 现方和 ORB之间的粘和剂。在 CORBA 

IDI 定义和 目标编程语言之间的转换 由 CORBA 

1DL犏译器来实现 

·Dynamic InvOCation Interface(DII动态谓用界 

面) 这个接口允许客户直接访问由 ORB提供的基 

本请求机制．应用程序使用 DI[动态地发出请求拾 

对象而不需链人 1DL特珠接口桩。不象 IDL桩仅允 

许 RPC形式的请求．DII也允许客户做非阻塞的延 

迟同步(发送和接收相分离)与只发送式的调用 
-Dyaamic Skeleton Interface(DSI动态轮廓界 

面)：这是在服务方的与客户方 DII相类似的对应部 

分．DSI允许 ORB把请求传递给对象实现，而读对 

象实现在编译时并不知道它要实现的对象的类型 

提出请求的客户方不需知道对象实现是使用特殊类 

型的IDL轮廓还是使用动态轮廓。 

·Ob)ect Adapter(对象 适配器)：对象适配器帮 

助ORB把请求传递给对象以及激活对象．更重要的 

是对象适配器把对象实现与 ORB连接起来 可以指 

定对象适配器为某些对象实现类型提供支持． 

CORBA规范还定义 了ORB之间互操作的机 

制 ，使不同实现的 ORB系统能相互识别和转换 ，从 

而能够共存于同一个环境下。 

4 工作流管理系统中的组件技术 

在工作淀管理系统中，我们利用构造模型实现 

了事物处理过程从现实世界中的原形向计算机可处 

理的形式化定义的转换 ，构造模型为工作梳程中的 

每一个独立事件定义了必要的输人和输出信息 、相 

关事件的运行顺序及必要的事件处理机翩．动态仿 

真采用组件库中提供的组件检测模型建立的正确 

性、实现实时事件处理过程控制和 实时事件间的交 

互．因此 ，仿真组件的生成与重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我们建立了支持组件生成 、管理及重用的集成组 

件模型(ICM--[ntergrated Component Mode1)，它采 

用 Agent机制及面 向对象程序设计 方珐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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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G的 CORBA标准，基于此模型建立的工作境管 

理平台实现了组件间的协调及接口管理、组件间共 

享数据基管理和组件浏览及组件版本升级管理功 

能。系统具有信息模型易扩展、功能可动态重组、跨 

平台实现以及开放性等特点。 

我们基于CORBA规范实现的面向协同工作的 

工作流系统中的分布式软件组件对象的模型如图2 

所示： 

客户方 

图2 分布式软件组件对象模型 

用户基于系统层次化信息结构定义功能 ，可以 

对不同的组件加以剃分，并由此构造出层次结构功 

能对象集合，系统功能重构框架根据应用系统信息 

模型对其所定义的系统对象功能进行选择和重组， 

用户可根据应用需求动态重构客户端功能界面；数 

据库服务代理在实现面向对象的结构化的组件存贮 

的基础上可根据应用需求对相关组件进行插人、删 

除、查询、重组等操作；系统管理对分布式环境 中的 

功能组件进行动态管理和监控 ，井对各种用户请求 

进行权限捡查；开放代理接 口实现与其它组件标准 

的互联，实现功能对象的相互调用。在面向协同工作 

的工作 流管理 中的组件 系统功能 模块 如图 3所 

示 。 

如图3所示框架系统以网络环境和 如硼 分布式 

技术封装为基础，在中间件基础之上实现远地和本 

地的组件查询和管理监控机制t功能重组台框架则 

以预定义程序信息结构为基础 ，通过构造对象功能 

实现应用系统的具体功能组合 ，开放接口实现与其 

它标准中间件平台之间的相互操作，管理监控组件 

是一组相对独立的功能，它直接基于中间件平台实 

现对应用系统对象的监控功能，从而使整个系统不 

但灵活多变且易于管理。 

目前，我们采用先进的分布式计算技术 网络技 

术编程实现了面向协同工作的工作魔管理系统原 

型，下一步的工作将是对其进行功能扩充及进一步 

图3 面向协同工作的工作流管理中的组件系统功能模块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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