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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essing database via W eb is quite popular a research field nowadays But in fact the con— 

cept of Database Publishing has its spechl meaning The paper distinguish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W eb—based database publishing and other conditions of W eb-based database accessing．On the basic of 

providing the concept of publishing．it discusses the model of W eb—based database publishing It also 

introduces a system that implements the model The conclusions a valuable for other W eb appl Jca— 

tions and develop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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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Web和数据库技术的结合 已经成为必然的发展 

趋势 ]。其原因主要来 自这几个方面 ：第 一．信息的飞 

速膨胀使得原来的以 HTML文件为基础的组织机制 

遇到 巨大挑战 ，大量的文件使得 Web信息的管理、更 

新、查询等变得越来越低效，需要引进数据库技术以改 

善这种现状；第二，基于 Web的应用和服务种类越来 

越 多，一般都需要数据库的支持 第三。停统数据库中 

积累多年的数据逐渐成为 Web重要的信息源 ：拥有和 

正在使用这些数据库的部门和盘业需要将其中的 些 

数据库公布 出来 以提供更好的服 务和适应新的运行模 

式 ；Web车身也需要更多有价值的数据来建设和丰富 

自己 

上述第三种情况和前两种情况有所不同 前两种 

情况的需求可咀通过 Web或者数据库技 术本身的更 

新或改动来满足 ，例如扩展 HTML语言和改动 HTTP 

协议使之适合于数据库操作 ，或者改动数据库和数据 

库管理系统使之支持 Web中的超链机制等 但是第三 

种情况中，首先 ，不同的是已经存 在大量的传统 数据 

库 ，必须考虑如何可 通过 Web访问这些传统数据 

库 ，而不是如何构造新的可以方便地 由 Web访问的数 

据库 ；其次 。传统的 MIS系统 在相 当长的时间里并不 

能被Web—DB所取代，因此 MIS系统将继续管理和维 

护这些 内部数据库。只是将需要公布出来的数据库提 

交给供外部访问的接口。 

车文研究的内容属于第三种情况．即称之为数据 

库发布。在一个数据库发布系统中．数据库从逻辑上说 

有私有数据库和公开数据库两种 。参与系统的人有数 

据库提交者、数据库使用者、数据库管理 者三种。如果 

把数据库抽象为一般意义上的资源 ，把数据库发 布抽 

象为通用的发布概念 ．别发布行为可以定义为一个六 

元 组 ： 

P； (M ．P。＆，S．∈，R) 

其 中 M 是发布主体的集合 ．用以确定发布的对象 ，M 

一 {m．I L一1．2．⋯ ；P是被发布的对象的集合 ．p一{P．Ii 

一 1．2⋯1；S是传播被发布对象的公共环境的集合 ．S 

# (s Ii一1．2⋯}；R是发布受体的集合-R一{r Il一1．2 

⋯ 1；}是个函数 。决定了发布者将被 发布对象传递给 

发布 环境的过程 }∈：M×p—s；a是个 函数 。决定了将 

被发布对象转交发布受体的过程：8：s×p—R。 

资尊提供者 赍碌管理者 资源消费者 

鼠 

一  一 J ； 苎要垫一j ：一 一J 

图1 资源发布的角色关系 

*)863计划和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批准号．69773040) 杜跃进 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基于 We'o的协作计算湖 铭增 博 

士导师 ．研宠方向为体系结悔，井行处理等。方滨兴 博士导师，研宽方 向为计算机网络，高性能计算机体系结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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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行为的核心是发布的资源(对象)．它把牵涉 

到发布行为中的几种角色联系到 一起 如 1所 、资 

源 的提供者制造和公布资源 ；资源的消费者寻找和使 

用发布的资源；发布资 的管理者维护这种行为的 正 

常进行 这是发布行为的一十显著特征 

生活中的出版行为就是一十发布的实例．例如书 

藉和音像制品(P)的 出版发行中．M 是出版商．S是 书 

市．R是消费者集合 ∈是 出皈印刷和 上=市的过程 ．6是 

销售给客户的过程 

不难想象．在发市行为中．发布环境 S是非 常重要 

的 它决定 了被发布的资源是否拥有更大 的机会被资 

源消费者索取。传统的 www 系统本身虽然是超i；}体 

信息的发布系统(其发布对象 p是超媒体文件 ．发布主 

体 M 是 Web管理员或者权限允许的用 户．发布环境 S 

是构建在 Internet上的www 服务器 浏览器和它们 

之间的协议 HTTP 但是 由于它具有非 常好 的普及 

性、易用性以及其他一些有利条件 ，使得人们纷纷把它 

作为其他 一些对象的发布环境 。例如基于 Web的计算 

资源发布 ．S是 www 环境 ．发布对象 p是组 什、应 

程序 、或者硬件资源0 因此．本文讨 论的数据库发 

布系统也采埽 www(Web 环境作为发布环境 S 

2 基于 Web的数据库发布系统模型 

基于 Web的数据库发布框架模型如图2所示。从 

这 个模 型中 可以看 出数 据 库发 布 和 Web—I)B以及 

MIS的不同。在敬据库发布的秆为模式中．从 逻辑 t-． 

说后端数据库 DB和DB 是不同的 DB是处于企业内 

部刚络中的 MIS系统的 DBMS所管理的传统敬据库． 

外 部阿络 (WWW)一般根本无法访 同得到 ．DB’是供 

外部用络用户访同的相对公开的数据库 同样 ，DBMS 

和 DBMS’在逻辑上也是不同的敬据库管理系统 ．而且 

前者的用户是 DB的所有者和企业 内部网络中的用 

户 后者的用户是 DB’的管理者和外部网络的用户。当 

然 在物理 上．DBMS和 DBMS’ DB和 DB 并不一定 

是分开的 ．这取决于具体的实现方法． 

系统(、 ww，数据库) 员l 内部MIS 

厂 

7 

l DBMS I 

1『 

硎 DB l 、 
___—一 

图2 基于 Web的数据库发布结构框架 

圉2中 DB到 DB’的转换就是发布定义中的 ∈的 

实现．而用户使用特定或者通用前端通过 Web访问 

DB’的过程对应于定义中的 8 本文在下面结台具体实 

例对这两部分的实现进行探讨 。 

5 数据库发布系统的分析和初步实现 

5．1 {的实现 

∈的实现有两种基本方式 ：第一种方式下没有专 

门用来管理筏发布的数据库 DB’韵 DBMS ．而是借用 

企业内部网络中的 DBMS，如图3所示。这时候 DB转 

变到 DB’的工作极为简单 只需对要发布的数据库的 

授权或者存放位置作些调整即可。这种方式的特点是 ： 

I)需 要有 一个通 用 的 数据库 驱 动管 理模块 (例 如 

ODBC／JDBC)来提供对多种类型数据库的访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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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带来的好处是可以比较容易地支持多种不同的 

敬据库 ．只要由数据库 厂商提供相应的驱动程序就可 

以了 缺点是访问敬据库的效率会受到影响。2)DB和 

DB’一般情况下位于同一台计算机上 ．甚至就是相同 

的数据库用不同用户的权限进行区分。对于数据库发 

布者来说这样 当然比较简单 而且发布数据库 DB’的 

更新也 比较方便和及时，但是由于允许外部网络用户 

访同企业内部 网络的计算机和信息 ．可能带来两方面 

的缺点：一是安全方面的漏洞．二是不能保证这些内部 

使用的计算机始终保持开机．从而影响外部网络用户 

的访问 

另外一种实现方式采用专用于发 布的数据库管理 

系统 DBMS 筏发布的数据库直接在 DBMS’的管 理 

下 如图4所示。相对于第一种方式 这种方案的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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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Web服哥器中的数据库接 VI模块只要支持 一种 

或者少数几种 DBMS 就可 r．由于采用专用的数据 

驱动，因此可 获得较高的执行效率。2)数据库发布者 

不需要保持 自己的 DBMS运行，也不必担心私有数据 

泄露(DB是保存在企业 内部阿络中的 ) }种方式下． 

数据库发市者需要借助实现 {的工具软件将要发布的 

数据库送到 DB’ 当 DB’和 DB是不 同的数据库时 ， 

还必须负责数据库的转换。当然 ，转换对发布者来说是 

完全透明的 另外 ，这种方式在获得了更高的执行效率 

和负载能力的同时 ，付出的代价 是发布数据库的更新 

相对较慢 f每次更新必须重新提交1，而且必须实现其 

他数据库到 DBMS’所支持的数据库的转换 这对于数 

据库发布系统本身是比较大的工作量。 

图3 }的基本实现方法一 

圈4 }的基本实现方法二 

我们的实现采用 了第二种方法 ：发布数据库的管 

理系统 DBMS’采用 mSQL，维护着被发布的数据库。 

数据库发布者可 通过浏览器访问数据库发布站点获 

得数据库发布接口，通过身份认证后，将本地的数据库 

提交到发布服务器(／g行 mSQL的专用服务器 )上，如 

果是异种数据库<当前仅限于 DBF库1，发布服务器 自 

动调 用相应的转换程序将之转换成 mSQL格式 的数 

据库。 

5 2 8的实现 

不少文章讨论过 6的实现 ．即如何通过 www 访 

问数据库中的信息。车文在这里通过客户／服 务器(C／ 

S)模型的分析讨论不同的实现模式 C／S模型被认为 

是商务数据处理的一个时代性 的标志。 ，尽管今天人 

们 提出了包括三层模型在内的新的模 型．这些分析依 

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通过删络访问远程数据库这样的应用可 l』从功能 

卜什成这样 几个组成 部分 ：用 户 面程序 (连接数据 

源 ，形成 SQL语 句．结果数据 的处理．中断与 DBMS 

的连接等 )，数据库 API(打开与 I)BMS的连接 ，读，写 

数据 议 ．关闭与 DBMS的连接等)，通信软 件，DBM 

S，数据库等 作为分布式应用 系统，这些功能的实现可 

分布在客户帆或者服务器方实现 ，根据不同的分配． 

实际上有三种不 同的模 型：低能 客户／智能服务器模 

型、智能客户 低能服务器模型和智能客户／智能服 务 

器模型 J。 

低能客户／智能服务器模型也就是碰终端，服务器 

模型 ，其应用逻辑程序、数据库 API、DBMS、数据库等 

在主机 (服务器 上．终端用户接口和网络／通信软件在 

客户端 这种模型下客户仅仅是一种显示终端 ，不能理 

解和处理所显示的数据，由主机执行用户输入的命令 

和请求 ，将处理后的结果送给客户 这种模型在较大型 

的数据库系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但是主机一般都要 

求性能较高的小型机 、大型帆等。这种模式的好处主要 

有 ：I1简单方便 集中存放在主机 中的应用程序便于更 

新和维护。2)安全 用户对数据库所进行的操作都可 

由主机进行控 。但是这种模型的局限性也很大：】)服 

务器压力大 服务器承担 的工作太 多从而容易成为系 

统瓿颈 。2)应用程序类型受到严重局限。客户端的图形 

用户界面的能力无法利用．也不 支持不同应用程序之 

间的数据共享。 

智能客户／低能服务器模型也就是局蛾网中常见 

的 PC机／文件服 务器 模型 ．其 中客户端 含有用户接 

口、应用逻辑程序 、文件 I／O、网络重 定向器 ．服务器端 

则只有提供文件访问服务的网络操作系统和数据库文 

件 这是一种桌面数据库的模式。这种模型下所有的智 

能集中在客户 PC帆 上．而文 件服务器 比一张可 共享 

的磁盘强不了多少。相比之下这种模型有两个优点 ：l 

可 以利用 PC机的图形用户界面；2)服 务器不会成 为 

系统瓶颈 但是缺 点也很明显 ：I)低级的锁定机翩；2) 

最终用户可 很容易地打 开文件服 务器中的数据 文 

件，并对它的信息部分读或者写。由于文件服务器不具 

备智能，客户的改动可能使用了不 知道文件格式的其 

他应用程序 ．从而使文件结构被破坏；3)这种模式没有 

类似于小型机和主机上的 DBMS所提供的事务处理 

和前滚恢复}既念 ；4)最重要的缺陷是遭成客户和文件 

服务器之间大量数据的跨网络传输。客户每进行一次 

局部查询 ，文件服务器都要把整个文件而不仅仅是用 

户所需要 的数据传回给用户 

智能客户／智能服 务器模型是真正的 C／S模型 

这种模型是对上面两种模型的折衷，旨在将前 文中所 

提到的那些功能台理地分开．将它们放到客户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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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端 ． 达到最好的效果 -客户和服务器的资源鲑大限 

度地得到 丁利用 ；服务器具备智能 ．因此能够进打集中 

控制和使用高级术语；同时应用程序逻辑驻 留在客户 

端而不是主机 上，这样可 有效 地利片j客户端所能提 

供的备种资谭而不致造成服务器 匕的瓶颈效应 

对基于 Web的数据库发布的 a来说 Fo rm--CGl 

的形式相当于哑终端一服务器 ．服务器端不仅要负责 

实际计算 ．还需要把查询结果整理成主页的形式送出， 

而客户端的显示效果和操作方式完全受限于 HTMI一 

对 Form和 TaMe的支持 ； Java Applet实现的形式 

有多种不同的情况 ，一般来说可 做到更灵活 的显示 

和操作界面，但是由于 目前客户端受到 Java能力的限 

制 ，并不能充分利用其图形图像能力 甚至有些应用逻 

辑也 无法在客户端实现 另外由于网络带宽的限制 ， 

Applet不适 台 于编写 复杂逻辑 的代 码 ；相 比之 下 ， 

Plug—in／Helper的实现方式最适 台于在 Web上 实现 

C／S模型或者三层模 型：针对不同平台的客户端编写 

的本地代码有很高的执行效率和发挥余地，使得整个 

系统功能的分布比较灵活 

在我们的实现中，为了提高后端 的执行效率 ．采用 

在 Web服务器 中嵌入专用 API模块的方式和 mSQL 

数据库引擎交互 ．前端采用 Plug—in／Helper形式 的专 

用数据库浏览模块．使得查询界面和结果 显示不受浏 

览器和 HTML的艰制 ，同时服务器方可 直接把 查询 

结果的数据 流返 回客户方从而解脱 了格式转换 的负 

担。客户端数据库洲览模块的激活依括 自定义的 

MIME类 型 npplication／x-sq1．对 应的文件 扩展 名 为 

db；服务器端 ．在 NCSA httpdI．4 2以前的版本中需要 

对 HTTP协议 作 DATABASE方法扩充 ，但是 在 A 

pache httpd中由于工作机制的不同(先判断 MIME类 

型和模块化)，因此实际上已经不需要改变 HTTP协 

议了。在这个系统中，被发布出来的数据库 只要 由一个 

db结尾的 URL标注出来就可“了 当用户通过浏 

览器点击这样的超链的时候，服务器方通过 MIME类 

型识别这样的数据库请求．转交数据库 API模块 ．该 

模块和数据 库引擎交互．返回 MIME类 型为 applica— 

tion／x-sql的文件．谢览器识别该文件的 MIME类型 ． 

澈活与该 MIME类型相对应的数据库洲览前端，用户 

便可利用该前端进行数据库查询操作。文[5]和[6]介 

绍了详细的实现细节。 

结论 井不是通过 Web访问数据库中的数据就 

应该称为基于 Web的数据库发布。对于 那些 在 Web 

卜开发的应爿j千Ⅱ服哥导致的数据庠应用 中，是番采崩 

数据库、采用哪种数据库是由过些应用和服务的要求 

决定的 ．开发者关心的是如何-卜系统 和用户片j卜数据 

库中的数据。从本文给 的定义和说 明中可 看 数 

据库发布 的真实含义。实际 七{是 区分两者的 十明 

显的标志之 

但是不管哪种情况，其结果是通过 Web进行的数 

据库访问行为 ．6的实现原则是通用的 系统实现的原 

则首先是服务效率 ．其次是用户利益 ，摄终才是开发者 

和程序员利益。Web应用的一个特 点是用 户数目和访 

问时间的不确定性 ，任何时间都可能存在大量用户的 

大量并发请求 固此 Form／CGI方式一般不是一个很 

好的选择．除非是限制用户的小规模应用场台 ．或者服 

务器本身具有非常高的性能并且服务数据量较小 ．这 

时候 Form／CGI方式对于开发者和维护者来说是最容 

易的；Applet的使用非常 好地照顾 丁开发者的 利益 ： 

只需要一次编程，而且系统发行和维护非常方便等 但 

是采用 Apptet的时候应该考虑对最终用户利益的损 

害：即必须为重复下载这些程序而付 出时间、费用的增 

加和执行效率的降低 。因此实际上 Applet只遁台于小 

巧简单的应用场台 ．而不适台于比较复杂的应用逻辑 ； 

Plug in／Helpe r和 上两种方式具有互辛}的忧势。采用 

这种方式当然给开发 者带来了很大的工作量，但 却获 

得了晟佳的系统性能 基于这一点考虑．本文的具体 

现采用了这种方式。 

当然，这些模式并不是互斥的 ，因为基 于 Web的 

应用方式不仅给用户也给开发者提供了非常灵活的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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