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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RBA services support many aystem—level functions for us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ob— 

jects．They are essential for development and deployment 0f the distributed applications．Using the basic 

ORB can develop applications only wkh limited complexity．so that much attention has been turned to 

CORBA services This topic discusses those Services which are worthy of our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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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CORBA应用的推广，其基本核心 ()RB已经 

有众多的实现 ，井 日趋 成熟 。然而 在实用中仅有 ORB 

的 基 本 功 能 是远 远 不 够 的 ，人 们 将 目光 投 向 了 由 

OMG定义的 OMA(对象管 理结构 )中的 CORBA服 

务臭上 。 

CORBA 服 务 集是 CORBA 功 能 的 扩 展 ，它 在 

ORB基本功能上提供许多系统级的服务，其中有一些 

服务对于开发企业级的应用是非常重要的。在 OMA 

模型中，oMG 只对CORBA服务集的功能界面进行了 

规范定义，对其具体实现则没有规定。目前有些厂商在 

提供ORB的同时，也开始提供了CORBA服务集，但 

是其品种 不多【I] 因此 ，如何 具体 实觋 CORBA 服务 

集，以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CORBA服务集的功能 ，正 

成为技术畀关注的焦点。本文针对 GORBA服务集关 

键性的品种进行论述 。 

1．核心服务[ “] 

在 OMG 定义的 CORBA 服务集规范 中，有 一些 

服务被认为是 CORBA系统所必须具备 的，这 些服务 

包括对象定位 消息传输和安全等几十方面 

1．1 对象定位 

在分布式环境下，如何才能找到所需的对象?最直 

观的方法蔚是在对象目录中查我所需要的对象。而在 

CORBA规范 中对此 问题 则有更妥善的解答 ，其中最 

常用的是CORBA的名称服务和交易对象服务，它们 

提供了在 灵活性和复 杂性方面处于不同层次的对象目 

录服务。 

CORBA 的名称服务 ，按 对象名称 存储客户所需 

的对象引用 它使用类似于 UNIX文件系统的树型结 

构来存储对象引用．每一十对象引用均有相应的对象 

名称。在这 个树型结构中每十节点称 之为名称上下文。 

对象 使用名称上下文界面中的 bind函数将 自己的名 

称与对象引用联系起来 ，客户使用 resolve函数来按对 

象 名称查找对象引用。CORBA名称服务还 具有分布 

式的优点 ，在整个 CORBA环 境中都可 以访 同到名称 

服务所存储 的对象引用。 

名称服务提供的是中问件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服 

务 ，它为中间件的位置透 明性提供重要的解决途径 。目 

前各厂商在提供ORB的同对都提供了名称屡务，但有 

的简单 ，有的较复 杂。例如有的厂商提 供的名稚服务 ， 

具 有名称空间复制和联邦名称(多十名称域可 以相互 

作)的功能 

CORBA的名称服务提 供 了基本的名髂到对 象引 

用的解析功能，但对于基于对象属性和特征的对象查 

询则无能为力。这时所需要的是CORBA的交易对象 

服务，后者提供了一种更为灵活的对象公布与查找的 

方法 交易对象服务基于服务类型 的概念 ，以非结构化 

的形式构造对象目录。每十服务类型都包含有一个 

IDL界面标识符和一些定义特征的附 加数据 在对象 

交 易服务中 ，各对象通过交易器完成对象特征的发布 

和对象特征的匹爱 管理员使用add—type函数定义某 

十对象类型及其特征数量和类型{对象使用 export函 

数按所定义的类型输出其对象引用 和特征 ；客户使用 

query函数 提交所 需对象的特征 ，交 易服 务在其交 易 

空间中匹配并返固结果。在联邦交易环境下 ，多十相连 

的交易器可以协同工作完成对象交易服务。 

从上面 的描述可 咀看 出，CORBA 的名称服 务类 

似于电话簿中的白页服务，而交易服务则类似于黄页 

服务，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和复杂度提供对象的定位服 

务。 

除了使用上述的 CORBA服务来定位 对象，还可 

使用对象引用字符串、对象工厂等方法来完成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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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位 ．但是相对于 CORBA的名称服务和交 易服务 - 

其它方法的限制较多 

1 2 对象消息 

从通讯的观 上看 ，CORBA环境 中客户 与对象 

闻的通讯是同步的 ．即客户对服务对象发出请求后将 

被阻塞 ．等到服务对象处理完请求返回结果后 ，客户才 

继续执行。然而在许多情况下 ．我们需要异步通讯机 

制。为了适应不同的需求，CORBA定义了一些服务来 

支持无连接的、事件驱动的客户服务器通讯方式。 

CORBA的事件服务定义了组件 日̂1消息传输的框 

架 在 OMG定义的事件服务中，事件的产生者称为生 

产者 ，处理事件的对象称为消费者，生产者与消费者通 

过 标准的 CORBA对象事件通道 进行异步 的事 件通 

讯 事件通 道允许一十或多十生产者与一十或多十消 

费者建立连接。CORBA的事件服务支持两种事件通 

讯模式 ：推和拉模 式 在推模式中 I事件的生产者负责 

韧蛄化 事件的传输，将事件数据“推”人事件 通道 ；在拉 

模式中，事件 的消费者从生产者处要求事件数据 ，通常 

采 用轮询方式 

CORBA的事件服务提供了 CORBA对象 间的异 

步通讯方法 ，但它有 以下几个币足 ： 

I 在事 件服务 中无服 务质 量 QoS的规定 在 

c0RBA事件服务规范中 ，没有定义如何 保证事件 的 

可靠传输，以厦如何保证事件在指定的时间内得到递 

进 。 

2 只提供在事件通道级别上区分事件 的方法 ，共 

用同一事件通道的消费者将接收该通道中所有 的事 

件 ，而对事件的过滤只能在客户蜡进行 ，增加了网络和 

客户的资讴捎耗 。 

3．事件服务不处理事件通道的高层信息。事件生 

产者币能知道是否有消费者对它的事件 感兴趣，消费 

者也无法知道生产者能提供哪些事件。 

c0RBA的通 知服务就 是针对 以上 不足 而定 义 

的，它提供过滤事件的标准方法 ，处理事件通遵的高层 

信息和定义服务质量 翊知服务是事件服务的扩展，它 

所定义的界面继承了事件服务中相关的部分，提供了 

使用事件服务的向后兼容性。然而彻底弥补以上不足 

的是在 coRBA 3 0规范中定义的异步消息服务 。在 

异步信息服务中．信息的服务质量才棱完整地定义，如 

信息递进保证、超时和优先等级等 。 

1 5 安全 

在分布式环境中，安全性是十分重要和复杂的，在 

CORBA环境中也不例外。理 论上 CORBA规范 的每 

个环节均与安全有关 例如 ：对象的创建有赖于对操作 

用户的毫L证 ，在交 易服务中要报据客户对象的身份决 

定是否返 回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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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垒 CORBA 环境的建立 ，离不开标准的 安全措 

施 其身份认证 、授权和存取控制 安全审计、加密和防 

抵 赖等几个主要方面 ，具体实现 十分繁琐 

在系统 中．c0RBA的安 全服 务可 以在三十级 别 

上子 实现 ：第 0级规定 r要实现身份认证和台话 加 

密．这相当于 SSL(安全 Socket层)所提供的功能水 

平 ．印在标准 TCP端口上建立了一r十安全 1办议 在此 

安全协议 的基础上 。服务器对 象向 ORB注册 为受 保 

护 ．这样只有通过身份认证的客户才能与它建立连接； 

第 l级的实现 坝4可以使没有安全服 务的原 有系统中 

的客户与服务器对象 ．不经修改而实现系统的安全性 ， 

实现这一级 的实例有 IONA的 OrbixSecurtty；第 2级 

则规定了种种要实现的界面，它们能支持应 用程序利 

用 CORBA安全服务来获得其安全性 ．它除了基本的 

身份 认证 、安全调 用和审计 外 ．还包括认证 时更改权 

限、控制安全选项和权限委托等功能 。 

在 CORBA的安全规范 中还定义 了 ORB间的安 

全协议 SeclOP，它在 GlOP／I10P的基础上．实现不 同 

厂商的 CORBA安全服务闻的互操作。它规定用户与 

目标对象在建 立连接时必须使用 IOR标记 和安全令 

牌 ．以此来提供与对象有关的安全 策略信 息。在 se— 

cIOP定义的基础上 ，OMG还制定了通 用安全互操 作 

协议，以便对认证机制和加密算法等作更细致的描述 

在 [nternet环境如何建立安全的 CORBA系统又 

是一个新课题．通常人们使用防火墙来保护内部的系 

统 ，但是 防火墙对 IIOP并没有 特别的支持 。因此在 

CORBA 3．0中，0MG 引入了防火墙规 范 ，它定义 了 

防火墙如何处理和认证 IIOP请求，使得 CORBA对象 

能透过防火墙通讯。它包括使防火墙支持处理 IIOP通 

讯、对 IIOP进行存取控制以及保护防火墙内的服务器 

对象免受非法 IlOP数据流的攻击 

要获得可靠的安垒性，通常要耗费许多的计算机 

处理时间和大量的额外操作，如何在系统的安全性和 

系统的高效率 之间取舍 ，是系统设计和开发人员幅要 

权衡的。 

2．数据库与事务处理 

CORBA提供了分布式、互操作和面向对象等特 

性，数据库则提供了数据永久存储、数据完整性、事务 

处理和井发数据存取的特性。在实际应用中很自然地 

希望将这两者结合起来 

2 1 对象存储与查询 

在 CORBA的对象服 务集中，持续对象服务 (Per— 

sister~t Object Service)是针对数据库与 CORBA 的结 

合所提 供的一种服务 ，它提供 一组存储对 象状 态的通 

用界面 对象的状态可以分为两种：动态的和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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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状 态是指存储在内存 中的对象状态，在系统崩溃 

时就会丢失；持续状态是指存储在外存中的对象状态 ． 

它可以用来重建动 态状志 在持续对象服务中，定义 丁 

持续对 象管理器 (POM)界面 来处理 对象持 续化操 作 

的实现和对象与 存储之间的连接 

在 CORBA 3．0中 ．OMG引入了 持续 状态服务． 

它的特点是将对象持续状态的控制从客户端转移到服 

务器端。此外 ，它还支持“基于 以值获取对象(Objects— 

by—Value)规范”的持续值存储 ．以及 与便携式对象适 

配 器(POA)的集成。对象持续状态的存储，可 以选择 

现有的存储机制 ．包括关系数据库和面 向对象数据库。 

CORBA的查询服务用于根 据搜索判据对对象集 

合进行查询。查询操作使用支持 sQL或 OQL的带谓 

诵的声明式语句 ，对对象集合执行选择、插入 、修改和 

删除操作。在理想的情况 ，对象的查询服务的实现是与 

数据库管理系统结合在一起的。 

在 coRBA 的 查 询 服 务 中 定 义 了 QueryLan— 

guageType、 QueryEvaluator、 QueryableCollection． 

QueryManager 和 Query 界 面 。 通 过 QueryLan- 

guageType可 以利 用 IDL 来 指 定 查 询 语 言 类 型 ； 

Query Evaluator定义处理查询的基本操作 ；查询返 回 

的对象集 合用 QueryableCollection表 示；QueryMan- 

ager则可以用来创建 Query对象并管理查询的进行； 

Query界面蜊用来定义查询 的表示方式 ，它提供了对 

查询进行硬 编译和优化以及执行异步查询的能力。 

2 2 对象关 系 

分布式 对象通常用来表 示真实世界 中的实体，而 

实体间并不是孤立的 ，它们之间往往存在各种关系，表 

示它们的对象问也应 反映这些关 系。 

在关系数据库中，使用 外部键来表 示双向的关系 

在 CORBA环境 中，使用对象 引用来表示单向的关 系 

CORBA 的关系服 务(Relationship Setrice)则 在更 高 

的抽象层次 定义对象闻的关 系．cORBA关 系服务将 

对象关系使用 IDL描述成 CORBA对象，使其模型化 ． 

通过 CORBA 的远程方法调用 ．关 系服务可以支持 双 

向的对象关 系．面向对象数据库则是对象关系服务的 

最佳平 台，它的存储机制可 以直接 存储和表示对象间 

的关系。CORBA关系服务定义了 Relationship和 Role 

界面 ，Role代表 在关 系中的 coRBA对象 ，将相关的 

Role传递 到 RelationshipFactory中可 以创建 表示对 

象关系的Relationship 通过 Relatior~hiplterator界面 

可以遍历关系中的对象 。 

2．5 摹务处理 

建立可靠的 、大规模的企业应用时 ，事务处理是必 

不可 步的。在传统的双层结构中，客户使用数据库服务 

器提 供的存取机制(如 ODBC、嵌入式 SQL等)来访问 

数据库 ．这些存取机制中提供了开始事务和结 柬事号 

的方法。在包含有 CORBA 的三层结构的系统 中．中间 

层既是 CORBA的服务器 ．又是效据库的客户．它需要 

将 CORBA的远程方法调用和数据库的事务处理结合 

起来 ．它将事务处理引入到分布式和 面向对象的环境 。 

事号是具 有 ACID特 征的一组操 作 ，即事务具有 

原子性(Atomic)、⋯致 性(Consistent)、独立性 (1solat— 

ed)和持久性(Durablel 事务只有两种结束方式 ：一是 

交付 (Committed)，郎所 有要求的修改都成 为永久 性 

的；二是回卷 ，即所有的修改都取消。 

CORBA的事务服务是 OMG定义 的重要服务 之 
一

．它与 X／Open的 DTP模型兼容。参与事务的对 象 

有 事务发起者和可恢 复的服务器 ，后者实现事务中有 

关的具有可恢复状态的对象 事务发起者使用 Tra,~s— 

actionFactory界面启动事务，井得到可以访问 Coordi— 

I坩tor和 Terminator界面的 Control界 面。事务发起者 

通过 Terminator完成事务的交付和 回卷操作 ；事务服 

务 由Coordinator来执行 ；可恢复的服 务对 象通过 Re— 

soHrce界面来参与和完成两阶段交付。在嵌套事务中， 

可恢 复服 务器 使用 SubtransactionAwareResource界 

面来跟踪于事务的完成 情况。 

2 4 并发控制 

为了协调 对共享 对象的并 发访问 ，oMG 定义了 

coRBA的并 发控 制 服务 (Concurrency Control Set— 

vice)。并发控制服务提供了支持事务和非事 务的多十 

界面 ，来支持分布式加锁的管理。在事务环境 中，并发 

控 制 服务 与 事 务服 务 紧密 结 合 ，使用 Trartsaction- 

alLockSet界面来管理锁 ；在非事务环境 中，由并发控 

制服务控制并 发客户 的串行化 ，使用 LockSetFactory 

来创建锁。 

在并发控制服务 中，对共享资源加锁是其基车技 

术。在诙服务中定义了读锁(Read)、写锁(Write)、升级 

锁(Upgrade)、意 向读 锁 (Intention Read)和意 向写锁 

(Intention Write'．对于一十资源，读锁与写锁互斥 、写 

锁与其它写锁互斥；升级锁则是与自身互斥的特殊的 

读锁 ，它用于防止死锁 。在多十客户对同一资源拥有读 

锁时 ，如果某个客户请求写锁则可能会发生死锁l如果 

是在申请升级锁 后再 申请写锁则可以避免死锁 。意向 

读写锁则是为了使用 不同粒度的锁 ，例如某客户在获 

得对 数据库 中某记录的读锁前应先获得对整个数据库 

的意 向读锁 意向读锁 与写锁互斥、意 向写锁与读锁和 

写锁互斥。 

5。其它服务r 5J 

在 CORBA 的规范中还定义了一些其它的系统服 

务 ，如 ：生命周期服务 、外部化服务、许可证服务 、属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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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时同服务和对象集合服务等。 

生命周期服务定义了创建、删除、拷贝和移动对象 

的规则和约 定，它 规定了客户在分布式环境 中如何执 

行对象的生命周期操作 生命周期服务定义了C-enor— 

icFactory界 面，用 来 创建 不 同 类 型的对 象；LileCy— 

cleObject界面则用来实施对象的删 除、拷贝和穆动操 

作 

外郝化服务定义了对象外部化和对象内部化的协 

议和规则。对象外部化是指将对象的状态记入数据流 ， 

内部化则是将数 据流中的对象状态记入新建 的对象 

外部化的对象可以以任意长的时间存在．也可 以传输 

出ORB以外 ．也可以在不同的ORB中实现 内部化 外 

部化服务与生命周期服务中的拷贝操作在功能上有相 

似之处 ．但最大 的区别是外部化服务可 以将对象存储 

到 0RB环境以外的数据流中 

在外部化服务中，定义了客户端 实现模式和服务 

器端实现模式。客户端实现模式使用 Stream 界面保存 

外 部 化 的对 象 ，使 用 StreamFactory或 Fi1eStream- 

Factory界面创建和初始化数据流对象 ；服务器端实现 

模式使用 Strearr~ble界面指示外部化流 的状态t使用 

StreamableF~ctory界 面 创建 和 韧 始 化 对 象 ，使 用 

StreamIO实现对外部化对象状态的读写。 

许可证服务用于对象生产者控翩 自己产品的合法 

使用 。它 定义了 LicenseServiceM~nagert和 Producer— 

SpeeificLicenseServiee界面 。生产 者通 过 LicenseSer 

viceManager界 面 获 得 实 现 了 ProducerSpeci— 

ficLieenseService界 面的 对 象 的 引 用 ．在 Producer— 

SpecificLicenseService界面上进行 Start—use、end—use 

或 cheek—use操作 。生产者利用这 些操作所返回的信 

息来决定其使用限嗣策略 

属性服务支持对象实现 PropertySet和 Property— 

SetDeI界 面 其中 PropertySet界面支持属性集合 ．每 

个属性包括 属性名和属性值 ；PropertySetDef界面则 

定义各个属性的特征 ．如只读或读写控嗣等 。属性服务 

提供了可不用静 态 IDL而使命名值与对象动态相连 

的能力。 

时间服务为用户返回当前时 间和其误差 估计 ．同 

时为对象提供定时器事件服务 。它 使用 TimeService 

界 面 管 理 通 用 时 问 对 象 和 时 间 间 隔 对 象 ·使 用 

TimeEventService界面管理定时器事 件处理对象 。 

对象集合服务提供将对象分组和对对象组操作的 

支持 ，它支持队列、堆栈 、集台、包和图等几种结构的对 

象分组。对象集台服务定义了 Collection、Iterator和 

Fanction界面。客户使用 co1kctjonFacto y界面剖建 

所需 要的 Collection对象 ，同时可 以指 定集 合中元素 

比较方式 、是否要强制 类型检 查等 ；锺过 Collection对 

象客户可以创建 Iterator界 面，客户使用 Iterator界面 

可以遍所集合；Function界面则用于客户 自定义功能 ， 

这些功能的操作将用 于成组的对 象上。 

结论 在 CORBA规范中，ORB是重要的核心部 

分 ．但 它并不是唯一的 ．CORBA 的服务集 也是其中十 

分重要且不可缺 少的部分。CORBA要满足企业级的 

应用 ，除了本文中所提及的 CORBA服务之外 ，还应该 

提供负载平衡、容错和各种系统管理系统级服务 ]，所 

以 CORBA服务集将是一十不断扩充和发展的集合。 

OMG 对CORBA服务集只是定义 了其界面规范， 

而将 其实现 交给 了用户和 厂商 ；这使技术界 在 COR— 

BA服务寨上有 许多探索性的技术 工作要做 ．而作为 

CORBA的用 户，在选购 CORBA 产品时除 了关注其 

ORB的性能外 ，还应报据 自己的实际应用情况精选厂 

商可提供的 cORBA服务集的品种。对于那些用户需 

要而市场 叉尚未供应 的 c0RBA服务 ．用户可以按照 

CORBA规范 中的定义 自行设计和实现 ．但这是一项 

工作量较大且有难度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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