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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analysing the problem of Object Oriented technology．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ree typical component technology are appraised．According to software architecture philosophy·an ide— 

al component model given．and the legacy and  dynamic maintenance of the component technology is 

cov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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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面向对象的软件开发方法是当今软件开发的主流 

方法 。面向对象软件开发方法 的优点主要体现在软件 

的分析、设计和源代码等的开发 阶段 ．而源代码经过编 

译、连接后得到的可执行软件则像是铁板一块 不可改 

变和重用。这一 问题使得藐们原本期望在 开发一个项 

目时也可 以象硬件市场上购买硬件一样在软件市场上 

购买软件配件这一 目标无法实现。本文介 绍的构件技 

术是 一种软件 实现的方 法和技 术—— 构件技 术，它是 

面向对象方法在目标代码级的完善和补充。 

目前 ，流行的构件技术有三种 ，这些构件技术都在 

一 定程度上解陕了面向对象方法在 目标代码级上的封 

装、模 块化和重用等问题 ．它们是对面向对象技术的完 

善和补充 。但是 ．这些构件技术在具体实现细节上都存 

在有一些不尽如入意的地方．本文讨论了 它们各 自的 

特点及缺陷 ，并给 出了一种理想的构件模 型。最后 ，对 

利用构件技术实现软件的遗产工程和软件的动态维护 

等问题也进行 了探讨 。 

2 目前流行的三种构件技术的特点及缺陷 

目前 ．在软件市场 上有三种具有代表性 的构件技 

术 流 瓣．它 们 分 别 是 COM【I (Component Object 

Mode1．对 象 构件 模 型 )、JavaBean “和 CORBA 5 ] 

(the Common Object Request Broker Architecture，公 

共对象请求代理体系结构)．这三种构件技术模型是 由 

不同的机构提出的 ，各有其优缺 点．下面分别 加以分 

析 ： 

(1)COM 的特点分析 

OOM 是 由 Microsoft公司推 出的构件接 口标 准。 

COM 构件是一种二进制标准的构件技术．它实现简 

单、比较实用 。在空问方面 ．接 口编译 以后生成 的二进 

制代码的结 构要满足一定的 内存结构 ．它不依 赖于任 

何语言 。正是通过这种统一 的二进制代码结构 ．不同语 

言之间的互 操作和代码的共享才能得以实现 在时问 

方面 ，COM 在接 口与实现之间应建立一种弱的、松散 

的耦合 ．在必要时过种弱的耦合能通 过接口找到其相 

应的实现，并且在不影响所有客户使 用的前提 下可 

将编译好的二进制代码中的一个接 口实现换 为另一种 

接 口实现 ．从而将客户和构件本身真正地分 开 ．过有利 

于以后版本升级和维护。COM 构件的主要特点如下 

COM 是通过 DLL机制实现对构件生命 期的管理 

的。DLL是构件 的一个实现服务器 ．当要使用某 个构 

件时 ．客户通过 Win32的标 准函数 HISTANCE Load— 

Lib rary将实现构件的 DLL调入 内存 ，然后通过 调用 

标准 函数 FARPROC GetProcAddress得 到函数实 现 

的地址 ，就可以将构件的指针与构件的实现(在刚调入 

的 DLL中)联系起来 ．从而完成指针 与实现的松散耦 

合 的要求 另外 ．DLL与装载它的 EXE被分配 在同一 

个进程的地址空 间．这一技术减少 了实现 上的很 多麻 

颤 ．客户多次装载的某个 DLL在 内存中只保 留一个拷 

贝．这一技术节省 丁内存空问 

COM 的最初动机是共事人类开发的，丰寓的软件 

资源 ．IX；OM 机制实现 了在 luternet七透明地访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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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的共享资源的方法 ．它 使客户像访问本机构件接口 

代理／一样透明地使用远程构件。DGOM 更加丰富了 

COM 的共 享机 制 。 

COM 通过 lunKnown接 口提供 了一 种与其 它构 

件 进行交 互操作 的标准 行为 ．其 中包含 的三个 函数 

Querylnterface(查询接 口)、AddRef(增加构件对 象引 

用数 目)和 Release(释放)为分别独立创建的客户和构 

件 能够 一 种统一的查询 方式进 行通讯 以及节 省内 

存 、共享构件堤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COM 提供的 ldispatch接口使得它可以通过一个 

标 准的接 口提供服务 ，而 无颓知道构件中有无特定的 

接 口 这种功能对某些脚本语言和宏语言非常重要 ，因 

为 在这些语言中无法展示对象的某个接 口的知识 。所 

以，在构件中提供 种通 过函数名称执行函数的简单 

方 法非常必要 正是这种简单方便 的机制 ．也 被视 为 

C0M 的 自动化。 

注册表是一张将 GU1D、接 口易记名字和实 现该 

接 口的文件联系起来 的表。COM 技术利用这张表 ．客 

户可以用简单易记 的名字访问接 口．而系统 内部可查 

找到其相应的 GU1D 及实现该接 口的文件 而且 ．当 

接 口的实现发生变化或移动时 ．只需修改该注册表中 

相应项即可 ．迪一拄术使得这一过程对客户是透明的。 

由于 COM 是一个二进制标准 ．而任何语言 都要 

被 翻译成二进制机器代码才能最后执行 ，所以，COM 

可 以作为各种高级语言的互操作的中间桥梁 ；按 COM 

标 准实现的软件也可 以被所有的语言环境所共享，过 

种机制还会给软件开发带来诸多好处。但是．实现这种 

技 术的二进制代码 是帐赖于机器的．不能满足移动计 

算的要求 。另外 ．COM 是 由 Microsoh公 司推 出的构 

件 接口标准 ．原则上讲这 些构件可以建立在任何环境 

下 ．但现有 的 COM 构 件大 多都依 赖于 Microsoft环 

境 ，在 Unix、Macintosh等操作系统环境下可复用的构 

件 还很少。因此，很难在其它操作系统砰境下实现二进 

制 代码的共享。 

(2)JavaBean的特点 分析 

JavaBeans是为 了解决平 台依赖性而提 出来的一 

种软件构件技术．而这 种平台依赖性问题对进一步提 

高 软件复用性是至关重要的。 

Java本身是独立于平台．适宜用于 Internet环境． 

易于构造 Browser／Server结构的软件 。但是 ，Java是 

在源代码级 的复用技术。JavaBean是 Javasoh公 司利 

用 Java特殊的 ByteCode机制推 出的解决平 台依赖性 

问题的构件接 口标 准．是 在目标代 码级 的复用技术 

JavaBean提供的标准接 口为在 日标代码级的 动态组 

装、版本升级、维护提供了保证 ．一些相应的可视化工 

具也为方便、有效地定制 】avaBean和建立应用程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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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方便。正像 Java,Soft所描述 的，JavaBean是“一 次 

性 编写 ．在任意 地方运行 ．在 任意地 方可 重用”。Jay 

aBean有以下 主要特征 ：①非平台依赣性 JavaBeaa利 

用 BvteCode机制生成可 以在任何环境下直接执行 的 

代码 ，这 一点为在当夸的 lnternet环境下开发可共享 

的软件成份和解决移动计算问题提供 了独有 的、不依 

赣于平台的软件开发环境 。②属性管理。属性的类型分 

为一般属性、索引属 性、依附属性和约束属性 ，通过标 

准 的命名 约定来 定义 它们相 应的 访间方 法 ．使 Jay— 

aBean AP1能用 统一的方 式对属性进 行管 理 ③ 内省 

功能。是一种将构件的内部结构展现给外部的机制 。开 

发者只需要对构件的属性 、方法和事件的命 名和类型 

符号遵守一个约定．通过标准 的JavaBean AP1就可 了 

解到 Bean的任何内部信息。 

JavaBean的事件处理模型是基 于现存的 AWT事 

件处理模型的。它决定 Bean如何对它 自身状志 的变化 

做 出反应 ． 及如何 将这些变化传递 给应用程序 和其 

它 Bean。JavaBean API通过 将一个事件接收器注册到 

该事件 上完成外部对事件的 定制 。JavaBean的其 它服 

务主要是利用 JavaBean提供的标准接口实现的 ．这里 

不再赘述。 

JavaBean存在 的问题 i JavaBean主要解陕了平 台 

依赖性和可视化构件的一些问题 ．但它只提供 了在 Ja— 

va环境下的目标代码共享机制，在不同语言之间的互 

操作功能还是根弱的 增强 JavaBean与其它构件技术 

之问的互操作是 JavaBean今后发展的 一个主要课题。 

(,~)CORBA的特点分析 

CORBA 是 由OMG(对象管理组 )1 990年首次 提 

出的 ．主要为了解决分布式、异质的软件和硬件环境下 

对象之问的互操作问题 ．CORBA具有以下特点 ： 

CORBA将传统的面向对 象模型和分布式问题 的 

对象计算模型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对 象是分布式计 算 

模型中理想的节点描述模块 ．既可以是客户 也可 以是 

服务器 ，这些对象可 自由地分布于计算机网络上 。通 

过 CORBA，对 象可 网络透明地相互访 问，CORBA屏 

蔽 了位置信息和计算机的软硬件环境 ．建 立了一个统 
一 的分布式软件开发平台 

CORBA是一种以 IDL为桥梁、基于 ORB中间件 

的构件技术 它 以 IDL为标准 ．与实现j匈件接 口的语 

言 、软件和硬件平 台无美 

CORBA是一种国际标准 ．有广 阔的发展前景 。但 

c0RBA 目前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CORBA构件 的实现 

是依赖于软 硬件环境 的 CORBA构件 一旦 实现 ．尽 

管它们 之间可 以实现无缝的互操作 可以被共 享和使 

月j，但 它们只能在 一种环境下运行 ．无法满足 lnternet 

网上大量的移动计算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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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理想的构件模型及软件的体系结构 

一 个掏件不仅给客户提供一个服务接 口，而且还 

可能向别的构件提出接 口要求 ，这种 要求也是外界控 

制构件的一十 良好契机 现有软件 系统中的回谓函数 

(Caltback)、钩子 (Hook)函数和各种控件(ActivcX等) 

都是这一要求的实例 作为构件应该考虑这种通用的 

要求 ．在掏件结构 中反跌适种机制 。图1给 出满足这种 

要求的理想构什模型。它由三部分组成 ：服务接 口、掏 

件体(构 件的实现)和请求接口 一个理 想的构件可姒 

授有请求接口 ．但不能没有服务接 口。技有请求接 []的 

掏件就是一个 不需要害户对它进行控制 、不需要定制 

的我们现在所指的构件 构件的实现采用粪似于 C0M 

和 JavaBean的方 式．制 定一个 ByteCode级的标准 ．改 

造现有的编译 系统 ．使它们所编译的 目标代码为 Byte— 

Code．从而 完成 目标代 码级的构件 这种构件 与语 言 

无关、与软硬件平 台无关 ，可满足 Intetnet上大量的共 

享和移动计算要求 

圈1 理想的构件模型 

现有 的构件模 型只解决了构件的复用 ，但 未解决 

由构件 形成的应用框架复用问题 而一些典 型的应用 

程序的体 系结掏是 可重用于多个应用和不 同环境的 ． 

特别是 同一应 用领域的不同应用之 间，这种 复用就更 

加明显和重要 因此 ，应该 有一种既能便于 结掏复用 ， 

叉能对结构复用 ，还便于 以后对生成的软件进行维护 

的方法。 

从软件体 系结构的角度看 构件技 术的构件 只是 

提供 一个软件模块的实现，作为一个软件系统，它还需 

要连接 于(如管道、层次、基于事件的隐式调用等等)作 

为连接软件模块 的“粘台刺” 管道和过滤器模型最容 

易实现软件模块的集成 ．但它只能处理简单的、流式的 

应用，没有普遍性 层次模 型可提供不同级 别的抽象 ， 

但层与层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耦合 ，而且这种模 型也没 

有普遍性 基于事件的隐式调用的方式是构件 向系境 

发 出请哥}，已经向系统注册响应该事件的掏件就 响应 

该事件 ：这种模型将调用者和被调用者彻底地分开 ，这 

种软件体系结构模型具有报强的灵活性 ，也具有通用 

性 

理想的软件体 系结 构模型提供类似 coRBA ORB 

的“软件总线”，连接到软件 总线上 的理想的构件 应该 

如图l所示 ，它只接收事件和发出事件 。 

传 统的基于事件的隐式调用模型 中，事件 的发送 

者和接收者并不需要预先知道．接受者是 以事件类型 

区分和响应调 用的 ．但不 区分调 用；调用者 只发出事 

件．但不指定事件的接收者。正是这种机制使基于事件 

模型具有 区别于别的模型的可扩展性优 点 - 及灵活 ， 

方便地组织和集成构件的能力。但是 ．这种集成构件的 

方式不能处理相 同构件类 的不同实例的事件发进者 

和接收者之间的交叉引用 问题． 

在理 想的软件体 系结构模型中 ．对 基于事 件的模 

型作 了如下改进 ：使发送者发 出的消息为如下的结构 

{理想模型)： 

(发送者 ．事件 类型 ．事件参数) 

接 收者 根 据需 要 区分 或不 区分 “发 送 者 

而传统的软件 系统中模块之 间的调用关系可抽象 

为如下的结构 (调用模型)： 

(接收者 ，事件类型 ．事件 参数) 

发送者模块明确指明接收者，以及要求接收者响应的 

事件(函数、过程或方法) 

两种构件模型 中访问方法的区别 是 ：前者 由接收 

者选择发送者 ，而 后者则是 由发 送选择接 收者 其实 ， 

传统的基于事件的软件系统 中，事件 的发 出者和事件 

的响应者之间稍息的格式可表示为(事件 模型)： 

(事件类型．事件参数 ) 

它是一种介于前两者之间的模 型 

这三种模 型各有优缺点 ：调用模 型是事件 的发 出 

者选择响应者 ，系统实现容易、效率 比较高 ，但 系统一 

旦建造就裉难修改；事件模型是响应者选择调用者 ，软 

件系统的体系结构非常灵活 ，模块容 易集成和动态组 

装，但响应者不能区分不同的调用者 。 

理想模型则提供 了更大的灵活性 ．让 响应 者根 据 

需要选择调用者或者忽略调用者 它具有如下 的优点 ： 

软件易扩展 薪增加的构件 只要识别已有构件发 出的 

事件即可 ．而传统的构件模型 中需要 已有构件制 定新 

增 加的构件 ，这就需要 修改原有构件 。可进 行广播式 

(broadcast)调用 使理想模型中的发送者为空 ，它表明 

任何能响应该事件 的构件都可响应该事件 ，从而完成 

广播式谓用。可进行组播式(multicast)调用 。使理 想模 

型中的发送者为 一个组 名，它表明任何能响 应该事件 

的同一个组的构件 都可响应该事件 ，从 而完成组播 式 

惆用 

为了使这种模型具有资源共享 、开放 网络透明和 

异质软硬件环 境的 操作 ，该模型可在 CORBA 的事 

件服务之上实现 。 

4 构件模型的可动态维护性 

构件技术的初衷是为了能够充分地利用和共享在 

各种环境下、用各种高级 程序设计语言开发 的软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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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它是一种 目标代码级的软件复用技术 正像我们在 

前面分析 的那样 ．面过接 口这种不依赖于具体语言的 

中性机制 ，使各种语言之间可以互操作 ，也就是说一种 

语言可以通过接 口无逢地访问另一种语言 开发的软 

件 ，而不需要移植工作 ．这大大地提高了软件的复用程 

度 。 

但构件 为我们 提供的好处不仅在 于此 ，通过它还 

能 为我们提 供解决遗产工程的问题 ；所谓遗 产工程是 

指大量的、已存在的软件 遗产软件是前辈们花费很多 

时间、精力和资金开发出来的．是智慧的结晶和劳动的 

果实 ．在采用更好的新技术时，不要将以前开发的软件 

简单地抛弃掉 ．特别是那些在某个领域中广泛使用的、 

运 行 良好的通 用软件 ．应该通过一个 良好 的机制对其 

进行改造利用 ．这不仅可以减少重复性的劳动、压缩软 

件开发周期．而且可以节省巨额资金 。 

我们可以对遗产软件的每十成份用构件技术开发 
一 个接 口，即用接 口对原软件成份进行包装．通过这种 

方 法，可以复用大量的原系统的实现 ．从而完成对遗产 

软件的改造 。改造后的软件成分还可以通过接 口在非 

原 系统语言环境下被使用，大大拓展了复用的力度。 

下面我们着重讨论构件为我们提供的另一个不为 

人注意的特性—— 可动态堆护性 。 

众所周知 ．软件的维护性是很重要的．而如何在 目 

标 代码级实现维护还是鲜为人知的。我们曾经为中原 

油田开发 的项 目SIDIS系统就有这种要求 。存在的 

问题是 ：当我们在原系统上扩展一十功能后 ．却很难将 

完善的软件 加入到原来 的 SIDIS系统 中。其原 因主要 

是 可执行的 目标系统是 一个铁板一块状的结构 ，无法 

对其进行修改 替换和增 加。但是 ．对 目标代码 的维护 

要求却是报普遍的一十问题 。 

下面我们给出一十和用 COM 和 CORBA构件技 

术 实现对 目标代码 进行维护 的方 法。无论是 COM 还 

是 CORBA 构件技术 ．都是通过对软件 部件 的接 口和 

实现脚分离 ，梅蹙不依赖于语言环境的、可复用的 目标 

代 码 的。这些软件部件在 系统集成 后，也是相对独立 

l舯 它们都是通过接 口相互联系。也就是说 ．组成系统 

的构件在 目标代码的可执行软件 系统中保持其相对独 

立性 ．这就打破了传统软件的 目标系统铁板一块的局 

面 ．为软件 在维护阶段对 目标代码中的“部件”进行替 

代成为可能 。 
- 在 COM 中，构件 的 实现 都存 在 于相 对 独立的 

或．dll文件 中．只有在系统执行时才把它们调入 

内存．通过接LJ完成调用者和被调用者之间的联系 如 

果系统在维护期间需要修改某个构件 ，只需修改相应 

构件的源代码(或重写，，然后编译源代码．使其生成的 

文件代替原有的．t 或-dl1文件 ，即可选到维护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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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种维护．不需要通过 开发商、可 由最终 用户直接进 

行 ．我们可 以称其为动态维护[】 。实际上 ．构件 版本 的 

升级就是通过这种手段进行的。 

对于 cORBA来讲 ．也是采 用类似 的方式 ．c0 

BA中的 CORBA—BOA—change—implementation可 以 

完成接 口与实现的静 态相关性。而 CORBA的动态调 

用则直接支持这种功能 。 

以上是对 已有构件 的修改和完善 。那 么．怎样动态 

地给系统增加新功能呢?通过 以下两种方法都可以为 

系统增加新的功能：修改请求构件 ．使其发出请求 ；增 

加新的构件t完成新 的功能 在增加 系统功能 的过 程 

中 ．系统中其它成分无需变动 。 

总结 面 向对象是一种非常好的软件 开发方 法． 

其优越 的分析方式能直观 、有效地把握问题 的本质；其 

良好的设计技术能直接映射问题空间 ．能建立一个具 

有可复用部件的、有 良好体系结构的软件 ；但面 向对象 

的实现技术使得面向对 象的复用 可 维护和灵活定制 

等优势大打折扣。一十设计良好的面 向对象结果 ．并没 

有要求某个对象要用某种语言 、在某种环境下实现 ．并 

没有要求这些对象一定要绑定在同一个进 程之 中、同 
一 台计算机或在不同的计算机上 ．而这些 问题用面 向 

对象语言实现时都不得不认真加以考虑 

构件技术正是在这 种环境下提出 的．它是对面 向 

对象技术的完善和补充 ．它是 目前最重要 的软件 开发 

技术。这种在 目标代码级的接 口标准 ．使得软件可在 目 

标代码级重用大量 已有的软件 实现 ，可动态地组装一 

个软件 ，提供 了各种软件模块之间的可操作性 ，这为最 

终用户定制一个软件 ．以及软件本身的进化和维护提 

供了很好的机制 。通过接 口可以包装一十 已有 的软件 

系统 ．也为遗产软件的再利用提供了技术保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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