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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 着 Internet上信息资源的 B益 丰富和 多样 

化 ．传统的信息获取方式已布能满足人们希望快速 

准确地获取信息的要求 。传统的信息获取方式基于 

的是 Client／Sel-vet模型，主要采用 Pull(拉取 )”技 

术获取信息。在这种方式下 ，客户首先向服务器发 出 

请求 ，然后由服务器返 回客户所需的信息 。这就存在 

着某些局限性 为了与服务器建立连接 ，客户必须确 

切地知道服务器的地址 {由于信息的经常更新 ，使得 

用户需不时地访问该站点以获取最新数据。从网络 

的角度来看 拉取技术基于面向连接的网络协议．提 

供可靠的数据包传送服务(无错，有序．无丢失)，这 

样虽然简化了信息发布／获取应用程序的设计，但也 

存在一些不足：网络负载较重时 ，应用必须承受严重 

的传输延时；无法避免数据的重复传输，如为将一紊 

信息发送给一千十用户，应用不得不发进一千次。由 

此可见，传统的信息获琅方式严重影响信息获取的 

效率 因此 ，如何使用户能够高效地从无边无际的信 

海中自动获琅与己有关的优质信息，已成为信息服 

务行业蒋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伴随这一需求的出现， 

Push(推进)”技术应运而生。 

Push技术是 Internet上一砸新兴技术 ，也是一 

项很有发展前景的技术。基于 Push技术的信息获 

取方式采用了一种新的服务模型，在这种模型中服 

务方是主动的，可直接把用户感兴趣的信息推送给 

用户而无须他们自己来取， 而提高信息获取效率 

本 文对 Push技术及其应 用形式进行 了分折，并针 

对 中文浏 览器这一具体应用提 出了实现方案。最后 

文章分析了 Push技术的发展前景 。 

2． Push技术 

2 1 工作原理 

从理论上讲 ，Push(推送 )技术是指服务方布需 

要客户方的请求即可主动地将数据送至客户方 ，但 

在实际应用领域中，这种服务的主动性是有一定限 

度的 ，即在用户许可的范围内提供主动 服务。因此 ， 

在信息发布／获取 应用中它表现 为 Push服务器 自 

动地搜集用户较感兴趣的信息并将其定期推进绐用 

户 

Push技术将传统邮递厨务 中的“玎阅 ”概念 引 

入了 Web信息传进 ，形象化地描述了信息获取的过 

程。其工作液程如下； 

第一 ，用户填写订阅单 ，该单 包括用户个人 挡 

案、所癣兴趣的信息类型以爰要求进行推送的时间 

等，然后将之提交给信息提供商。 

第二 ，信息提供商按浚用户的订阅单收 集相关 

信息井由 Push服务器推送 给用户 。客户部件获取 

信息完毕之后告知用户可读取信息。 

2．2 特点 

(1)无缝连接。指客户部件与 [nterrtet连接是透 

明的 、即可在无用户交互或最少用户交互的情况下 

自动建立连接 由于用户与Internet的连接方式多 

种多样 ，如拨号上网方式 ，无线 Web方式或通过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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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周与 lnternet连接等 因此客户部件需要针 对不 

同的连接类型进行相应的连接操作。 

(2)灵活的用 户设置 用 户具有 觅分 的砖策权， 

可设定连接时间、推进内容、本地资源分配等参量。 

(3)内容定制文件 用户书写玎阅文件 ，Posh服 

务器按 汀阅文件制定传送 内容和传送参数 ，是 Push 

技术的重要环节 从用户角度看 ，内吝定制 文件使得 

月j户可 从 詹息提 供商处选择 感兴趣 的 信息 r要求 

Push服务器有选 择地推送 从 信息提供商角 度看． 

则可依内吝定制文件将信息分类以适于不同用户的 

不同需求 

(4)持久文件传输。指断点重传。当数据传输由 

于某种原因中断时 ，可将当前传输状 态存于客户部 

件；当连接恢复时便从断点处继续开始传送 这一特 

点在传送数据量较大的多蝶体信息时非常重要 

(5)有效利 用带宽 从客户方看，通过使用空闲 

时段传 送数据 ，可 达到最 大限 度地刹用带 宽 如 

BackWeb公司便采用此技术使 用 斯文 代理 ”在网 

络空闲时从服务器获取文件 。从服务器方看，根据组 

件重用原理将要传送的数据量缩小至最低限度以减 

少带宽浪 费 如 Marimba公 司使用 MD5(Message 

Digest 5)校验和为文件签名 ，对不同名字而 内容相 

同的文件便进行重用而不再传送一个冗余副本 

(6)新旧内容 自然衔接 更新的内容可以与 已有 

信息相结台 客户部件能确定获取和替换哪些信息． 

信息的哪些部分 {确定将信息存放于何处 

(7)灵活的 通告方式 当新 的信息到达 时 r客户 

部件通知用户可进行读取 。依据传送信息的类型和 

重要性的不 同通告具有多种形式 ．从简单的对话框 

到具有 音频、视频的动画等等 

(8]安全性 能够确保推进给 用户的内容是安全 

的，避免对用户的系统造成破坏 

(9)应用协 议 使用 lnternet所基于 的 IP协议 

组。TCP、UDP是 lP协议组 中两个最 重要的协议 

TCP协 议提供 可 靠的 数据传 输 但 实时性 不好 ’ 

UDP协议则考虑如何尽快地将数据包发送出去但 

可靠性差，因此在大量发送数据 的同时可能发生包 

吾失 一些 Push技术开发商还开发 了私有协议 r实 

现特殊服务 如持久文件传输、有救地利用带宽等 

但 由于私有协议通用性差 ，因此不易用于有 防火墙 

的网络环境 

5． 应用与实现 ， 

通 世对 Push技术的工作原理及特 征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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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基于 Push技术的信息获取方式 为用户高就地 

簌取信息提供了有效建径 固此 ．我们在设计中文训 

览器平台时，考虑 将 Push技 术应用于半台设计 

中从而改善系统性能，进而拓 宽机器翻译 的应用领 

域 

按范匿和规模大小的不同，Push技术可分别应 

用于 I~ternet与 IntTan t中 。针对不 同的应用 、境 

可采取不 同的方式进行实现 

5．1 Internet应用及实现 

push技 术在 [nternet上的应 打破 r传统 的 

信息获取方式 ．减轻 丁硝户上网攫寻的工作量 将，r 

性化的信 息直接送 至用户，从而提高 r用户羲取 信 

息的效率 根据对原有系统的继承和扩 充程度的不 

同，[nternet中的 Push应 用一般有 三种宴现方 式 ： 

、 b服务器扩展一cGI方式、客户代理方式和 Push 

服务器方式。 

(1)Web服务器扩展一cGI方式 这种方式使 

用服 务器 扩 展一cGI(Common Gateway lnter[ace 

公共网关接 口>来扩 充原有 Web服 务器的动能 r实 

现信息推进。CGI命令可设计出能够对用户输入的 

信息做出响应的交互式 Web站点 站点通常把表单 

(HTML Form)嵌入 Web页面提供给用户，用户在 

浏览页面时填写表单进行“订阅”；填写完毕 r用户提 

交表单 由服务器上的 CGI命令文件对之处理来动 

态地生成所需 的 HTML页面 ；最后 Web服 务器将 

特定信息送至用户 这种方式实质上仍是要用户去 

拉”，只不过拉过来的信息具有针对性，是个人化定 

制的信息，因此是一种最弱意义上 的 推进” 这种方 

式无需特殊的客户端部件 ．较 易构造应用 

(2)客 户代理 方式 这种方式使 用 客户代理 

(Client Agent)”定期 自动地对预 定的 Web站点进 

行搜索 ，收集更新信息送 倒用户 客户代理是对客户 

端部件的功能扩充 

客户代理对 Web站点的搜索从其报目录开始 

直至用户指定的页面，当搜索到该 页面后便将所有 

遍历 的 内容都返 回用 户 这 就 存 在 一些 问题 ：对 

Web站点的搜索范围较广 ，返回给用户的内容重 点 

不突出{站点内窨的更新与客户代 理的自动查询不 

易同步，不能及时得到更新的 内容或重复查我未更 

新的内容；缺少对站点信息的类型划分 ，所以需要 用 

户拿到信息后再对之分类以决定取舍}此外r用户还 

需要控制搜索深度，使用不方便 为克服这些不足， 

Web站点需要提供其资源列表和资源的更新状态 

等信息以配合 客户代理的搜索工作 微软公司提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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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CDF(Channel Definition Fo rmat频道 定义格式) 

文件便可 用来为 Web站点建立结构化的信息内容 

索引机制以及制 丁更新计划．指导客户代理的查询 

信息提供商发布信息时．不 -改动 Web站点原有的 

组织结构 ．只需建立相应的 cI)F文件并放于 Web 

服 务器 即可 

在这种实现方式中．“主动服务”是 由客户代理 

提供的 ．因此准确地讲应你之为“智能的拉”。但是从 

用户角度来看 ．服务的透明性使得它也可以属于 推 

送 ”的范畴 ．而且根好地继承 原有 系统 ．实现 比较 

简单。 

(3)Push服 务器方式 这种实现方式对原有系 

统的改 动最大．它提供包括 Push服务器 、客户部件 

及开发工具等一整套集成应用环境 经过改动后 ．这 

些 能够从 Internet上 向用户推送 信息的 Web站点 

被彤象化地称为“额道”．用户接收信息就象在嘘看 

“专题节 目”而且还可以指定其播放时同 

在这里 ．站点的 Push服务器提供主动服务 ．负 

责从信息出版商处收集信息形成 频道内容”然后推 

送给用户 通过它可在信息出版商与用户之 间建立 

起一种透 明的多对多通信 }专用 的客户部件则主要 

负责接收到来的数据及提交指令 ，并对数据进行处 

理如存储或显示等。通常 Push服 务器对信息进行 

分类组织 ，可先将新闻条目、文章摘要等信息量较大 

的数据推送给用户．若用户需要详细了解 某方面的 

信息则可再次获取该专项 内容 因此 ．这种方式减少 

了传输的数据量 有效地提高了信息获取的效率 。但 

是这种方式对服务方要求 比较高 除了进行信息分 

类和主动推进以外还需要保存和管理用户信息来作 

为主动服务的依据。与上两种实现方式相 比．它是 一 

种“真正的推送”。这种实现方式还可支持私有协议， 

开发特殊的服务应用。 

印 圈 印  
L ~e I l I Pus 务 I I lcGL I 1 L

一  
-_J 

图1 实现方式 

5．2 Intranet应用及实现 

Intranet(内部网)是 一个企业 自己的内部网络 ， 

它同样采用了基于 Internet的技术 ，如E—mail，Web 

洲l蛞和文件传输等．因此 Push技术也被引入了ln— 

tranet并开发出多种应用。企业阿中 Push应用的实 

现方式大致有两类：一是 使用 内部服务代理代替网 

关．一是利用一种比 HTT! 更有效 的私有协议 使 

用私有协议 实现的 Push应 用可 改 善刚络 传输性 

能 ．提供实时的特殊服务。与之相比使用服务代理的 

方案则比较简单 ．较易实现 这种方式使用专用的服 

务嚣代理定期地 从 Internet上提取 信 息并存储起 

来 ．然后再由它把这些信息送给要求它的内部客户 

机。这样 便可有效地将若T客户均通过 阿关要求 信 

息的多成访问转化为一次访问、多次使用．从而减少 

r用户的查找时同和上同费用．提高 丁信息获取效 

率 另一方面也可有效地解决网络安垒问题 

5．5 特定应用 

这里的特定应用即指将 Push技 术应用于中文 

浏览器平台 

由于 Internet上的大部分信息是英文信息，对 

于英文承平一般的大众用户来说，要想浏览并发掘 

出有价值的信息则存在着一定的困难 因此 ．我们研 

制开发了具有英汉翻译功能 的中文浏览器平 台．它 

为用户提供一个全中文的浏览环境 使得广大用户 

能够方便地使用 Internet信息。中文测览器虽然 解 

决了语言方面的问题 ．但它仍是 由用户去“拉”信息 

并没有摆 脱传统 的信 息获 取方 式存 在的局 限性。 

Push技术的出现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很好 的思路：将 

其应用于中文浏览器平台．为用户提供主动服务，改 

变用户获取信息的传统方式 ．从而提高用户获取信 

息的效率，改善系统的性 能 

为用户提供翻译和推送服务可采用两种不同的 

实现方式：一是代理服务器方式 ，它首 先由代理服务 

器获取英 文信息．经翻译后再 推送给 用户 国 内的 

ISP可 以采用选种方 式来 为用户提供“翻译 推送” 

服务。另一是对客户端部件(一般指浏览器 )进行功 

能扩充 ．由它提供 翻译服务和推送 (实际为智能拉 

服务。这种方式对使用环境 无特 殊要求，适应性强； 

而且目前许多浏览器不具有这些功能 ．因此我们设 

计 了这一“智能中文浏览器 ”．它是前 面所述 Inter— 

net应用实现方式二的特例。 

智能中文浏览器”主要 由界面管理、浏览、信息 

搜集和翻译等功能模块组成 。其中，用户界面管理为 

主控模块 ，根据用户输入形成请求送 至相应 处理模 

块；浏览模块处理用户通常的浏览请 求，提供 Web 

服务；信息收集模块处理用户的预定请求，对预定的 

站点进行搜索并收集发 生更新的信息送回用户；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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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模块将获取的英文信息翻译为中文，是该系统的 

关键环节 除此之外还有通信联 网 CACHE管理以 

及本地磁盘管理等模块来改善系统的传输性能并对 

脱机侧 览提供支持 

“智能 中文浏 览器”的基本 结构划分如下 图所 

4 发展前景 

图2 结构划分 

Push技术为信息资源的获取提出了更为合理 

的服务模型，但其发展还不十分成熟．存在着一些问 

题 ，如“信息垃圾”问题和带宽浪 费问题。因此 ，寻找 
一 种新的网络酒信技术来改善这种现状是 Push技 

术进一步发展的首要任务 

多 目广播(IP Multieast)是九十年代新推 出的 

网络锺信技术，它提供 了一种优于传统 Client／’Serv— 

er模型的通信方式 多 目广播可以在网络上为要求 

大量带宽的应用提 供新 的逾径，并将从根本上改变 

网络的体系结构。 

多目广播 以一种优化的方式进行多点到多点间 

的数据交换 。无论有多少用户 ，数据 的发送仅 有一 

次 ，必要时在网络上进 行数据复制从而戒少冗采的 

网络流量 因此 ，多目广播提 高了网络接 口吞吐率和 

网络资源利用率，为发送大量数据包提供了 种有 

效 的方 法 。 

多目广播与 单点传送相比具有很多优点 如 ：1) 

节 省 f传送相同数据量所需的_卅络带宽 ；2)允许完 

全被动的和透 明的垴 信，即接受者可以不知道谁是 

服务器 服务器也不用考虑谁是信息的接受者 ；3)易 

于扩充为大规模 的用户组 如欲接收 同 条信息的 
～

千千 用 户 ， 

基于多 目广播的 Pt~sh技术将原有的多十 荤点 

传送转变为多目广播，利用多目广播的优点解决 r 

在主动服务过程中造成 的大量带宽占用问题 ，在支 

持 多目广播的物理 网络中 Push服务器才可 觅分发 

挥优势。因此，可靠的多目广播 技术为 Push应 用带 

来了一个发展的新契机。目前，多目广播技术仍处于 

研究阶段。如何有效地发展 Push技术．提高信息获 

取的效率将是一个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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