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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infrastructure of Distrihuted Object Computing，C0RBA Specification is now used more 

and more widely W ith development of distributed applications and other technologies，new specification 

is adopted tn improve the perfofinance and make it more easy—to—USe Tbe Component Model tPortable 

Object Adapter and Asynchronous Messaging etc．，which were waited for a long timetare committed in 

the Dew version．The detail wilI be examined to show how these technologies work and add new features 

to CORBA 3．0 Specification． 

Keywrods POA tComponent model，Asynchronous messaging，QoS，Object by value 

1 CORBAS．0框架 

OMG的 c0RBA标准作为分布对象处理的规范 

已有若干年了。随着分布系统的开发应用，原有规范也 

暴露出不足之处 ，同时为了适应越来越复 杂的分 布式 

应用程序，需要对规范作朴充和改善以增加灵活性和 

适用性，满足不断增长的应用程序的要求 

到 1998年底 ，OMG已相继确定了 Portability 2 3 

Rev、OBV 2 3 Rev等一 系列推荐模型，基本上确定了 

CORBA3 0规范的整体框架。在 3．0规范的先期版本 

Pre—Release中，新增了几个典型的特性，主要有支持 

可移植对 象适配器 (POA)、分 布式组件模型 (CORDA 

Component Mode1)与脚 本语言、以值传对 象 (OBV)、 

服 务质量控制 (QoS)、异步消息传输协议支持 以及和 

因特网技术的整合 (Java／Internet)等 

新敝本增加这些技术功能的主要 目的是要提高 

cORBA的适用性 ，扩大规范的应 用范围 ，并改善对网 

络需求的适应性 接 Dr Soley所盲，3．0敝本的 COR— 

BA将简化 ORB的使用，无论对有经验的分 布计算设 

计人员还是一般的程序员而吉都有新的特性和功能改 

善 

2 CORBA组件模型 

组件模型是新规范中增加的一个显著特性。OMG 

通 过组 件模 型定义 了即插 即用式 CORBA 组件的界 

面、机制和程序开发框槊 组件模型封装了简单对象的 

创建、生命周期和事件等内容；允许客户方动态地访同 

组件对象的功能、方法和事件；借鉴并集成T现有的组 

件技术(JavaBean、ActiveX)，提供了刊这些组件的映 

射和互操作性 

CORBA组件模型提供了运用组件组装应用程序 

的较完整机制 ，统一了简单程序的开发框架 ，显著减少 

了使用CORBA开发程序的难度，亦实现了和Java及 

其它组件 技术的紧密集成 其 目的就 是要 与微软 的 

ActiveX和COM 在可托化和简便性上相抗街，争取更 

多的用户市场 

的层农上、以崭新的视角来观察和思考计算机科学理 

论和实践中正在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各种问题 。相信 

它一定会对广大的计算机科学工作者的研究工作有所 

帮助，并产生出更多更深刻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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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CORBA组件 

OMG 在新 规范中并没有具体确定组件 的概 念。 

组件并不是与某个 CORBA界面或对象的一一对应 t 

而是 CORBA对象(包括界面)和相关功能的集合 组 

件具有属性和实例标识，支持事件通知机制 ，支持由省 

(Introspection)，可映射到现有的商用组件模型 (包括 

JavaBean) 

组件可以有多十 lI见 界面 ．组件 中的一十对象可 

以拥有 多十视图 ，程序通过选择界面定义访问该界面 

中对象的函数和操作，从而提洪组件在逻辑上独立的 

服务 ，提高编译的效率和程序的可维护性 。 

用户可以选择购买开发商提供的组件包，包含可 

视编程工具，建立起自己的应用程序。 

2 2 CORBA脚事语盲 

和其它脚本语言 t如 VB Script)类似 rCORBA脚 

本语言是书写基于 CORBA组件的应用程序的解释执 

行语言。 

由于脚本语言自然简单，容易理解和使用，将有更 

多的程序员使用它来编写程序}由于不需要关心如内 

存分配和回收、指针及编译连接等复杂过程，开发者可 

以集中于逻辑上的开发整台 ；由于不需要经过编译就 

可以立即执行 ，可以加快程序特别是原型系统的开发 

脚本语言的出现将极大地扩展 cORBA 的使用者 

范围 减少开发应用程序的开鞘 ，井和其它对象模型一 

样使 CX3RBA更具适用性 

2．5 以值信对象(Obj~t By Value) 

以 值 ”传对象是通过传值而不是传名(引用)的方 

法来传递对象。CORBA允许对象引用作为参数传递， 

但对象本身并不传到被请求方；客户程序为调用远端 

对象所发出的请求和远端对象所返 回的结果 ，需要通 

过网络来回传辅。通过以值传对象可以方便开发者更 

直接高效地传遗对象信息；这种方法更接近于一般编 

程语言如 Ja,,a、c++等的相应机制．容易实现应用程序 

级的无缝连接 

新 规范在 IDL中增加一个新 的“值类型”构件来 

支持以值传对象。值类型基本上是从界面授生出来的， 

且和结构结合 ，既包含界面的特点又包古结构的特点。 

值樊型包含数据成员和操作 ．更象是 Java或 C 中 的 

类。同界面一样，值类型可以继承t也可以继承界面的 

操作。当值类型作为参数传递至 远端操作时．就被复制 

到接收方的地址空问 ，这样 当地进程对值类型副本 中 

操作的调用便是 本地的，也就是说 -不同于对 coRBA 

对象的调用．值类型调用不需要在网络上传递请求和 

答复。 

把值类型的数据成员作为参数传递到远端应用程 

序．类似于传递其它数据类型，但传递操作就不那么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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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r。由于 CORBA应用阿络的异构性 ：客户方和服务 

方使用的编程语言和计算机平台都可能不同，将值类 

型操作的 实现 从客户方传到服务方或厦之都会有 围 

难 使用 C+。／C语 占的话 ，接收方应用程序必须在编 

译时或通过其它方法赫取值类型的有关信息 通常在 

广域 网上 ．可以用 Java开发客户方和服务方 的实现 r 

就能容易和安全地下载兼容的字节代码 ，实现对象 以 

值传递 ． 

值类型可以定义数据成员和操作 ，适舍封装简单 

的数据，如链表等 ；但这是一种新的 IDL类型 ，以值传 

对象规范并没有经过严密定义 ，仍显得粗糙 。实现以值 

传递真正的 CORBA对象还要解准对象定位、对象标 

识以及和对象适配器交互等问题 ，规范还需要 不断改 

进才能做到既满足要求又简洁易用 。 

5 可移植对象适配器(POA)规范 

CORBA在 2 1以前 的版本中只定义了基本对象 

适配器(BOA)，实现的是基本的功能。厂商和开发者 

在基本对象适配器的实现与使用中，发现了许多缺陷 

和不 足，各厂商独立改进 自己产品的功能 ．导致 了 同 

广商oRB实现问曲不可移植性。 

CORBA2 2定义了 POA，它是 由 ORB厂商和用 

户在使用 BOA的经验基础上联合开发的。其主要 目 

的是确保用编程语言实现的伺服程序(servant)及服 

务应用程序可以在不同厂家的ORB之 闻移植 。它通过 

提供大量的灵活性实现了这个目标，满足许多不同类 

型 CORI~ 服务应用程序的福要。FOA规范的引入对 

这个版本的标准具有较大的影响。 

5 1 POA的基本点 

POA 舟于 ORB和服务应用程序之间 ，主要处理 

三类实体：对象引用 对象链与对象ID 和用以具体实 

现对象功能的伺服程序。客户方通过对象引用向目标 

对象发出请求 ，对象引用中包含了用 以标识对象的对 

象键部分 。对象引用是在全局范国内唯～的；而对象键 

是在服务应用中唯一地标识 目标对象 由于一个应用 

程序可以有多个 POA，对象键帮助ORB将请求分配 

到拥有 目标对象 的 POA POA使用对象链中的对象 

ID确定目标对象与伺服程序间的关联，将请求分配到 

伺服 程序。对象 ID的作用域仅仅是某个特定的 POA。 

由伺服程序执行请求所得结果 -经 POA和 ORB返 回 

客户方。POA在三者之间起到了转译功能，把来自各 

地的对 CORBA对象的请求派发给相应的伺服程序。 

5．2 POA支持的特性 

3、z 1 持丸与短期对 摹 CORBA原来定 义的 

对象可存活在创建或激活它的进程的有效时间以外r 

在多个服务进程的生命期之间持 存在，因而称为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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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对象；有 时 CORBA 应用程序需要产生一些临时 的 

对象 t使其生命期受限 于进 程或 创建 它的 POA 的生 

命期之内+这种称为短期对象 。POA 支持这种新的对 

象 ．由于 ORB不必保留短期对象的定位轨迹+也不必 

用服务进程重新启动对象．CORBA程序的开销就可 

以减少 

3 2．2 显式和按需激活 一个应用程序 只有少 

量对象时，只需在开始侦听请求前创建这些对象的伺 

服程序 ，并在 POA 中注册 。POA 支持这种显式 的对象 

澈活和伺服 程序的注册 。 

另一种极端 情况 下．对于具有大量对象的应用程 

序 ，只需澈活那些真正收到请求的对象 。这种方法极大 

地减少 了资源的使用 ．只有接收请求的对象才被澈活 。 

应用程序使用伺服管理器 ，在需要时创建伺服程序， 

伺服管理器是本地的 cORBA对象 ，用 于管理伺 

服 程序的生成 ，既可以为 POA提供新创建的伺服程 

序 ．也可重用原有的伺服程序 ，负责将产生的伺服程序 

返回培 PoA。 

3 2．3 多巍程支持 基本对象适配器(BoA)的 
一 个不利点是它不能实现任何与多线程有关的应用程 

序的同题，而在服务程序中普遍使用多线程以便更容 

易地为并发请求服务。使用POA的应用程序可以刨 

建两种不 同线程模型的一种 ：ORB控制模式 ，允许底 

层 ORB实现多线程 ；和单线程模式，确保 POA中所有 

对象的所有请求在单一线程中完成。 

BOA没有多线程定 义；POA的多线程 模型是 ～ 

个巨大的进步 ，这使程序更加灵活 POA还能提供更 

好的多线程控制．将来的标准将扩展 POA规范，使之 

更灵活 。另外在 POA中，还有许 多对 BOA作 了改动 

的地方．如支持动态支架界面DSI等等，其实所有这 

些 自由都来 自创 建 POA时赋予的 策略(如建立的是 

持久对象还是短期对象，多线程的还是单线程的)。为 

使应用程序能使用不同的 POA策略集，应用程序可 

以使用多十 POA，其 中有且仅有一个根 POA。 

4 异步消息规范 

几年来 ，缺乏异步捎息通信～直被认为是 COR- 

BA规范中的明显漏洞 。在庞大的分布式计算 网培中． 

各通信 系统不是所有时间都是可靠连接的，异步传输 

可 以不依赖于窖户方和服务方的蟹耦台 ，目而适台应 

用于大规模分布系统。由于只提供了同步的调用方式， 

CORBA 被认为不能胜任大型分布系统。 

CORBA3．0在消息服 务中新增了异步消息通信 

协议 ．并提出实时 ORB概念，这是 OMG采纳的实质 

性规范。异步消息支持 Qos级别许可和异步请求调 

用，增强 了QoS保证和通信效率 ．提供了分布对象系 

统中异步消息的管理机制。 

4 1 异步调用 

原先的 CORBA标准对请求提供了三种同步通信 

模式 ：(1)同步方式 客户方发请求 ．在响应到选前阻 

塞。f2)延迟同步。客户方调用操作 ，继续运行，以后回 

来查询或阻塞等待响应的返 回．这种方式 只能在 DII 

方式下使用。(3)单工方式。客户方调用一个操作 ．{殳有 

响应返 回．ORB尽量保证请求的执行。这种做法是允 

许 CORBA请求在不可靠 的传输协议 上(如 UDP)传 

递 新的 CORBA消息规范在这三种请求方式 外 ，增 

加两种异步方式 ： 

{1)回调(callback)方式。客户方在每十请求调用 

中提供一个额外的对象引用作为参数；当响应到达时， 

ORB使用该对象引用将响应发回到应用程序。 

(2)轮询 (polling)方 式。窖户方调用一个请求．操 

作立即返 回一个值类 型(valuetype)．可用于客户方程 

序独立地轮询或等待响应的结果 。 

客户方 可以在 IDL产生的静态桩中使 用回调 和 

轮询式这两种异步方式．而不囊延迟同步方式必须在 

DII中使用，这 是一个显著 的优点因为静 卷调 用显得 

更 自然。 

4．2 时间独立调用 

为允许调 用未澈 活或未连接 的对象，CoRBA消 

息规范在标准的 GIOP和 IIOP协议上增加了中问路 

由代理。这些代理具备存储转发 

请求的能力，在对象未澈话或不可用时保持消息；响应 

在发请求的客户方不可用或斯开时也同样可以麓这些 

代理保持 。请求的生命期可以由其 QoS策略控制 。 

4-5 Q0S 

cOR队 对客户应用程序盼藏了某些唐层 同籍细 

节，特别是对象定位、建立网络连接和发送请求的过 

程 ，给予 ORB厂商的实现自由。但是，融麓这些细节使 

CORBA应 用程 序难以控制底层 ORB发送 消息 的质 

量。 

新 的 CORBA消息规 范矫 正了这 十不足 ，允 许客 

户 程序指定发送请求的质量控制 (QoS)、消息队划和 

消息权 限。程序使用 Qos策嬉 告诉 ORB如何处理请 

求中各种情况(诸如对象拙不到等)。ORB逼过选择不 

同的底层传输方法或者 自动提高即将失效的请求的优 

先级等方法，确保通信的服务质量。Qos策略的作用 

范 围可 以是 ORB内的所有请 求．或者是线程 内的请 

求，还可以是向某个对象发送的请求． 

4．4 实时 CORBA 

实时 CORBA1 0中扩展 了一类新 的 ORB，称为 

实时 ORB．允许开发者 更直接地控制 ORB的资源分 

配 ．保证端对端通信的可预棋f性 和灵活性。虽然这个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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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不是很成熟 ，但给扩展实时 ORB提供了稳定基础， 

为 CORBA进八进程控制和事件严格响应的实时应用 

领域打开了大门 

5 与因特网技术的集成 

目前因特网和Java技术应用 日益普遍 。为了显示 

CORBA与因特 网紧密结台的能力 ，也促进 了 Java语 

言的进一步推广，OMG从商业角度出发 t吸收主要厂 

商成熟的系统资源和技术 ，在 CORBA3．0中首次加入 

Java到 IDL的映射标准，使许多原先使用了 Java语言 

开发的系统可以产生 IDL接 口，提供给其它的二进制 

应用程序通过 IIOP远程调用这些 Java应用对象 。 

有了这个 Java到 IDL的映射标准 ，开发者可 以完 

全使 用 Java来 开发整个分布式应 用系统 ，然 后再从 

Java娄自动生成需要的 IDL，方便了程序员 ，特别是熟 

悉 Java的编程者 ，同时也为 OMG的几个大厂商保护 

了原有系统的投资。 

防 火墙规 范 定义 了 ORB之 间通过 防火墙代 理 

(Proxy)进行 IIOP传输的界面，包吉 了防火墙过滤功 

能。使用防火墙可 以控制 CORBA程序有限地访 问因 

特网和内联网，控制 IIOP网络传输的安全 ，这方便了 

将来扩展 CORBA在因特网上的安全性应用。 

为使运 行在 DCE系统上 的系统尽 快地 转 移到 

CORBA平 台上来 ，也便于使用 DCE系统的组织扩展 

原有应用程序 ，OMG 在新规范 中定 义了 DCE／COR— 

BA互联的方 1眭 通过将 原有 DCE应用程序集成到 

CORBA环境，保持 两种系统的应用在程序 级上互联 

工作 ，为使用 DHcE环境的组织提供了遗产环境支持。 

结柬语 总的说 来 ，CORBA在不断改进 ，吸收集 

成多种技术，以保持其领先的技术和活力．适应更广泛 

的应用程序 ，3 0版本可以说在规范上迈进 了一大步。 

当然，这些变化也不是都很好 ，不排斥其中有许多商业 

上的考虑 ，对现有技术并没有彻底吸收和改进 ．就朴充 

到新的规范中去 ，一方面使规范越来越复杂和庞大 ．另 
一 方面 由于庞杂不能排除其 中有问题 的内容出现 ，只 

能不断更新，最终还使用户受累。在使用其中的先进技 

术的同时，也需要采取去芜存菁的方法才 能完善 自己 

的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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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社会和文化生活产生广泛的冲击．随着我们进入 

二十一世纪 ，随着信息技术更强大和更广泛的使用 ，这 

种趋势会 日益加速 ．所以必须支持相应的杜台科学研 

究。这种研究要求计算机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之间有 

更多的交流 t而且，这种研 究对各方面都是有 帮助 的。 

这个领域的研究主题包括： 
· 面 对 [nternet，各种形式 的非传统管理方 式和 

行业自律 ，其效果如何； 

· 信息技术对工作本质的冲击和影响，包括远程 

办公、工作质量以及 虚拟 团队的参与等； 
· 人种、收入、民族和地理原因，在访问信息技术 

中造成不同的影响 ； 

· 电子商务对市场结构、供应商一客户关系、生产 

率．价格稳定性和雇用美系等的冲击 ． 

5 2 信息技术劳动力 

目前，对于具有信息技术技能的劳动力，其需求快 

·14 · 

速增长 ，政府、科学研究和教育部门必须为解毖这个问 

题作 出更多的贡献。 

二十一世圮的工作要求劳动者具有所需的基奉的 

计算机文化。在需要大量具有较高专业技能和较深知 

识的信息技术人员的同时 ，也有许多与信 息技术有关 

的工作，不需要太专业的信息技术知识，例如网络蕾理 

员、初级程序员 、同询处的操作员、系统分析员和 网页 

设计员等t这类人员的需求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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