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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增强 CoRBA／oRB消息通信机制的研究与实现 
Research and Implementation of an Enhanced CORBA／ORB Message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陈 松 王敏毅 周明天 

(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成都610054) 

Abstract C0RBA is the current popular interoperabdity technology which mak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tributed 

object application more convenient and rapid．As we well know，Message·CIriented Middleware assures the reliability， 

high-effectiveness．security，and real—time quality in the message transmission and supports the“stop-and-forward”of 

the message．This article presents a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conforming tO the CORBA specification，which can 

embed the MOM into ORB。complete core migration from MOM tO Object一0riented middleware，and compatible of the 

traditional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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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目前传统中间件在技术上 已基本发展成熟，在国内外占 

有最大的市场份额 。但传 统中间件是一种以“过程”为基础的 

编程技术 。新一代面 向对象中间件在符合 CORBA规 范2．X 

的前提下 ，提 出了一种“构件化”的思想，它保证不同产品相互 

之间能够 实现互操作[1 ]。为满足新的面 向对象应用的需要 ， 

同时保持 向前兼容传统 中间件 的应用．本文提出了一种全新 

的思路和实现，将消息中间件作为 ORB的底层通信协议，即 

保持应用不变 ，“核心”向前推移，提供给用户一个高性能的分 

布式计算平 台。 

常规 ORB的消息处理流程 

0RB对应 用程序完全屏 蔽了网络实现 的细节，其中用 

CDR格 式来封装 消息 ，用 GIOP协议 完成消 息的发送 和接 

收。作为通用 的互 操作协议 ，GIOP并不是一个可直 接用于 

ORB之间进行通信的具体 网络协议。GIOP描述了客户和服 

务器之间进行通信所需的大部分协议细节 ，其中包括对各种 

具体传 输 协议所抽 象 出的通 用消 息传 送接 口。例如 ．基 于 

TCP／IP的 I10P[ 就是 GIOP的一种具体 实现 。图1为常规 

ORB规范所遵循的标准通信模型 。 

图1 常规 ORB客户消息发送流程 

HOP指定 了如何根据具体的网络协议进行编码和解码 

10R，对于 IIOP而言 ，定位一个对象的主要信息有端点(IP地 

址 ，端 口号)、接 口池 ID、对象键 。这样客户端得到服务对象的 

10R，就可以建立一个到服务端的连接来发送消息，并引发服 

务对象完成请求和作 出相应的应答 。 

在实际应用中 ，常需要根据具体的通信协议定制不同的 

协议构件[．】．来设计一个同步[ 】或异步[。 的 ORB核心体系结 

构 。中间件虽不是通信协议．但和传输密切相关并符合某些前 

提的中间件，如消息和安全中间件，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通 

信协议 ，来完成 ORB的底层通 信。因此可 以按照异步的方式 

设计一个可插御多通信协议的扩展 ORB。 

5 消息中间件满足 GIOP所做的几点假设 

消息中间件在消息传递方面具 备特殊的能力，能够 很好 

地加强消息的高效、可靠的传递和接收；同时消息中间件还能 

够 实现“存储一转发“机制 ，实现 与时间无关消息的发送和接 

收 。因此具有广阔的应用范 围与前景。为此 ，我们遵循 G10P 

协议的传输映射机制 ，将其作为 ORB的底层通 信设施 ，来提 

高 ORB在消息传送方面的能 力．最终实现应用程序对消息的 

有效控制和对传送 的可靠管理 。消息中间件的核心部分 由消 

息队列 实现 ，创建异步、单 向的相互连接 ，并满足 GIOP抽 

象协议对传输层所作出的几点假设 ：① 传输是面向连接的(应 

用和中间件之间创建逻辑连接)；②传输是可靠的；③传输是 

全双工的；④传输提供 了一个字节流抽象 ；⑤传输当连接发生 

混乱时，提供一些合理的提示。 

4 设计思想 

根据 GIOP提出的传输映射机制和 ORB所提供的动态 

协议槽接口，我们可以扩展 ORB所提供的基于 TCP／IP的标 

准通信方式，加入 自己定义的协议构件[5】来实现 GIOP协议。 

图2为扩展 的ORB客户消息发送流程。由于每种通 信协议的 

特性参数各不相同．系统可以选择最优的通信协议进行通信。 

利用消息 中间件 实现 ORB的传输功能 ，关键是 实现从 

GIOP到消 息中间件 的映 射(如 图3所示 )。用 OO 设计 实现 

时，可采用若干抽象基类定义服务原语的接口。具体实现协议 

则为抽象映射协议在具体网络协议上的具体实现，表现为上 

*)本文得到四川省重点科技攻关项目(SG95-17．1)和电科院预研基金项目(DJ8．1．3)的支持．陈 松 硕士 ，主要研究领域为面向对象技术。 

Web技术；王敏麓 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领域为面向对象技术．智能 Agent，网络管理等；周明天 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为计算机 

网络 ．分布对象技术 ，并行处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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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抽象类的子类 ，针对每种协议都有相应的若干子类实现 ，构 

成相对独立的模块。并且 ，此模块是可以动态绑定到系统核心 

的，核心相应有专门的协议槽。 

图2 扩展的 ORB客户消息发送流程 

·GIOP层 CORBA 规范 中定义了 GIOP协议来 保证 

ORB的互操作性 ，其中包括传输的语义和消息语法。GIOP能 

够支持象满足传输假设前提下的任何面向连接协议的映射。 

而下层具体实现协议的实现细节对 G10P层透明，GIOP只使 

用抽象协议接 口完成其功能。 

·协议槽 为能够实现对 多种网络协议的动态加载，以适 

应各种不同的网络应用环境 ，在 ORB核心中包括专门的协议 

槽 ，可 以绑 定和具体协议相关的通信设施 。针对网络通信协议 

的不同特点 ，在具体 的环境中通过选择算法选择最优的通信 

协议进行通信 。 
· Wrapper(对消息 中间件 的封装) 由于不能直接 实现 

从 GIOP层到传输层 的映射 ，也不能直接将协议模块直接 加 

入到核心协议槽 ，因此必须进行额外封装，才能够实现上述机 

耕 。对 IIOP而言 ．就是 TCPWrapper，而对我们所封装的消息 

中间件 ，就是 TMiddlewareWrapper。 

图3 GIOP和消息中间件的消息映射 

5 系统实现 

以上 阐述了如何在 ORB核心支持消息中间件的思路 ，本 

节我们将具体地从 动态协议槽 、协议标记映像和 Wrapper三 

个方面来介绍具体的系统 实现。 

5．1 可动态加载核心协议槽 

协议槽不属于 GlOP协议 ，也不属于下层消息传输层 ，它 

是位于 ORB核心中的一个构件插槽 ．完成核心对底层通信协 

议(如 IIOP协议)的登记。由核心的通信协议选择算法产生默 

认 的通信协议 ，即最优 的通信协议，在对象请求引发时，用默 

认的通信协议完成客户端与服务器的通信。 

在协议槽中登记了一些和具体协议无关 的逻辑 元素 ，这 

些元素起着从 GIOP抽象协议到具体实现协议之间桥梁的作 

用。图4就表明了这几种逻辑元素所处的位置以及它们之间的 

关系。 

倾听嚣：服务端 ORB一开始运行 ．守护线程开始启动，按 

照并ji}=服务器模式，监听客户所发起的各种请求，并进行请求 

分 派 。 

端点：标记 目标程序的唯一地址(如 IP地址、端 口号)，连 

接请求通常针对某个端点。 

连接工厂：用于客户端创建连接，至于其所创建的细节均 

被封装在连接工厂中。 

映像工厂：根据标准标记映像 ，产生协议的标记映像，即 

将服务端的对象地址信息从网络形态转变为能被客户用以创 

建连接的主机形态。 

连接：即借助下层通信设施实现通信的逻辑 实体。 

图4 协议槽的几种逻辑元素 

以上所定义的几种逻辑元素中，倾听器在服务端的 ORB 

核心协议槽中登记 ，每个倾听器对应一个端点，连接工厂和映 

像工厂在客户端的核心协议槽中登记 ，而连接只是 由以上几 

种元素所产生。 

TList(TOutgoingConnFactory -Toutgoing _衄 Factory ) 

connFactoryList一；／／协议槽所登记的连接工厂 
TL,ist(TConunListener -．TCommLi~istener -) 

listeners一；／／协议槽所登记的倾听器 
TList(TProfileFactory ．TProfileFactory ) 

profileFactories一；／／协议槽所登记的映像工厂 

5．2 互操作协议 (IOP) 

对象互操作表达了一组对象在完成某一任务时的动态协 

作关系，对象互操作的行为描述与抽象是支持面向应用对象 

互操作的基础【7】。下面是 CORBA规范所规定的标准标记映 

像格式及其它有关互操作定义 ： 

typedef unsignedlong Profildd； 

const Profildd TAG-INTERNET-IOP=0； 

const Profildd TAG-MULTIPLE．一COMPONENTS=1； 

struct TaggedProfile{ 

Profildd tag； 

Sequence(octet)profile—data； 

}； 

对象引用至少含有一个标记映像。标记映像 中可以包含 

传输协议及定位对象所需的信息。如 IIOP的 IP地址、端口 

号 、对象键 ，封装为字节流形式 的方式 。任一个单一的标记映 

像容纳足够的信息来完成从客户端到服务端对象的一个完整 

引发。每一个标记映像有一个唯 一的效字标记 ，对传输协议而 

言则指明该标记映像所支持的具体协议类型，进而可知道该 

按照何种方式对协议进行编码和解码。 

针对消息传输 的标记映像 ．标识独立的可通过消息传输 

层访问的对象 。我们定义以下的协议体 ： 

const Profildd TAG-MIDDLEWARE-IOP= OxlO00； 

struct TMiddle~areProfileBody{ 
struft hostaddress addr； 

， 

Sequence(octet)object．一hey； 
} 

addr封装了表示服务程序的地址信息。对不同的消息中 

间件来说 ，地址信息的表示都不相同。 

objkey在 OA中唯一地标识了一个对象，描述为一个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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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标记 。服务端接 收到请求 以后 ，根据此标记找到对应的对 

象 实例 。 
一 个 TMiddlewareProfileBody实例可 以编码成一 个字 

节流的封装。这 个封装也就是对 应于前面所 定义的 Tagged- 

Profile的成员变 量 profile—data，并且此 TaggedProfile的成 

员变 量 tag为 TAG—TMIDDLEwARE—IoP，客户根据此标 

记区分服务程序的地址信息。 

5．5 Wrapper(对消息中间件的封装) 

消息中间件是基于 C语言实现的 ，为实现从 G10P到具 

体传输接 口的映射，核心如虚连接的建立 、消息的发送和接收 

以及具体协议相关的地址定义等 ，我们用面 向对象语言对消 

息中间件进 行封装。这样可 以向 GIOP层 和核心提供一个公 

共的调用接 口，从而最终支持协议槽规定的语义。 

t 十 

l接收缓冲区 接收缓冲区 
t t 

I 接收队列 接收队列 
， t r t 

I发送ll接收守护线程 I发送 I 接收守护线程 
Wrapper T Wrapper f 

I l I 

图5 Wrapper的内部实现 

(1)多线程 封装 由于 ORB是多线程的 ．因此对消息的 

发送 和处理都应该提供对 多线程的支持 。在消息中间件的消 

息接 收前 ．加入 了一个接收 队列 ，能够 区分各 自不同的线程 

号 ，最后再进行消息的接收和处理 。 

(z)端点和连接的封 装 在这里主要将消息中间件的地 

址信息封 装为被 ORB中其它逻辑元素所能够识别的实体 ，向 

映像工厂 、连接工厂 、倾听器提供服务程序的地址信息。消息 

中间件需要定义一条虚连接 ，提供字节流消息的发送和接收。 

因此在连接的创建前 ，就 应该完成和连接相关的消息队列的 

初始化 ．如消息中间件核心的启动等 。 

(3)消息的封装 CORBA客户的请求必须按照 CDR数 

据流格式进行封装 ．才能在网上进行传输和在不同的操作系 

统和不同的 ORB之间进行通信。对消息的封装是在 GIOP层 

完成的 ，在消息传输层只是需要对消息包进行传递。但并不是 

说 消息是 不能够改变的 ，如果 消息需要特殊处理 ，如安全 加 

密，可以再对消息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并 由对等通信实体来对 

消息进行逆操作 。 

结柬语 常规的 ORB缺乏强大的消息处理能力和消息 

的存储转发能力．而消息中间件在这方面有足够的支持 ，我们 

提 出将消息中间件嵌入到 ORB中，以弥补后者在这方面的不 

足 。在这样的 ORB中，基于 GIOP协议 的映射方式和动态协 

议槽，可以扩展 ORB常规的通信能力，支持定制的协议构件。 

我们通过协议槽、消息中间件 的 Wrapper和互操作协议实现 

的消息传输协议构件 ，既可以支持面向对象的应用开发 ，又可 

以向前兼容传统中间件的应用，为相同平台不同ORB之间和 

不同平台ORB之间的消息传递提供一个良好的通信环境。所 

开发出的 S／W 产品 ，已经在省级范围的电力系统中得到成功 

的应用 ，效果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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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是按行处理优先来说明的，如果考虑 

到旋转、左右 消失点变化等情形 ，则优先顺序是变化的 。如图 

5，当旋转至(b)方位时 ．就应 以列优先 ，而且列内部各方格的 

次序也与原来相反。 

跟上一个算法一样，对此算法也在申行机 HP工作 站上 

进行了假定处理机 台效为4的模拟试验 ，实现的加速 S，．．约为 

3．8．效率 E，．．约为0．95。 

结论 本文初步探讨了并行算法在三维景观模型可视化 

方面的应用 。并行算法是可视化 系统的加速工具，通过它，可 

以加快可视化系统的速度，改善可视化效果。在设计并行算法 

的过程中，必须考虑 CPU 的个效、存储方式等具体情况以及 

各 CPU 之间的 负载平衡和网络通讯的时间耗费。在网络通 

讯 中采用合适的压缩和解压缩技术，不仅能够缩短通讯时间， 

还可以将解压缩过程与结果合并过程融合到一块 ，进而改善 

整个算法的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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