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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raises enterprises’requirements on Information Exchange．To construct a 

powerful intranet with proper architecture is the key for enterprise to realize Information Exchange．This article de— 

scribes a distributed services architecture based on DCOM／CORBA．This architecture makes development of applica— 

tions and Web publication easier and more flex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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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网络和信 息技术的发展 ，用户对网络服务的需求也 

越来越大 。这就需要我们提供功能更加强大．服务更加完善的 

服务体系。应用传统的三层 C／S体系存在着比较难扩展．对 

开发者依赖性强的缺陷。随着 CORBA／DCOM／EJB等一系 

列分布式技术的出现 ，为企业架构一个灵活的、易扩展的、易 

维护更新的服务体 系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本文提出了一个 

更适应上层应用系统(如信息管理系统 、Web信息发布)开发 

的分布式服务群模型，并实现了它的一个实例。 

2．分布式服务群的概念及其相关技术 

2．1 coM／DcoM 和 CORBA技术 

COM／DCOM 的原理是它定义了对象和另外的对象之间 

的通信规范。规定了作为 Client端的对象和作为 Server端的 

对象之 间的调用接口和传递参数 。这样无论在哪一端 ，本地系 

统 都认识 这些对 象和方 法。在 Windowns的平台 下，COM／ 

DCOM 对象信息 被保存在注册表 中．网络间的数据传输用 

RPC来实现 。当然对于上层的程序 员无须关心其中的细节。 

这就大大地方便了分布式系统的开发。 

CORBA 是 由 oMG 组织 提 出的规范 ，CORBA 区别于 

DCOM 的地方是：CORBA需要一个环境支持它．即 ORB．但 

CORBA的优点是只要有环境支持 它，它就可以畅通 在网络 

上而不管是在 Windows平台 ，还是 UNIX／LINUX等其他平 

台。在 CORBA的分布式应 用中，任何一个 CORBA的对象既 

可以是 Client，也可以是 Server。这完全取决于谁是调用者 ， 

谁是被调用者 。这种机制大大方便 了分布式应用之间的通信 。 

总之有了这两样技术 ，我们已经完全有了基础平台。 

2．2 分布式服务群 

传统 的信息管 理 系统基 于 C／S或三层 的体 系结构 ，而 

Web信息发布系统通常基于 B／S或再添加一层应用服务。这 

种体系结构使一个企业系统处于较为混乱的局面 ，而且在开 

发过程 中可能会有 很多重复 的工作。如信息管理系统 一个 

Module涉及到一个数据 处理 ，很可能在 Web开发中需要同 

样的处理 。虽然有时开发人员会把两者较好地结合起来 ，但是 

从总体上来说 ：企业的信息的规范化还是不够。所以我们提出 

分布式服务群的概念 ：分布式服务群是 由一系列基础的、功能 

上具有重复性 的服务单元组成 的分布式服务体 系。因此企业 

的信息化可如下 ：(1)为企业定义基元服务 BSU(Basic Server 

Unit)；(2)组装 BSU形成一条 Server的软 总线 ；(3)在 (2)的 

基础上开发相应的应用系统。 

从 以上步骤可以看 出，我们着重架构一个分布式的服务 

群 ，而且是一种相对于企业的信息化建设是基础的、公共的、 

较通用的服务体系。这样相对于传统的服务体系 ，我们可 以轻 

松地为系统添加或修改一些服务 ，只要我们保持一些接 口的 

规范性和完备 的服务文档 ，我们完全不需要改变原有应用系 

统 ，或在原有系统上进行再次开发是 比较容易的工作。对于企 

业每隔三五年重新开发一套系统是一项不简单的任务 。而按 

照分布式服务 的体系结构 ，我们完全可 以灵活地选择在哪方 

面作 出改变。我们未来的企业的信息化将是这样一种情况 ，对 

外 ：有一套应用界面 APPV(Application Views)．它们只涉及 

到部分逻辑控制和少数的数据流控制 ．大量的是对 BSU 的调 

用 ．或对 BSU 的组合调用。在内部 ：企业的网络 中拥有一系列 

完备的服务单元和提供给 APPV开发者的技术文档。 

5．分布式环境下一个服务群的模型 

随着互联网 日益普及 ，人们对分布式的应用系统也越来 

越注重。分布式技术的迅速发展为我们开发这样的系统提供 

了有利的环境 。基于 Windows平 台的 CoM／DCoM 技术 ，和 

OMG组织提 出的 CORBA规范使得“网络就 是计算机”成为 

可能 。 

基于对传统 的信息管理方式的分析 ，结合分布式服务群 

的概念，我们提出图1所示模型来实现一个企业的信息管理和 

信息发布。该模 型把企业 的高层应用完全构建在一个基础 的 

服务群的体系之上 ，通过对企业公共服务的概括和提取再加 

以实现 ，最后组装成基础服务群的软总线。以这种方式构建信 

息化平台，我们很容易增 加、更新或删除一些服务单元 ，只要 

保持提供给上层应用的接 口不变 ，上层应用根本无须改变。这 

比较有利于企业的信息化维护和更新 。 

(1)设计企业的拓扑结构 ：一个企业往往有许多子部门， 

子部门提供给上层部门的服务是多样 的，因此科学的拓扑结 

构是一个企业信息化的前提 。 

C2)定义基元服务 ：一个具有一定的公共性 、通用性会在 

不同的客户端调用的功能模块。 

(3)BSU 软总线 ：由一 系列基元服 务组成 。可 由 COM／ 

DCOM／CORBA等分布式技术 实现 一个分布式 的网络服 务 

环境。 

(4)构建技术文档效据库 ．保存所有的服务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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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分布式服务群体系框图 

4．分布式服务群的应用实例 

务群 

设计分布式的服务群体系结构 ．根据企业的相关信息将 

现实世界的要求转化成具有一定通用性的基础服务单元，利 

用组件 (COM／DCOM 和 CORBA)技术搭建起一个分布式的 

服 务环境 ，将一系列的基础服务单元挂接到 BSU 总线上，形 

成企业的服务群 。在这个分布式的服务群体 系上 ．其它软件开 

发商只需开发相应的客户端 。他们所要做的工作只是一些逻 

辑控制和对其它服务的调用 ，或对多种服务的组合调用 。现为 

浙江省粮食局的信息化设计总体分布式架构如图2。 

图2 粮食局的分布式服务群网络结构 图 

4．1 实现基础服务单元群 

粮食局通过 Web对外信息发布 ，在粮食局内部则用一般 

的企业信息管理 软件提供给内部员工信息服务。两者面向的 

用户有许多功能服务具有重复性，尽管它们的表现方式可能 

不一样 。因此．我们定义一些有公共性、基础的服务单元来构 

成这个企业的基础服务群 。比如通用数据操作接 口、统计分析 

服务 、复杂数据计算等等。我们以一个动态的数据图表的生成 

为例 ： 
一 个 BSU(Chart Server)的实现 

(1)ChartServerObject的 IDL如 下 ： 

module Project-Drawlmage 
( 
interface Iprice-chart； 

interface Iprice-chart 

( 
void OnStartPage(in Object AScriptingContext)； 
void OnEndPage()； 

void draw—image(in wstring tmpsql，in wstring bmpname，in 
wstring titlename， 

in wstring unitname， in wstring display-methord，in wstring 

content-mode， 

in wstring minvalue，in wstring ma xvalue)； 

}； 
interface price——chartFactory 

( 
Iprice-chart CreateInstance(in string InstanceName)； 

}； 
}； 

(2)Iprice—chart接 口 draw—image方 法 的实现 ： 

begin 

／／一段根据外部参数统计分析数据库信息 ．从而在服务器端动态生成 
相应统计图 

if(11根据外部参数 ．进行条件判断)then 
begin 
⋯ ／／查询相应的数据库．进行统计分析 ．生成图表． 
end； 
end； 

4．2 信息管理应用和 Web服务器利用 BSU 

在有了企业的基础服务群 之后 ，信息管理软件的开 发者 

或通过 Web实现信息发布的工程人员通过利用这些服 务单 

元 ，将大大减轻他们 的工作量 。同样在一些关键的应用视 图 

中，用户将获得完全相同的效果和结果(虽然显示信息的应用 

可能由不同的开发商完成 )。 

(1)在 Web服 务器 端调 用服 务如 下 ： 

( 

‘获得 ChartServer的引用 
Set DelphiASPObj= Server．CreateObject ( Project-Drawlm- 

age．price-chart ) 

‘调用接口 draw—ima ge(⋯) 
DelphiASPObj．draw-ima ge··· 

Set De!phiAsPObj=nothing ‘访同
在擞务器端动态生成的．图片 imgsr 

response．write (center)(IMG name=imgl SrC一 ~imgsr&")(／cen． 
ter) 

⋯  ) 

通过浏览器访问的用户界面如下 ： 

图3 客户的访问视图 

(2)在 应 用前 端如 下调 用 服 务 ： 

1)在相应前端平台安装组件如在 Delphi中 Import Pro． 

ct—Drawlmage—TLB或在程序中通过请求获得服务的接 

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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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客户端程序中可如下调用 ： 

pServerlnter|ace．Draw—Image(⋯ )。 

3)一般的信息管理应用软件的效果类似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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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属性 。一个对象可以从多个实体中导 出信息。同样 。多个 

对象可以从一个实体中导出信息。可以看出。通过将超媒体模 

型和数据模型分开 。对同一个数据模型可以定义多个超媒体 

视 图；在超媒体模型中 。对于 同样的内容 。又可以定义多种表 

示韵视图 ；这种层次模型有利于 Web应用的重用。同样对于 

Web应用的维护也非常重要。 

四、开放的 OOWML实施 

可扩展标记语言(XML)[3 支持用户 自己定义特定的语 

义。XML解析 器广泛适 用 于大部分 平台 (如 Unix和 Win- 

dowSNTXML)。oowML编译器用 Java语言实施 。并基于已 

有的 XML解析器 。支持平台的可移植性．同时支持开发者描 

述和互操作 web应用开发模型。 

oowML编译器输入 以 oowral为扩展名的文本文件 。根 

据 OOWML模型 自动生成相应的基于文件的 Web表示 (如： 

HTML)。它从根对象开始 。从复杂对象到原子对象 自顶向下 

扫描文档 。生成相应的结果树以分析对象之间的关系。解析之 

后 。“content”属性生成相应 的表 示输 出。最后 。编译器根据对 

象的标识和它的 DST属性创建相应的目标资源 。 

结论 由于特 定的基于文件的 Web服务结构以及缺乏 

系统化的方法 、模型和工具 的支持．使得复杂 Web应用的开 

发、维护和管理十分困难。较早的网站开发工具(如微软的 

FrontPage等)仅支持网页的编辑 ；近来研 究领域出现的开发 

工具和方法 。例如 ooHDM、RMM 等[2’‘ ]。结合了传统的软 

件开发方法 (面 向对象或 结构化方法 )。较好地支 持了复杂 

Web应用的开发 ，但模型非常复杂。又较少考虑 Web应 用的 

管理和维护。 

与 OOHDM 相 比。OOWML更为简单。同时采用了基于 

XML 的 描 述 和 实 施 。具 有 XML所 拥 有 的 优 点 。利 于 

OOWML 开 发 模 型 的 互 操 作。与 WebComposition相 比． 

OOWML采 用两层体系结构模型。支持 同一数据模型的多超 

媒体视图以及同一内容的多视图显示 ，较好地改善了 Web应 

用的可管理性、可维护性和可扩充性。 

我们开发 OOWML及其编译器 。正应用于复旦大学计算 

机 系数据库组承担的国家重点项 目“数字图书馆关键技术研 

究”中的相关网站建模 、数据发布和站点维护。为了更全面地 

支持 Web应用开发 ，进一步 的工作有：基于 XML技术。集成 

特定于 Web应用领域的设计模式 。以支持多层次的软件 

重用；开发基于 Web的可重用构件库 ；利用 Rational Rose的 

可扩充接 口 REI。构造与 Rational Rose集成 的 Web应用开 

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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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创建其它服务单元组建分布式服务群 

类似 Chart—Server的创建 。我们可以生成很多可以被不 

同的客户调用的服 务单元 。再将这些服务单元分布到拥有类 

似 ORB这样的网络环境中去 ．对每一种服务生成完备的接口 

和功能文档 。在该系统 中完全可以由其他软件开发人员开发 

服务程序 。然后组装到分布式 的网络环境中 。再由另外一方来 

开发客户端的应用。 

结束语 在分布式服 务群基础上的信息化。比传统的信 

息管理将具有更方便 的维护和更好的扩展性 。同时也减轻 了 

上层应用开发的复 杂性和层次混乱的情况 。但该模型还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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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的安全性及负载的均衡性方面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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