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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summarizes characteristics and collllTlon strongpomt of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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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BA and 

RM I，then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ir differences on calling methods．the support to dyhamic dis— 

covering and dynamic callingt common services，ohJect transmission，easy to develop，support for 

heterogeneous platforms and heterogeneous languages，and executing  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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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Java语言0 对计算机领域研究和应用产生的巨 

大影响不是偶然 的，它近乎完美的跨平台特性满足 

了当前多平台计算环境的迫切要求，使它成为开发 

基于 Web和 Internet应用的理 想语言。与 C++相 

比，Java要更加容易掌握和使用，因此它可 以供更 

多的开发者使用t也能显著地加速开发的过程 。 

作为一个在网络计算时代诞生的面 向网络计算 

的语言，对分布计算的支持能力是非常重要的。然而 

在 Java的 I．0板车中对 网络计算的全都支持就是 
一 十用于 TCP和 UDP蝙程的网络 类库，用这掸一 

十低级的接 口来开发分布式的应用程序其复杂性是 

不言而嘴的。为了弥补这十不足 ．在 Java的 1．I板 

本中引入了 RMI(Remote Method Invocation，远程 

方法调用)。RMI车质上是 Java敝的 RPC )．通过 

RMI一十 Java程序可以与调用车地方法相同的方 

式调用位于网络上其他机器上的 Java对象的方法， 

方便了基于Java的分布式应用程序的开发。 

CORBA口 是定义分布对象如何交互的一种规 

范说明 ，由共 同制定开发分布计算标准的 700余家 

公司组成的 OMG控制 ．它实质上是面 向对象技木 

和 RPC结合的产物。CORBA对象可 以用 CORBA 

软 件提 供者 支持 的任何 语 言 C、C“ 、Java、Ada、 

Smalhalk等编写．这些对象可以存在于 CORBA软 

件提供者支持的任何平台上。CORBA中客户程序 

可以透明地向远程和车地的对象发送请求和接收应 

答 。 

在开嚣基于Java 的分布式应用程序时．Java和 

CORBA都是可行的选择，本文将对这两者的功能、 

特性和速度进行详细的对比研究。 

2 CORBA与 RMI 

CORBA核心由以下几十都分组成 ：ORB(Ob一 

】ect Request Broker，对 象请求代理)使对象可 以在 

分布式环境 中透明地接受消息并给 出响应；对象服 

务包括安全、名字、事务等系统缎的基车的独立于具 

体应用领域的服务 ；公共设籀定义了应用缎 的服务 ， 

如复合文档、系统管理等；领域对象是一组对于专用 

领域有共享价值的对象 ，例如专门处理银行业务的 

对象等；应用对象是由供应商开发用于特定问题的 

解决的产品。 

cORBA中对象的界面是由标准的与语亩无关 

的界面定义语言(IDL)描述的，通过 它使对象作到 

了语言中立。ORB实际上是一十分布式服务的中 

介，需要服务的客户程序通过它找到并激活适 当的 

服务对象t并通过它向服务对象发送请求和获得返 

回结果。对象间的通讯通过 ORB进行 ．对象是 由对 

用户程序不透 明的对象引用标识 的，因此很容易实 

现对象的位置遗明性。在通常情况下．针对不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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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IDL编译器根据 对象的界面定义 自动生成 Stub 

和 Skeleton程序，它们 完成远程调用参数及返回值 

的打包解包和与 ORB通讯的细节，向客户程序和对 

象的实现提供与本地调用相同的界面．目此基于 

CORBA的分布式系统开发类似于集中式系统，十 

分简便 。 

OMG定义了实 现不 同 ORB产 品互操 作的协 

议 GIOP．GIOP对应于 TCP／IP的映射是 llOP协 

议，对应于 DCE的映射是 DCEESOP。 

Java RMI的设计目的是能够无缝地与 Java语 

言的其他方面结合起来，支持分布式程序设计。RMI 

中引入了远程对象的概念 ，远程对象实现了一十远 

程界面，在这个远程界面 中声明了可以被其他对 象 

从远程机器上调用的方法(过程)。远程界面的一部 

分功能类似于在 CORBA中用 IDL声明的界面 -Ja— 

va开发环境提供的一十编译器能够从远程对 象的 

声明中自动生成它的 Stub类和 Skeleton类。 

Skeletoa对象运行在远程对象所在的 Java虚 

拟机上，用于隐藏网络通讯和与 RMI运行环境交互 

的细节，把 RMI运行系统从网络上接收到的远程请 

求转换成对远程对象对应方法的调用．完成参数的 

解包和返回值的打包；Stub对象运行在需要访同远 

程对象的程序所在的 Java虚拟机上，它向客户程序 

提供远程界面定义的接 口，把客户程序的请求通过 

网络送到远程对象所 在机器，完成参数的打包和返 

回值的解包。 

Java对象与基本数据类型舳变量成常量一样， 

可以直接作为远程对象中供远程调用的方法的参数 

和返回值．对于普通对象，传递的语义是传值}对于 

远程对象。传遗的语义是传引用．RMI中远程对 象 

的Stub和作为远程方法参数或返回值传递的对象 

的代码和可以动态地从远程下羹 不必事先安装在 

接收端，因此用 RMI开发分布式应用程序几乎与编 

写非分布式Java程序一样方便．RMI还提供了一十 

简单的基于 URL的名字服务。RMI的主要优点在 

于其可移植性、对象的自动序列化 自动类装入和分 

布式垃圾收集． 

5 CORBA'~ RMf功能的比较 

5 1 共同的优点 

CORBA和 RMI都继承和发晨了 RPC的思想， 

即用通常奉地过程调用的语义对分布式应用程序间 

的交互操作进行封装．根据以远 程过 程方式表示的 

分布式程序 闻的交互界面 自动生成 Stub和 Skele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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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由它们负责完成远程请求的打包、发送、和接 

收，为使用远程服务的程序和提供远程服 务的程序 

提供与本地过程调用相同的界面。对程序设计者来 

说+塘写分布式应用程序与编写本地程序粪1l；I：调栩 

远程程序提供的服务与调用本地程序提供的服务相 

同．编写供远程访同的过程与编写本地过程类似-简 

化了分布式 系统的开发 ，降低了程序员的工作量。程 

序员在编写分布式应用程序时不必去学 习和使用复 

杂繁琐的网络 API．原_来编写非分 布式程序的方法 

就足够了，因此能够把精力集中在任务分配、界面定 

义 、算法设计等方 面。 

面向对象的方法与传统的结构化方法相比在软 

件的分析 、设计 、编码、维护等方面郭有着巨大的优 

势 ，这 已经成为共识．但在基于 RPC或网络 API的 

分布式系统设计中．分布的系统阃的界面仍然是结 

构化的．其设计过程和设计 出的软件具有结构化方 

法的一切弊端 。CORBA和 RMI都基于面向对象的 

思想，分布式程序间的远程访问界面的基本组成元 

索是对象 ，远程调用都是对这些对象的方法的调用。 

它们辑支持面向对象的分析设计中的继承、封装、多 

态等 思想，从而为使用面向对象的方法进行垒系统 

设计提供了有 力的支持 。 

CORBA和 RMI都支持远程回调 ，远程 回调是 

指客户方可以把 自己的一十过程(函数、方法)向服 

务端注册，当服务端得知某十事件发生时调 用这十 

过程通知客户端 。例如客户端是一十实时股票行情 

察看程序．需要尽快从服务器上得l知行情的变动以 

刷新显示。对于客户端需要等待服务端某十事件发 

生的情况．采用远程 回调方式的效率要 比让客户端 

定期向服务端查询赦率高、反应快。远程回调允许客 

户程序异步地接收其他对象的事件． 

5 2 调用方式 

CORBA支持三种远程调用方式 ：同步方式、单 

向方式和异步方式．在同步方式中，客户程序发 出远 

程调 用后即进入等待状态，直到远程调 用完成收 到 

结果后才继续运行．这种方式与通常的过程调用相 

同}在单向方式中+客户程序启动一十远程调用后继 

续向下执行，不等待远程调用的结束 -远程过程不向 

调甩者返回结果}在异步方式中．客户程序发出一十 

远程请求后不等待结果继续往下执行。过 一段时间 

后通过 CORBA提供的功能调用取得结果 ，异步 调 

用只能通过 CORBA的DII(动态调用界面)进行。 

CORBA提供的调用方式多样、灵活 ．能满足不同类 

型应用程序的需要。而且开发较简单 ，但 D】I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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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复杂。 

RM1只支持同步一种调用方式 ，但是通过在编 

程 时采 取 专 门 的措 施 ．可 以 用 同步 调 用 达到 与 

coRBA 的单向和异步调用近似的效果。对于 单步 

调用方式 RMl有两种模拟方法，第一种是客户程序 

在调用远程方法前启动一个线程．由这个线程去调 

用远程过程并阻塞等待返 回，主程序继续向下运行 ； 

第二种是修改服务方方法的代码 ．让它在启动了一 

个执行原来工作的线程后直接返 回 这两种方式虽 

然都能达到与 coRBA中单向调用类似的效果 ，但 

它们都需要额外的开悄(启动线程和等特远程调用 

的返 回)-后一种方式还需要修改服务方代码，不及 

c0RBA灵活和高效 。对于异步调用方 式 ，RMI的客 

户端程序可以启动一个线程．由这个线程去调用远 

程方洼并取得结果．主程序在启动线程后继续运行 ． 

并可以在随后的执行过程中查询远程调用是否结束 

及取得结果 ，这种用线程模拟异步调 用的方法 因为 

对每个远程调用都要启动一个线程，因此开悄 比较 

大。在编程方面-CORBA异步调用需要使用复杂的 

DII界面，难以理解和掌握 ，Ja 需要编写较多的代 

码 ，但由于它始终使甩的都是同步的调用，容易理解 

和掌握 ，与 Java语言结合得也更加紧密。 

5．5 动态发现和动态调用 

在 coRBA 中，客户程序运 行时能够通过接 口 

库 (hterrace Repository)动态地得到 一个 CORBA 

对象的接 口定义．并且能够通过动态调用接 口(DID 

动态地调用接口中的操作 ，这是 CORBA提供的除 

了使用 Stub之外的另一种调用远程过程的方式 ，使 

程序能够使 用在编写时还不知道的对象提供的艇 

务 ．因此非常灵活 。 

一 些资料 认为 RMI没有动态发现和调用远 

程对象方法的能力 ．这是不正确的。Java在其 1 1版 

本中与 RMI一起引入了反射 (Reflectioa)API，通过 

这个 API程序能够 (在运行 时动态地)取得一个对 

象的类(包括远程对象)、数据成员和方法的信息 ，并 

且可 以通 过这个 API访 问对象的数据成 员和调用 

它的方法。在 RMI中，远程对象在客户程序中是由 

它的一个 Stub类的对象代表 的，这个 Stub对 象与 

它代表的远程对象都实现了相同的远程界面．因此 

在 RMI中 ，客 户程序可 以通 过反 射 API动态地得 

到远程对象的方法并调用这些方法 ．因此通过 RMI 

Java程序可 以调用在编写时还 不知道的远程 对象 

的方法。RMI的动态调用方式与CORBA相比更容 

易掌握、与 Java语言结合得也更加紧 密，不需要程 

序员掌握复 杂的接口库和 DII 

5．4 通用服务 

在 CORBA 的 文 挡 中 定 义 了 丰 富 的对 象 服 

务 】，包括生命周期，事件 、名字等 。这些服务 为应用 

软件的开发提供了奠大的方便，因为这都是一些大 

部分分 布式应用系统必需 的基本服务 ．如果 系统没 

有提供这些服务 ，那么在开发分布式应用软件时只 

能由应用软件的设计者 自行开 发这些功能，不仅工 

作量大+容易造成重复开发 ．也会影响系统的通用性 

和互操作性 。 

RMI提供 的艇务极 为有限．目前 只有一个基于 

URL的简单的名 字服 务．其 他的服务正在开发 之 

中，其完备和成熟程度都远不如 CORBA中的服务。 

5．5 对象的传递 

在 (X)RBA中 ，由于它支持的应用平 台和语言 

的异拘性 ．以及 CORBA 自己作为填平语言和平台 

不同而造成的淘墼的中问件，造成在 CORBA体 系 

中缺乏一种标准的对象存储格式和跨平台的代码格 

式。在 CORBA 中对象不能以传值的方式进行存储 

和传输 ，因此无法把对象 的值作为远程调 厨的参数 

或返回值。在 。0RBA中通常所说的对象实际上都 

是对远程对象的弓I用，通过远程过程的参数和返 回 

值传递豹对象 世是这些 引用 ，这些远程对象本身是 

不能棱传递的。CORBA的生命周期服务虽然定义 

了几个基本的用于对象移动和复制的操作．但它需 

要对象的设计者 自行编写大量 的代码 ，并且移动的 

范围也极为有限。有些对象适台 固定在某个位置上 

供远程调用 -但也有很多对粜只有传送到客户端才 

有意义。例如一个歌曲对象，只有传到客户机播放才 

有意义。因此支持对象以传值的方式移动是分布式 

系统一个很重要 的能力．而 coRBA不具备这个能 

力 。 

在这个问题 上 Java有着标 准的跨平台的代码 

格式 ，有着突出的优势 ，JDK1．1的对象序列化 API 

可以把 Java对象保存在永久介质上或通过网培传 

输而不需要程序员编写任何额外的代码 。Java的对 

象可 以直接作为 RMI远程调用的 参数或返 回值， 

Java运行环境会 自动保 存和传递的状态．对于通过 

RMI调用传递 的对象，如果其代码接收端没有，Java 

运行环境还会自动从发送端把代码下载下来。由于 

RMI与 Java语言的结台十分紧密，在把对象作为参 

数或返 回值传递方面 ，调用远程对象 的方 法与调用 

车地方法一样方便。RMI使分布在不同机器上的 

Java持续能够无缝地结台刊一起。 

· 35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5 6 开发的简易程度 

CORBA作 为一十跨平台的系统，平 台和语言 

中立是其重要的设计 目标 ，这意昧着它提供 的功能 

和操作必须是各种语言和平 台都支持的。这样做固 

然在一方面保证了对多十语言和平台的支持，然而 

付出的代价却是 Java等功能较强的新型语言无法 

在CORBA界面上使用奉语言许多强有力的特性， 

只能使用传统语言都支持的比较基本的功能。COR- 

BA 中远程对象的界面是 由与平台无关的 IDL语言 

描述的．然后由针对不同语言的编译器把它编译成 

用某种语言写成的Stub和 Skeleton。这种方式虽然 

保证了对象界面的语言中立性 ，但也礴实给开发带 

来了许多不便 每欢修改远程调用界面时都要修改 

IDL定义，然后重新进行编译．十分繁琐。程序员在 

开发时 不仅要熟 悉他使用的语言 环境 ，还要 熟悉 

IDL语言 、ORB BOA、接口库等 内容 ，而 IDL有些 

成分，如 Array与 Sequence的区别 、Union、struct 

和 ORB界面中的一些内容对 Java程序员来说显得 

多余和过于繁琐。 

RMI则不同．Java程序员使用 RMI不需要学 

习 Java以外的其他系统，开发 的全过程 都是 在纯 

Java环境 中进行的 ，开爨自然 效率高。 

5 7 对异构平台和异种语言集成的支持 

CORBA对异构平台和异种语言有着良好的 支 

持 ，CORBA中 ORB、BO A的界面都 是以与语言无 

关的形式来描述的，对象的界面是 由标准的 IDL语 

言描述 的，目前 几乎所 有常 见的 平台和语 言都有 

CORBA产品支持．甩 c0RBA可以很容易地把位 

于不同平台上用不周语言开发的软件集成起来 ，通 

过简单的封装把各种遗留软件集成起来。CORBA 

还详细定义了不同ORB产品互操作的协议。 

RMI是一种纯 Java的解决方案 ．它对异构环境 

有着很强的支持，这是 由Java良好的跨平台特性所 

支持的，但它对集成的支持却报弱 ，由于 RMI的两 

端都必须是 Java程序，如果我们要用它集成非 Java 

的系统，就必须在非 Java系统所在站机器上用 Java 

对它进行封装．由进十封装程序把它的请求传给其 

他机器或把其他机器的请求传给这十程序 ，对于 Ja— 

va与其他语言程序接 口的问题 ，在 Java中定义有 

JN[．用于与其他语言接口．但JNI接口是钟对 c语 

言的 ．难 以用于其他语言 ．而且相当复杂．难以使用。 

Java包装程序与其他语言程序接 口的另一种方式 

是通过某种通讯机制，如管道、Socket等 ．但这样作 

也报复杂．又回到 了 RPC以前的世 界。因此 ，R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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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可以通过一些措施 实现与其他语言的互操作 ． 

但其功能和开发的简便程度都远不如 CORBA。 

5 8 速度 

虽然 CORBA和 RMI的功能有许多差别 ，但有 

一 点可以肯定，大量基于 Java的分布式应用程序既 

可 以用 CORBdk开发也可以用 RMI开发。如何选用 

舍适的工具 ，除了功能上的考虑之外 ，运行速度也是 
一 十重要 的困素。为此 ，我们对两者的速度做了一十 

测试． 

CORBA和 RMl在功能上有很多差异 ．我们 比 

较的范禺限于两者都支持的操作，印同步方式远程 

调用的速度和参数及返回值打包传送 的速度 ．测试 

的数据类型限于基本数据 类型和引用 类型 ，复舍数 

据类型传送的性能可以看作是基本数据类型性能的 

加权和。我们的测试环境是若干台用 10M 以太罔连 

接 的 SUN Sparc 2O工作站，Solaris 2．5 1，Java开 

发和运 行环境是 JDKI l 5．CORBA产 品是 Visi- 

genic的 VisiBorker 3．2l5 和 10NA的 OrhixWeh 3． 

0D】
。 结果如表 1所示。我们在测试 中所使用的都具 

有不同类型的送入参数 ，没有返回值 的同步方式调 

用，表中所列的耗费时问是连续进行 10000攻调用 

后的平均值 

衰 1 RMI与 CORBA的远程调用耗费时间(ms) 

favaRMI VisiBroker 3．2 orbixW eb 3 o 

无参数简单调用 3．03 2 S3 4．37 

有 10十8位整数 
3．16 2 59 5．3B 

参敷的调用 

有 10十 16位整 
3，25 2 67 

数参戢的调用 

有 1o十 32位整 
3，45 0 73 5．51 数参数的调用 

有 10十 64位整 
3．76 2 87 5．6S 

数参戢的调用 

有 1O十 16位字 
3 26 2 曲 5．47 

符参戢的调用 

有 1o十布尔型 3 
1B 2．∞ 5 39 

参数的谭用 

有 1o十 32位浮 
3，48 2 77 5 55 

点数参数的调用 

有 1o十64位浮 
3．76 2．91 5 75 点数参数的调用 

古 4o十16位字 
4 o0 3．23 5 15 

符申参数的霄用 

有 10十对象引 
9 63 】】．07 】8 89 

用参数的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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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页的修改模式。监测 Agent监测用户感兴趣的 据采掘的重要课鹿。 

Web页的修改。 

一  

一  
囤 2 

结柬语 当前数据采掘和知识发现(DMKD)研 

究正方兴未艾 ，预计在 2I世纪将形成更大的高潮 ． 

由于 Internet用户迅速增加 ，为了快速高效地找到 

网上的知识，研究在网络下的数据采掘，特别是在 

Internet上建立 DMKD服务器与数据库服务器配 

合，实现数据采掘，加强对非结构化数据如文本数 

据，图形圉l皇数据，多媒体数据的采掘，将是近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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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中可 以看 出：OrhixWeh远 程调 用所需时 

间比 RMI平均 约多 4O ，RMI叉比 Visibroker约 

多 2O 。RMt居然 比某些 CORBA产品速度还要 

慢 ，这多少让人感到意外。从这十测试结果看不出这 

两种技术在速度上有什幺必然的差异，具体 的差异 

取决于不向系坑的实现。另一方面，也说明了 RMI 

还有很多潜力可以挖取． 

结论 本文对开发基于 Java的分布式应用程 

序之两种可用的分布对象技术——Java RMI和 

cORBA的功能和速度进行了对比和分析。CORBA 

具有 趋好的语言中立性 ．定义有功能较强 的各种服 

务．适合于规模较大，需要与其他语言集成的系统． 

其缺点是开发过程较为繁琐，Java的一些先进特性 

无法在远程调用的界面上使用。RMI与Java语言结 

合得十分紧密，开发方便，支持对象抟值，但它不太 

适合需要异种语言集成的场合。RMI的性能高于一 

些 CORBA实现，叉低于另外一些 CORBA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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