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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Web Services应用集成技术的研究及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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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将现存的中间件技术如CORBA与新兴的Web服务实现互操作，可实现新的、增值的服务。文中阐述了如 

何将CORBA对象发布为Web服务以及 Web客户如何能在不改变原有程序模式的情况下访问cORBA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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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operation of existing middleware technologies such as CORBA and the emerging Web services is 

necessary tO implement new，value&added services．This paper illustrates how to expose existing CORBAdmplemented 

systems as Web Services and how to enable Web client access to services built using CORBA without changing the orig 

inal programm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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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件互操作就是在建立在不同中间件上的应用之间交 

换信息和使用信息。目前主流的中间件平台有 0MG的 

c0 jA平台、SUN的J2EE平台和微软的COM／DCOM等 

平台。不同中间件技术采用了不同的手段，造成了在跨越不 

同中间件系统时出现了较大的鸿沟。尤其在当前经济全球 

化，各个企业的各种应用系统需要重建，集成的需求下．，解决 

“中间件孤岛”的问题显得格外重要。 

最新的Web Services技术_I]基于面向服务的体系结构 

SOA(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hture)，采用 Internet通信协 

议和XML编码传输消息，使用标准方法进行服务描述、服务 

发布和服务发现，提供应用级的软件重用和业务集成，提供了 
一 个“中间件的中间件”层次的抽象，成为了解决中问件互操 

作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文章从将CORBA对象封装为Web 

服务 ]，使得用户可以通过Web技术访问c0砌 对象的研 

究出发，希望可以给其他中间件系统上的应用桥适配到Web 

服务提供一个良好的借鉴 

1 CORBA与Web服务技术比较 

我们从互操作协议、互操作接口定义语言、互操作查找方 

式几个方面来对CORBA和Web服务[3棚作比较 

互操作协议。通信双方之间关于消息中数据的格式、消 

息的类型等约定构成了这里所说的互操作协议，它可以向不 

同的底层协议进行映射。web Services采用了基于XML的 

SOAPl3](fg单对象访问协议Simple Object Access ProtoCo1) 

作为其互操作协议，可以方便地扩充并且易于理解。c0砌 

的消息通信机制GIOP／IIOP，GIOP协议是通用的ORB间的 

传输协议，GIOP映射在TCP／IP上就是IIOP(Imernet Inter- 

ORB Protoco1)协议。 

互操作接口定义语言。是一组相关操作的集合，定义了 

由服务器所提供的服务的信息，例如：服务名字、服务参数、参 

数属性等。Web Services采用WSDLE钉作为其互操作接口定 

义语言。WSDL也是基于XML的，在数据类型的扩充和表 

示上有着其天然的优势，WSDL分离了服务的接口和服务的 

绑定，大大增强了对服务细节的描述能力。IDL接口定义语 

言是C0 jA的互操作接口定义语言。 

互操作查找方式。这里互操作查找方式是指服务的定 

位，涉及到服务信息的发布，服务信息的管理等问题。web 

Services采用 UDDI(Universal Discovery Description and In— 

tegration)作为其服务查找的方法。UDDI注册中心是一个公 

有的机构，UDDI是一个开放化的技术。名字服务是 CORBA 

系统常用的定位机制，CORBA服务器在启动时将 CORBA 

对象的逻辑名注册在名字服务中，C0RBA客户通过逻辑名 

获取对象引用，从而使得对象引用对客户透明。 

作为新一代的面向Internet的应用集成框架，Web服务 

代表了一种更松散的分布应用结构，能够彻底屏蔽平台差异， 

在保护现有投资的基础上以最小成本获取企业间最大程度的 

应用集成和数据交换。不管在什么中间件平台上实现的应用 

逻辑都可以发布成 Web服务，并将 Web服务注册到 UDDI 

注册中心，基于其他中间件系统的应用就可以从 UDDI注册 

中心查找获取服务描述，通过SOAP 消息来访问该服务。 

2 系统设计与实现 

我们设计一 CORBA-SO AP网关来桥接 web服务与 

CORB A技术，该网关支持将CORBA对象部署为web服务， 

*)本课题得到 863高科技项目基金资助：“基于 Web Services的应用集成关键技术研究”(No．2002AA116040)和“网络环境的新一代中间件核 

心技术与运行平台”(No．2o01AA113020) 毛春丽 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分布式计算、网络安全；贾 焰 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 

方向：数据库、分布计算；周 斌 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 分布计算、数据挖掘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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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为使用CORBA技术开发的应用系统提供 Web服务访 

问接口。当SOAP请求到达服务器的时候，CORBA-SOAP 

网关根据服务部署信息将请求适配给后端的CORBA对象。 

并将处理结果返回给 SOAP 客户端。CORBA—SO AP 网关能 

够完成这两个中间件系统在前面所阐述的互操作体系几个层 

次的相互转换，也就是互操作查找方式、互操作接口定义和互 

操作协议间的转换，它屏蔽了后台服务的具体实现及请求的 

分发和激活，提供了对象定位的透明性、编程语言的透明性、 

平台的独立性、激活机制与散转机制之间的透明性，使得 

SOAP 客户在调用web服务时不感知提供服务的后端COR— 

BA对象。 

2．1 系统结构 

我们设计的CORBA-SO AP 网关l-2]主要包含如下模块： 

服务管理模块、接口描述转换模块、目标端点映射模块及 

s P／I10P协议转换模块。 

(1)服务管理模块：主要实现服务部署信息(维护服务描 

述信息)及元信息(存储部署CORBA对象的操作参数元信 

息，确保协议转换为正确编码)的管理，具体包括部署服务、去 

服务、列表服务、查询服务等； 

(2)接口描述转换模块：主要实现CORBA的IDL语言到 

Web服务的WSDL语言的映射，以便将 CORBA对象部署为 

web服务； 

(3)目标端点映射模块：主要实现将 SO AP请求目标 

URI转化为CORBA对象 IOR及通过调用 SOAP／IIOP协议 

转换模块的功能将 SO AP 请求翻译成 CORBA调用(SO AP 

编码转换为相应的IIOP编码)； 

(4)s0AP／IIOP协议转换模块：主要实现类型的序列化 

及反序列化； 

在实现技术上，我们充分利用了动态机制实现请求的适 

配与转发，主要采用了名字服务、动态激活接口等技术提供了 
一 个灵活、高效的、可维护的与CORBA服务器的桥接插件。 

2．2 服务管理 

服务管理模块负责管理各个服务的部署描述符(Deploy— 

mentDescriptor)和元信息，部署服务时，元信息被加入到元信 

息库中，处理请求时，SO AP服务器向元信息库查询来获得构 

造参数的必要信息。这些信息在部署一个新服务时被加入到 

系统中，并在该服务被去部署时从系统中删除；在运行刻，对 

某服务的请求将依赖于这些部署信息和元信息进行参数编解 

码，并最终投递到正确的后端系统(此指 c。I A)。服务管 

理器模块还负责管理整个服务器各个部件的配置信息。系统 

初启时，系统按照配置信息设置属性、加载模块；系统运行期 

间，也可根据用户请求动态修改系统配置。系统配鬣信息由 
一 个 XMI 格式的配置文件描述，从而使得SO AP 服务器成 

为一个可配置、可插拨的灵活的体系结构。 

元信息库与部署描述符都用于在SOAP服务器端保存 

信息，它们的分工和区别是：部署描述符用于保存定义服务、 

配置服务及服务与后端实现对象之间关系的有关信息，例如 

服务 ID、服务支持的方法、服务使用的特定类型映射和错误 

侦听器、将请求目标 URI映射为具体后端对象实例所需要的 

信息等；元信息库则用于保存后端实现特定的与数据类型相 

关的信息，如操作(方法)参数及返回值相关的数据类型信息， 

它不具有任何“服务”的概念。 

2．3 接口描述转换 

IDL与WSDL分别是CORBA和 Web服务的描述语言， 

为了将CORBA对象发布为Web服务。必须实现它们之间的 

转换。IDL和WSDL虽然在基本结构和功能上存在诸多相 

似，但是它们之间仍存在重要区别：一是 IDL只描述接口，而 

WSDL还描述实现，这带来的问题是映射时必须为编译器提 

供有关Web服务实现的信息，如：调用 Web服务的消息格 

式、访问服务操作的协议以及目的地的网络地址等。二是 

IDL数据类型丰富，但 WSDL只有简单的数据类型。例如 

IDL中的复杂数据类型Array，Sequence，Struct等在 WSDL 

中都没有。因此带来的问题是需要为 IDI 复杂数据类型制定 

标准的Schema。 

CORBA-SO AP 网关中，web服务与 CORBA对象的映 

射关系在部署时刻由服务的开发部署人员提供，并记录在部 

署描述符中。运行时刻，当客户请求服务的WSDL描述时， 

服务容器取读取服务部署信息，获得实现服务的CORBA对 

象的接口描述IDL，结合服务容器的运行地址信息，生成web 

服务描述 WSDL。基于上述服务模型，根据 OMG所颁布 

CORBA tO WSDL／SO AP Interworking Specification，C0RBA 

对象接口中的主要描述项转换为Web服务WSDL文档中相 

应的描述的规则如下L5J。 

接口；与CORBA对象接口对等的概念是服务的端口类 

型，实现服务的每一个接口映射为服务的一个端口类型，它表 

征服务的一个功能刻面。 

操作；CORBA对象的接口中需发布的操作映射为服务 

相应的端口类型中的操作，每一个服务操作包含一对 SOAP  

消息，分别是调用该操作的请求消息和应答消息； 

属性：属性也是接口中可访问元素，每个属性根据其访问 

权限映射一个服务相应的端口类型中的 get(只读属性)或 

get／set操作(读写属性)； 

接口继承关系：wsDL不支持继承概念，因此，接口的继 

承关系将被平板化，基接口中的操作直接映射为该服务相应 

端口类型中的操作。 

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每一个接口元素都需要进行映射， 

只有那些对高层抽象意义的接口操作或属性才映射为服务描 

述。例如，某些接口中的方法仅用于内部对象之间的交互，不 

需暴露给Web服务的客户。 

2．4 目标端点映射 

目标端点映射是指运行时刻 CORBA SO AP网关根据 

SOAP 请求确定后端 CORBA对象的引用。为了实现目标端 

点的映射，一方面要以恰当的形式在 WSDL中描述 web服 

务的访问端点，另一方面需要实现适配器对web服务访问端 

点进行正确的理解并进行相应的转换。 

WSDI 除了描述服务的接口规范之外，还需描述服务的 

访问端点的信息。服务的访问端点信息由两部分构成：服务 

name属性与端口的location信息。生成 wSDL时，wSDL中 

服务的 name属性来自于服务 Id，服务访问端点的location则 

是指服务容器的位置信息。SO AP 客户端构造请求消息时， 

服务 id与所访问的端口标识共同定义了消息体中操作的名 

字空间，其形如“服务id#端口标识”，服务容器的位置信息则 

是作为承载SOAP消息的底层传输协议的消息传输端点，从 

而使得 SOAP消息能够传递到正确的服务容器中 因此， 

CORBA-SOAP 网关得到 SOAP 请求后，由操作的名字空间 

可以得到当前所请求的目标服务和端口类型 

由目标服务与端口标识得到目标对象引用时需要访问服 

务部署时形成的服务元信息。服务元信息中记录了实现该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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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CORBA对象接口以及如何得到相应的CORBA对象引 

用等详细的信息。有两种方式提供 CORBA对象引用信息： 
一 种是直接在服务元信息中记录某种形式的对象引用，如 

C0RBA对象的串化 10R，这时可以直接获得后端 CORBA对 

象的引用 另一种方式是将对象引用保存在一个公知的注册 

器(如CORBA的名字服务)中，服务元信息中记录该对象在 

注册器中的逻辑名，通过名字解析得到后端对象的引用。通 

常后一种方式更为灵活，能够透明地适应C0RBA对象引用 

的变化，被我们所采用。 

2．5 soAP／IIOP协议转换 

将对服务的请求适配到具体的后端对象的过程实际上是 

利用 SOAP消息中的目标对象信息和参数信息，构造对后端 

CORRA对象的请求消息的过程。因此，适配部件需要实现 

SOAP协议数据类型与后端CORBA对象系统协议数据类型 

之间的转换。 

在服务端支持CORBA服务的开发、部署、配氍过程中的 

类型映射，包括：CORBA服务配置时类型声明；C0RBA服务 

的定位、激活中的类型查询；CORBA服务的编解码(参数、返 

回值、异常)。在客户端，支持客户向CORBA服务所发送请 

求及应答的编解码。 

SOAV3_是一种以XML为基础的消息协议，其数据类型 

以XML Schema为基础，十分简单。而 CORBA对象系统通 

常提供了比较丰富的数据类型，例如COI A IDL中不仅简 

单类型分类详细(如表达整型的数据类型就包括 6种)，而且 

还定义了特有的复杂类型，如序列、值类型、对象引用等。不 

过，由于XML本身具有 良好的可扩展性，因此通过扩展 

XMI Schema和 SOAP数据类型，使得每个 IDL类型唯一地 

映射为一种XML数据类型。产生 wSDI 文档时，c()I出A 

对象接口中的 IDL类型声明映射为 WSDL文档中相应的 

XML类型Schema。使得 SOAP"客户能够以 XML数据类型 

构造SOAP请求 在实现转换时遵循了OMG的CORBA to 

WSDI ／SO AP  interworking规范 。 

2．6 工作流程 

我们通过图1r1 来描述如何将CORBA对象发布为Web 

服务以及如何为使用CORBA技术开发的应用系统提供 Web 

服务访问接口。 

(1)调用接口描述转换模块和 SOAP ／IIOP协议转换模 

块，将C0IR1 的IDL描述转换为Web服务的WSDL描述， 

以便将 C0砒jA对象部署为Web服务。 

(2)服务提供者定义 web服务的服务描述(利用wSDL 

语言)并按照UDDI协议把它发布到服务注册中心。 

(3)利用服务管理模块，将IDL描述中的服务 ID、服务支 

持的方法、服务使用的特定类型映射和错误侦听器、请求目标 

URI映射为具体后端对象实例所需要的信息等记录在服务 

的部署描述符中 

(4)WSDI 描述 WSDI 文档导人到 S0AP tO C0RBA 

Gateway，Gateway将生成一个可以与其它web客户端共享 

的新的WSDL文件。这两个文件之问的主要区别是 Gate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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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y所生成的文件将把 Gateway作为服务端点，并且将 

binding和 portType分离成一个接口 WSDL文件。 

UDDI 

Web Client gateway GORBA Objects 

图1 SO AP和 CORBA间的交互操作过程 

(5)服务请求者使用 UDDI协议执行查找操作来从服务 

注册中心检索用WSDL(Web Services Description Language) 

定义的服务描述。 

(6)然后使用服务描述按照 SOAlX zlI协议与服务提供者 

进行绑定并调用 Web服务实现或同它交互，服务请求者向 

Gateway发送 s0AP请求。 

(7)利用目标端点映射模块和 s0AP／I10P协议转换模 

块将 SOAP请求信息转换为 IIOP请求信息去定位并调用后 

端的CORBA对象，然后将所得IIOP应答信息转换为S0AP 

应答信息返回给web客户端。 

结束语 我们所设计的CORBA-SO AP 网关还可实现如 

下功能：提供统一的客户访问策略；支持 RPC发送阻塞、异步 

请求；实现脏数据检查；保留原设计风格；具有良好的灵活性、 

高效性和可维护性。 

目前，许多企业的关键业务系统是基于 CORBA等传统 

分布对象技术构建的。在 Web服务成为实现组织间应用集 

成的主流技术框架的发展趋势下，将 CORBA对象部署为 

Web服务，让Web客户端通过发送SO AP请求调用 CORBA 

服务，实现基于Web服务的应用集成可以快速地建立或延伸 

现有应用程序的规模，节省系统开发所需的时间从而加快市 

场开发速度，具有极大的商业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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