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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DNA模型和 COM 技术的电子商务系统研究 
Study on An E—Commerce System Based on DNA M odel and COM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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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erger of distributed object technology and other technologies is based on the developing trend of the 

objective distributed calculating．In this paper，a modeling method of constructing E—Commerce system based on Win- 

dows DNA is put forward．the system structure of Wind OWS DNA ＆character of COM iS also studied．On these foun— 

dation，we realize the design of system．The application of COM Groupware technology provides a much valuable 

model in Internte／Intranet rapidly and low—costly setting up highly efficient，safety and vigorous E—Commerce sys— 

t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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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 COM 组件、XML和多层分布式系统等新技术应用 

于 Web应用系统[2 ]，进行事务逻辑处理 ，以实现更为复杂的 

商务应用 。建立一个能够承受中等负载．适用于普遍中小型企 

事业单位 ，能完整地解决产品的采购、销售、配送 、结算等一系 

列工作的集成系统非常必要。本文就构建适合实际的通用电 

子商务平台技术和分布式对象管理中的关键技术进行研究， 

并对实现系统设计中 Windows DNA体系结构与 COM 技 术 

特征进行分析和比较 ，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系统的设计。系统功 

能关系如图1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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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系统功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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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系统体系结构 

由于传统的客户机／服务器两层结构表现出明显的局限 

性，为适应更快更复杂的事务处理任务和快速开发的需要 ，针 

对 电子商务的企业架构在地理位置上是分布的特点，我们采 

用一种新的分布式应用设计方法。Windows DNA (Windows 

Distributed Internet Applications Architecture)是多层 次的 

分布式应用程 序模型和应用结构n]。在基于 Windows DNA 

基础上的服务器群 ，其核心是一个分布式、规模可变的应用系 

统 。 

Windows DNA 以“表现层／事务逻辑层／数据服务层”三 

层 体系结构 为构架 ．并将 COM 概 念应 用于 Internet。利用 

cOM 组件对象在中间层进行事务逻辑服务 。处理各种复杂的 

商务逻辑计算和演算规则 。其中 Web服务、组件服务和信息 

服务 ，都是通过 COM 以一种统一的方式展示出来 ．使众多应 

用之间易于交互操作和共享组件 。整个应用体系结构通常划 

分为 ：表现层、事务逻辑层和数据层 ，如图2所示。 

系统服务 

图2 Windows DNA体 系结构 

2．2 系统应用的软件平台研究 

2．2．1 软 件平 台 的技 术 分 析 从 Windows DNA 架构 

来看。首先 ，表现层的关键是提供对任何时问、地点和方法的 

访 问的支持。在电子商务解决方案 中，客户机 不仅仅是 基于 

Windows的．还要考虑 UNIX、Mac和其他操作系统 。因此 ，我 

们使用标准的 Brower／Server模式和支持通用协议标准以及 

能够解释扩展标记语言的浏览器。其次 ，事务层是在装载大量 

数据 处理的层次上 。我们选择了 Windows 2000 Server等系 

列平台。基于这些平台开发的 COM／DCOM 系统能够 同时统 

一 地应用到系统的前 台、后 台，与 EPR、CRM、OA软件通 常 

使用的桌面型操作系统具有 良好关联型。这符合我们上述提 

到 的原 则 。 

Active Directory能有效地简化网络用户及资源 的管理， 

并使用户更容 易地找到企业 网为其提 供的资源 。它的 SMP 

(Symmetric Multi—Processing)扩展能力 ，提供更强的对称多 

处理器支持 ，为核心业务提供更高的稳定性 ，对网络服务和应 

用 程序提供高 可用 性和扩 展能 力 ，实 现网络 负 载平 衡。对 

COM 组件提供高可用性 、扩展能力和高性能排序 ，达到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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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平衡 ，Windows 2000 Advanced Server优化了大型数据 

集的排序功能 。 

数据层 通 常是 使用 大型 的 DBMS来 管理 。如 Oracle． 

SQL Server[ 。使用 DBMS来管理数据的优势是可以协助数 

据的处理 。提高数据 的使用效率。我们的系统是在 SQL Serv— 

er 2000上开发 实现的 。可 以移植到其他 DBMS上．只需要改 

变数据连接的接口。因此，在 Windows DNA架构上进行适当 

的组合 。形成有效的软件应用平台。 

z．2．2 关键 技 术 及 其 实现 基 于 Windows DNA 的应 

用技术开发 。一方面针对事务逻辑层 COM 组件的开发和测 

试工作 ；另一方面根据商务逻辑的需要选择和使用 COM 组 

件 ．使用组件提供的统一对外接 口而无需了解其功能实现的 

内部细节．通过脚本语言把组件集成到页面上 。从而有效降低 

开发难度．加快开发进度。由于表现层是面对客户实现在浏览 

器上的技术 ．因此我们使用通用浏览器支持的技术进行开发。 

实现表现层所应用的技术有 ：HTML、DHTML、XML、CSS级 

联样式单技术等 。 

事务逻辑层是实现系统的重点。大部分数据操作、业务逻 

辑都是在这一个层次进行。在构造的系统中。客户端的浏览器 

和 Web服务器端 的 Web应用程序需进行重新连接、处理 的 

动作 ，因此 。重新连接处理的操作 ．将影响 web应用系统的效 

率 。此外．系统中文件对象、邮件对象、定制的 ASP组建等的 

管理和相关的操作需要时间与资源。Web服务器端应用程序 

的类型和执行方式也决定了 Web应用系统的效率。Windows 

则提供了缓冲池技术(Pooling)来实现对工作效率的改善 。 

事务层是 Windows DNA架构的中间环节，组件对象模 

型COM 是整个应用的核心部分。事务逻辑层通过 COM 进行 

事务处理 ，并 由 Microsoft IIS和 MTS为各种应用组件提供 

完善的管理E3]。Windows提供的 MTS技术主要功能是能够 

开发 以组件为导 向的分布式系统。在 Windows 2000中 MTS 

升级为 COM 。COM 服务提供了连接缓冲池和数据库事务 

管理的功能。在事务层中 IIS负责应用逻辑层 Web页面的管 

理．MTS负责应 用逻辑层 COM 组件的管理 。MTS在多线程 

支持下工作 。实现对 C0M 组件的分布式连接管理、线程池自 

动管理及高性能事务处理 的监视 。应用程序使用组件可以共 

享与数据库的连接 。使数据库不再和每个活动客户保持一一 

连接 ．而是若干个客户通过共享组件和数据库连接 。降低了数 

据库 的负担。提高了系统性能。此外。客户通过组件访问数据 

库时 ，MTS的安全管理机制可以按权限将特定组件授给不同 

的用户组 ，使商务活动的安全性和系统结构有机地结合在一 

起。 

数据层部分 实质是数据库的选择 。目前在市场上流行的 

数据库都具备各 自的优势和特色 。因此 。我们设计系统前台连 

接的时候 。尽量考虑使用通用的数据库接口．提高数据服务器 

的性能和安全性。采用 Windows提供的 ADO接 口口]．原则上 

使 用 ADO 支 持 的 Access．SQL Server．DB2。Sybase等 

DBMS。系统开发中我们使用了 SQL Server 2000。 

5 基于 web的应用架构类型与技术分析 

目前在 Windows中基于 Web服务器下应用的架构类型 

主 要有 ： 

(1)CGI类型的 web应用 系统 CGI类型的应用程序属 

于 EXE。因此．Web服务器会先 要求操 作 系统执 行这一个 

EXE程序 ，然后将 HTTP要求返回的信息传递到这一个 C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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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处理。处理后程序将会结束 。下一次有相关请求的时候就 

会 再 次执行 CGI程 序 。 

(2)ISAPI／NSAPI类型的 web应 用系统 这类 web应 

用程序分别是 Microsoft IIS和 Netscape服务器 。它们直接编 

译成 DLL类型的 Web应用服务器 。可直接运行在 Web服务 

器 中．因此运行速度非常快速。由于 DLL类型的程序应用后 

会被 Web服务器加载在存储器里面。直到 Web服 务器释放 

这个 DLL为止．因此每次 HTTP请求激活事务处理的成本 

就 比 CGI类型低很多。另外．Web服务器与处理业 务逻辑的 

web应用程序共用了执行的内存空间 ．因此开发和调试 的难 

度就比较大 ．开发 造成 的失误或许会造成 Web服务器的瘫 

痪 

(3)脚本语言类型的 web应用 系统 脚本语言是 目前最 

常用的 Web应用系统开发 的方式 。如 PHP、ASP、JSP等 。基 

于这个模式开发的程序特点是入门容易 ．但移植性 比较差 ，开 

发 的效率和维护 的效率较低 。如果开发者完全使用纯脚本来 

开发 。就无法利用 Windows提供 的对象 Pooling、线 程 Pool— 

ing、数据库连接 Pooling等提高效率的技术措施 。加上脚本解 

释执行的效率比较低 。因而造成总体性能的下降 。 

(4)结合 中间件类型的web应用系统 中间件类型 web 

应用系统就是具体 实现商业逻辑的代码集中编写在中间件 

上 。把中问件预编译成为二进制代 码。提供一定的调用接 口． 

前台 web的脚本只是通过非常简单语句调用中间件的接口， 

实现业务逻辑。我们设计系统中是利用 ASP作为前 台简单的 

脚本 。调用编写在组件对象模型中的 COM 接 口来实现的。这 

些 自定义组件经过处理和 MTS紧密结合 。实现了负载平衡 、 

缓冲池等有益的技术特性 。见表1所示 。 

表1 基 于 Web的应 用架构 与 技术 比较 分 析 

＼＼应用程序 ISAP[／N 服务器脚本 

＼ CGI应 结合中间件 
技术 ＼  用程序 SAPI应 开发应用 

＼ 用程序 程序 开发应用程序 

W indows 

对象 Pooling 没有 没有 没有 CoM 服 

务提供 

线程 Pooling 没有 没有 有 有 

数据库连接 可能 有 通过组件 ， 
Pooling 可以拥有 有 

有 HTTP请 有 HTTP请求 

求 的 时 候 ． 的 时 候 ．Web 

Web服 务器 服 务器 加载脚 
每次 http 加 载脚 本 分 本分析引擎 ．加 激活次数 较少 

请求 析引擎 ，加载 载速度较高 ．结 

速度较高 ，但 合 MTS提 供 

是 解 释执 行 的各种缓冲池． 

脚本效率低。 激活效率高 

系统 逻 辑 代 
码 执 行 在 独 企 业 逻 辑 

立 的操 作 系 代 码 与 企 业 逻 辑 代 企业逻辑 代码 

统 中．激活耗 Web服 务 码 与 显 示代 存 在 于 MTS／ 

两层系 费资源多．但 器 公 用 空 码混合
．坚 固 COM+ 中，与 统结构 因 其执 行 的 间

． 效 率 性差
．危险性 Web服 务器分 独 立 性

． 对 高．但开发 
高。 离．危险性低。 Web服 务 器 难度大

．危 

可 能造 成 的 险性高
。  

危险系数低． 

调用方式 进程 进程 进程 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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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分析 ，我们不难得出结论．采用中间件建立的 Web 

应用程序是我们在 Windows平台下面最好的选择。因此．我 

们在业务层选择与采用的开发技术为：①ASP作为服务器前 

台连接 COM 的脚本。②ADO 对数据提供程序提供了一个应 

用水平的界面。③OLE DB对数据提供程序提供系统级的界 

面。④MTS以达到缓冲池、实时作用、过程分离 ．提高组件应 

用效率 以及事务处理特性 。@COM 封装商业逻辑 ，增强处理 

效率、安全性和垂直应用能 力有助于接 口统一 ，提高开发效 

率 。 

4 COM 技术特征与实现 

4．1 COM 的原理与技术特点 

COM 是 以 Micrsoft定义的组件体 系结构标准．是 一个 

基于对象的编程模型 。它解决了基于组件系统的互操作性、语 

言独立性、透明性、版本等基本问题 ．定义了一个二进制标准。 

COM 建立了一套软部件形态标准和接口标准 ．标准规定了组 

件如何为它的接 口构建虚拟表以及用户，如何通过该虚拟表 

间接调用接 口函数。传统的方法所开发 的应用软件往往是一 

种独立的整体性系统 ，开发周期长、扩展功能差 ，应用系统严 

重依赖于操作系统和特定的网络服务，因而开放性很差。 

COM 中定义了客户应用程序和服务对象的连接机制 ，连 

接建立后客户和对象可直接通讯而不需 COM 的介入。COM 

组件服 务器以进程中、本地、远程三种方式执行 ，用户不必知 

道 自己正调用哪一个服 务器。COM 的核心部件是接 口，接口 

的定 义和功能保持不变，COM 组件开发者可 以改变接 口功 

能 ，为对象增加新功能 ，用更好 的对象来代替原有对象。对建 

立在组件基础上的应用程序几乎不用修改 ，大大提高了代码 

可重 用性。软件组件与其他可复用软件模块的区别在于 ，它既 

能够在设计时使用或进 行修改，也能够在二进制执行模块时 

使用或修改。一个 以二进制形式实现的软件组件能够有效地 

嵌入其他开发的组件之中。与面向对象编程语言不同，组件技 

术独立于语言和面向应用程序 ，只规定组件的外在表现形式， 

而不关心其内部实现方法 。软件开发技术组件化 ，使设计开发 

利用可复用的组 件，组装构造新的应用软件系统 ，来实现高效 

通用、可扩展的软件结构。 

4．2 COM 组件的工作过程 

COM 是借助接 口来输出它提供的服务 ，接 口是 COM 对 

象提供服务的基本单元。因此一个 COM 对象中可以提供多 

个不 同的接 口，并且 不同的接 口提供了不同的方法和属性。 

COM 对象 的接 口都 由 Class类 来定义 。在 COM 中是使 用 

Windows API的 CoGetClassObject建立对象，只需要再输入 

机器名称的参数即可在远程指定的计算机中建立对象 ，并且 

取得指定接 口的信息。 

在 Windows应用 程序 中建 立 COM 对 象 ，主要是利 用 

COM 执行时的函数库所提供的 API来实现。在面向对 象的 

编程语言中．编译器使用 Windows API的 CoCreatelnstance 

来建 立 COM 对象 。事 实上在一 般的工 具或 中介服 务器 中 

(如 ：sQL Server等)，建 立 COM 对象 的标 准 方 式是 使 用 

Windows API的 IClassFactory。其主要流程如图3所示。 

客 户端 
Web应用程序 

1创建 COM对象的AP COM执行 

时函数库 

借 助接 口调用 
、

、  COM对象q (二7 
、

＼
、田  贮会 

未 耋注册复，譬．：。孽型l 、、、 面 DLL 实现的 和exe文档l I⋯ ⋯ ’ 

图3 调用 COM 的主要流程 

由于 C0M 必 须注 册到 系 统，让 加 载 C0M 的管 理 器 

SCM(Service Control Manager)找到它的注册信息才能确定 

调用一个 DLL文档提供 COM 接 口，因此注册组件是非常重 

要的一步。执行 C0M 的两种方式 中，其 中一种就是 DLL组 

件，称为 IN—Process—Server。这些组件加载到执行它的程序 内 

存当中．其调用方法像凋用一般的程序和函数一样非常快速。 

在执行的时候 ，应用程序通过 COM 对象公有 Iunknow接 口 

作为父按 口，调用内存里面的 COM 对象接口。由于只需注重 

实现具体事务逻辑的代码编写而不需要过于关注底层实现的 

手段，因此 ．组件对 象模 型的这个特点大大地方便了开发人 

员，我们在实现系统的组件设计中加以广泛应用 。 

结束语 基于 DNA的思想进行建模和构建电子商务平 

台，其健 壮性、友好性 非常 突出。系统 采用 多层 体 系结 构和 

COM 组件技术 ，将事务逻辑处理层与表示层分开 ，具有较好 

的可伸缩性 。客户端完全基于浏览器方式 ，界面友好 、操作与 

维护方 便。系统利用 Windows 2000和 sQL Server等多级权 

限控制 ，进 一步确保系统 的安全性。利用 MTs进 行组 件管 

理，提高了系统性能。分布对象技术与其它技术在多层体系结 

构的基础上的融合是其不断发展的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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