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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has d cus ed distributed object application in Enterpris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 (EIPSjon a background of China PostaI Central Mai1 Information Process It includes the d1s— 

tributed computing model t software structure and the main techniques．M ail processing center Ls the 

hinge and distributing cente~of the postal practicality mailing networking The application has the to1一 

lowing characteristics：information flow following practicality flow．many heterogeneotts platforms and 

old applications．inconstant operation rules According to these，the system has utilized software compo— 

negt idea，associating CORBA with three tire Client／Server model，integrating variously complex coil1一 

puting resources This paper gives an implementation mode for CORBA application in enterprise tom— 

plex computing environment． 

Keywords Enterprise int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 (EIPS)．CORBA，Event channe1．Object request 

broker(0RB) 

1 引言 

随 着网络通 信技 术尤其是 因特 网技 术的迅猛 发 

展，人类社会开始步入信息化社会．一些新的通信服务 

对企业 的传统业务构成 了巨大的冲击 。在激 烈的市 场 

竞争背景下．企业需要借助各种新型技术．积极调整自 

己的服 务结构．将传统服务内容和形式拓展到信息服 

务顿域 ，在新 经济的大潮下站穆脚跟 ．井开拓更广 阔的 

发展空 间 

传 统的大型企业 中存在大量 异种平 台、异种语言 

的遗 留应用 ；企业内部生产作业使用了多种设备，由于 

设备生产广家不 同 ．应用系统与设 备间的致据共享和 

协同也存在平台和语言上的差异；随着信息技术的发 

展 ．企业问的信息交换必然要遵循统一的交换方式；目 

前大多数企业 为了提 高服 务质量 ，正在进行企业 机制 

改革、不断调整服务结构，企业应用系统的建立也要满 

足 企业不断变化的需 求 对于这些 同题 ，OMG组织发 

布 的 CORBA标准基于分布对象技 术．为分布 异构环 

境下各粪应 用系坑的集成提供 良好的可资遵循的规 

范和技 术标 准 得到 了包 括 IBM、suN、HP，Oracle等 

大公 司在内的800多家计算机厂商和研究机掏的支持 

章文 中国邮政 中心局邮件信息处理为应用背景 ．为 

企业级信息处理系统 (EIPS／提 出了一种基于 c0RBA 

技术的多层结构 计算模 型，描 述了系统 的软 件俸系结 

构 ，并说明了系统采用 的关键技术 

2 计算模型 

EIP$采用当前主流的面向对 象的三层客户／服务 

器模型与 CORBA技 术结合 的五层结构计 算模型(如 

雹¨ 将分布 在网络上的垒部资源都按 对象 的概 念来 

组织 ．每个对象都有定义明晰的访 同接 口。E]PS遵循 

软构件 的设计思想．由上层逻辑根据软掏件集成算珐 

将下层逻辑如积术似组 合搭建起来。 

】)表示屡 包括用户界面表 示逻辑 ，位 于最终用户 

工作站上 ，为用 户提供 可视化的接 口．用来表示信息和 

收集数据，确保业务服务能够提供所需的业务处理能 

力，使用户与应用程序紧密结合 ， 处理某项业务 

*)国家 863 il j}!f重点课题“基于阿培的分布软件支撑平台”资助 邓谆谆 硬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丹布式计算；邓 孛 

工程师．刘江宁 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分布式计算及凡工智能；吴泉薄 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丹布式计 

算厦人工智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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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应用系统接心 

应用逻辑构件，刺如：邮件持拣调度对象、邮件分拣计划对象、处理平台管理对象 l 

l公共业务逻辑．例如：身份控制对孽、单十邮件业务对象、邮包业务对象、平台业务对象、业务螭计对盘 I 

表示层 

应用层 

c0RBA 对象服 务 ． I】
nI盯n ranel访问服 I 性能监控器、幕 I DBC I l／ l I I赫 龃1 O 

『：芒 j丑务、事件 尺 『 ’ 。 J r— ： ； —一l 服丹
、 身份 认 F堠务 、 日 

皇对象强务 1 l 数据库服务器：ORACLE 8i J 

操作系统 1 

硬件平台 J一  

网络 I网络J 

圉l 计算模型 

z)应川层舟于表 示崖与数据层之间t单独与数据 

层交互 ．并向表示层提供所需数据和服务 应用最包括 

应 用逻辑与业务逻辑 业务逻辑对应于业 务实现的 基 

车 功能单位 ．简单的业务过程可 由单个业 务逻辑按 照 

相关业务规则来完成 ；复杂的事务处理往往需要多个 

业 务逻辑相互配合来完墟 ．应用逻 辑则控制服 务过程 

的正确完成 

企业内部存在多种业务 ．每种业 务都有各 自独豆 

的业 务规则 ．而且这些规则会随 企业体制改革而不断 

调整 应用 翌辑 与业务逻辑 的分 离使应用的实现不过 

分 依赖于实际的 业务规则 ，使 系统更能灵话地 满 足用 

户的需求变化 ，为系统的功能扩展和移植提供 丁广泛 

的可能性。 

EIPS在业务逻辑层从业务服务实体的 角度出发 ． 

提 取共性部分 、封装 r面向应用 领域 的标准控制掏件 

和通用处理构 件 用户引用时通 过给 出一定的参数就 

可生成相应的功能构件。例如 ，中心局郫件信 息处理 系 

统通过封装身份控制对象 、单十邮件 业务对象、邮包业 

务对象 、平 台业务对象和业 务统计对象等业务 服务实 

俸对象来屏蔽邮件 分拣封发处理 的具体业务规则。 

EIPS在应用逻 辑层将应用程序的需求分解为多 

个明确定 义的服务 ，并利用业务逻辑层 的软均件搭建 

成相应的应用逻辑对 象．例 如中心局邮件信息处理系 

统的邮件分拣调度对 象、邮件分拣计划对象和处理平 

台管理列囊等 

3)数据屡提供 数据访 问逻辑 ，包含所有网 h独立 

组织的数据库、数据系统以及遗留应用等现存资源 主 

要包括统一数据 访问模块和通讯模块 。 

统 一数 据 访 问模块 ．采 用统 一 数据 访 问技 术 

ADO 或 ODBC／JDBC访问本地数据 库，为所有的本地 

Jk务逻辑和外部通讯请求对本地 数据库的访同提供统 
一 的数据视 图，提供了数据 定义 、维护 、访问 更新等接 

口 

通讯模块采 用分布对象技术 的主流——COR 

BA技 术 支持公共业 务逻 辑对象 、公共 IT服 务和系 

统支撑工具的对象传输 ；提供应用系统集成框架技术 

与上层软构 件技术融合 无缝地实现 了多 十分布对象 

间的互联 ；使分布对象 同能透 明地发送请求和接收响 

应 ．确保了异构或同构环境 下应用程 序间的互操作 。支 

持客户访问异地分布对象的核心机制为对象请求代理 

(ORB)．如同一条 总线 (Bus)将分 布式系统 中的各粪 

对象和应用连接成相互作用 的整体 有效 地实现 了分 

布应用系统的灵活组 合、重 用和互访。 

这两个模块 有效地解决 了 EIPS开发过程中遇到 

的异构平 台繁多、系统间功能和数据不一致的同题 t很 

好地解决了异掏系统 闻的集成 

4)系统层与网络层不在 EIFS的考虑范围之内。 

5 软件体系结构 

EIPS利用 CORBA技 术实现与其他异构系统 生 

产设 备等 的信息交换。EIPS的吾种功能通过一组软构 

件来实现(如 图2) EIPS核心 (Keraeb包括数据 库和 

系统的支掉 构件 ，如数据内部处理 、事件遗告服务 、用 

户访问权限控制等 主要完成公共业务逻辑和赦据访 

问逻辑的功能 ；用户工作站则 包括 用户图形界面 和应 

用逻辑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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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局邮件 信息处理 系统建立在中心局 邮件实物 

处理系统之 』 邮件实物处理系统实际上 是多种邮件 

生产设备的综台 这些设备包括邮件分拣设备、邮件处 

理平 台设备 、『]拄设 备、大 屏幕监控 器和 条码扫描 仪 

等 。系统需要与这些设备有机结合 ，才能实现邮件生 产 

各环节数据 的充分 享 ．提高邮件生产的效率 =系统 各 

韶分通 过 CORBA技术 与邮件 生产设 备协同工作 ，共 

同完成对 中心局邮件实物信息的处理 。 

4 关键技术 

图2 软件体系结构 

EIPS与外部实捧问的通 讯采 用 CORBA 技术来 

实现。以中心局邮件信息处理系统为例，系统与邮件分 

拣设备的通讯由Kernel与设备问建立ORB连接来实 

现 ，Kernel负责调度设备的运行和管理运行时生成 的 

工作信息。主要采 用了以下技术 

1)订闼，通 告主动服 务挂 末 传统的信 息发布技 

术 都是基 于请求／应答模式 ．即“拉”(pu[1)方 式 。用 户 

请求信息发布者发出他们感兴趣的信息．信息传辅的 

发起者是用户 在这种传输模式下．用户必须周期性地 

向 布 者查询才能得到最 新的信息 而通过推选 的模 

式 发布者可将更新后的信 息及时地发选始用 户，无须 

用户自己来取就可 得到最新信息。 ． 

Kernel对 外 部 实 体 运 行 的调 度 利 用 事件 通 道 

(Event ChaLmel】的机 制 ，采取 “推”(push)的方式 (如 

图 3) 这种 万式将 Kernel对设 备的调 度看作 一十 事 

件 ；实体 对象向 Kerstel订 阅这 种事件 ；Kernel在需 要 

调度设备运行时通知实捧对象更新相应的对象属性 

实傩对 象与 Kernel间 是 订 阅者／消费 者 {su 

scrIber／C~nsumer】和 生产者 ”(Supplier)的 关系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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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实悻对象只需要为更新属性做极其少量的工作 ，不 

需经常向Kerne[查询其谓度情况 “推”的方式在相互 

不是很 r解的对象问建立了宽松耦合的通信信道t充 

分利用了分布处理的优势 ．减轻了实棒对象的工作量。 

S u 1 C han

m

ne ／／--Su bs r her，C onsumc~ 口D ie rL／ l c i ／ 

。h f ＼pu sh／ 

对象请求代理 ( B] 

图3 主动服 务：外部实体对象调度方式 

2)对 象事务处理服 务挂术 邮件丹拣设备对邮件 

的分拣处理按批次进行，每孜分拣任务中需不断将邮 

件分拣信息传送给 Kernel；若此次分拣过程中有差 

错 ，则设备恢复至任 务初启时的工作状态。 

系统利用 CORBA对 象事务处理服务技术来实现 

批量任务中外部实体与 Kerne[的通讯(如圉4)r将一 

次任 务看作一个事务 ，外部实体对 象看作事务处理 中 

的客户 Kernel看作服务器。任务初启时，实体对象向 

Kernel发出事务起始命令；任务终止时 实体对象向 

Kernel发 出事务结 束命令 ；任 务进行过 程中 ，实体对 

象不断地 向 Kernel传送事务语言(即批量任务处 理过 

程 中的 工作 信息)。Kernel中的事 务服务 器负责建 立 

与客户线程有关 的事务语言环境 ；当客户发 出事 务语 

言时 ．事务服务器调用数据库服务对象 ，向其传播事务 

的语 言环境 ；数据 库服务对象存储 事务语言 ，以ORB 

为媒 舟实现两段式提交协议 这样 ，外部实体 对象不需 

要了解 Kernel的内部 处理 只需启 动事务 、传送 事务 

语言、提交或退 出事务 有效地实现了外部实体与应用 

系统间的批量任务信息传辅 

事务处理服务 

圉4 对象事务处理服务：批量任务的信息传堵方式 

结柬语 EIPS针对大型企业中信 息流处理的各 

种应用特点 ，将多层 客户／服务器计算模型和 CORBA 

技术相结合．以中国邮政中心局邮件信息处理为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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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一A下 的秘密南 ．1 此 Kerberos可 提 供安全 

的恻络鉴别．允l 实体对网络 l。不同资源 的访问 其鉴 

别步骤 t所示 。 

4 Kerber~s安全鉴别协议 步骤 

另 种得到广泛应崩的鉴别方法是基于公开 密钥 

密码体制 的，就是使用证书和数字签名来 实现 耐 户 

身份 的验证 ．如 ~'etscape公司 的 SSL(Sccure Socket 

Layer)协议中服务器端和客户端双方的验证 

5 4 [nternet上的数据传输 

[nternet是一种开放性 的互连 网络，信息 在网上 

的传输是以明文的方式进抒的 =在这种不安全的网络 

环境下实现信 息安全传输 的唯一办法就是采用功能强 

大的加密技本 。分布式数据库 系统的安全要求之 就 

是采用数据加密和解密技术在不安全的 [nternct』’提 

供～条安全的数据通道 即：利用现有的加密 、解密算 

法在数据源和 目的地之间进行加、解密 ，也就是首尾加 

密。对进  ̂ 络的数据加密 ，然后待数据从网上传送出 

后 ，再进 r解密 

考虑到对称 密码加、解密速度快 、安全性 高的特 

点 ～傲 部采用对称密码算法来完成对传输数据 的加 、 

解密 这样 ．问题的核心就集中在秘密密钥信道的建立 

上，非 科 托 密码 体 制．}f}好 可 做 到 这 点，如 [Mile 

Hdtmao协议 通常我们把这种加 解密过程 叫做 混合 

密码体制 

由 Netscape公司提 出的 SSL就是这样的一种协 

议。它可 在 [nternet上提供安全可靠的数据传输 协 

议由两部 分组成 ，服务器端私客户端 。服务器端和客户 

端使 用 RSA算法通过证书完成加密 峦钥的协商 ．然后 

再使 用 RC2．RC4 IDEA．DES．tripe—DES．MD5等 算 

法完成对所传输 数据的加密和数据摘要。 

结柬语 安全问题是 当前 网络研究的 大热 。 

就 目前来说 ，要实现一个安全的分布式 Web数据 库仍 

是 f分困难 和复杂的 在设计和实现分布式 Web数据 

库 ．如何使设计和实现有技、快捷 、安全 要依赖 于 

F几^方面的发展 

1)密码技术(算法)的研究。解决数据库安垒的根 

本方法是加密 ．而 能否快速安全地实现解 密对于 提高 

数据库的访问效率尤为关键 匿此 ．算法及其实现首先 

必须是安全 的、可靠的 ；另 一方面 ，算法实现还要 有 ～ 

定的速度．必须能够符台分布式数据库 的应用特点 。 

2)密铜 管理方法的研究 集中式的密钢管理中心 

相比较而言虽实现较为容易，但在实践中也有可能成 

为系统的瓶颈和安全隐患 

3)安全操作系统的研究 数据库系统是建立在操 

作系统的基础之上的 操作系统本身的安全级丧定了 

在其基础上的数据库系统不会超过 它的安全级别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 ：安全是相对的．每次密码技术 

的进步都伴随着密码分析水平的进一一步 提高 周 此，要 

真 l=实现数据库安全 ，必颓 ：断地发展、实践和应用现 

代密码技术 

参考文献 

1 菲爱民 ，于靡友 ．管梅明 计算机 的安垒与保密 电子工业 

出版社 
2 ~ hnei er B Applied Cryptography(Protocol$-algori c hTns- 

and source code ln C)Second Edition 

3 vida G 1 A database Encrypti0n System with Subkeys， 

ACM Transactions On Database Syste~ Avaih“e at 

http：∥www ⋯ ogr／puhs门⋯ na】s／t0ds，】981—6—2 
4 Kerberos Tbe Network Authentlcatl0n Protoco】 Avai】． 

。ble at：http：／／web mit edu．／kerberos／www／ 
5 l卅 ㈨od tion to SSL Avadable at http： dere|oper． 

nerscape com,／docs／mantlal$，security／ 

6 RSA Laboratories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About 

Today s CryptograpbY 

(上 接 第 36页 ) 

背景 ，为异构平 台繁多和业务规则 不断变化 的企 业计 

算环境提出 r一种实现模式 。系统具有如下优点 @利 

用软构件技术封 装对象 ，使下层 的数据逻辑与 业 每逻 

辑尽量独立于上层而局限于具体应用的应用逻辑与表 

示逻 辑，保证了系统的高扩展性 ；②采用 CORBA技术 

中的事什通道机制 t在异构平 台之问建立了一个橙耦 

合的通道 ，保证了不同类型计算 资源的有效 集成；②利 

用 CORBA技术中的对象事务处理服务 ，借 助 0RB来 

管理 、传播事务语言环境 ，有效地解决了分布对象间事 

务处理的通 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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