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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Web应用基础是以文档为中心，面向对象的成熟软件方法无法有效应用到Web应用的开发中。拳文提出 

了一种多层次 Web应用框架，抽象出了一个企业业务相关的用户框架层 ，使它可以同时支持文档和对象两类模 

型，有效地提高了复用度。最后从开发角度给出了一个合理的开发流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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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企业应用转移到 Web方式的应用 

平台上，用Web来统一整个企业的应用已经成为一 

个重要的趋势。然而，最初Web只是作为一种信息 

平台引入的，Web应用围绕着以文档为中心，其基 

础是抽象能力低的资源模型[1]，因此成熟的软件开 

发方法无法被应用到B／S开发过程中。这使得目前 

Web应用的开发和维护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开发 

者个人的知识和经验，当应用的规模扩大时，相应的 

风险和成本也随之增长。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基于构件的Web应 

用框架结构，对页面层次和业务逻辑层次的不同实 

体进行建模，并利用XML实现了实体之间交互。与 

传统的应用框架相比，本文的应用框架使动态网页 

的实现更加容易，实现了页面显示与逻辑的松散耦 

合，提高了复用度。 

本文第1节在分析Web平台基础上，介绍Web 

应用的一般体系结构。第2节提出一种多层次 Web 

应用框架，抽象出一个企业业务相关的用户框架层， 

用户框架层分为通用 Web视图框架和企业业务相 

关的构件模型，进而给出框架的实现方式。从开发的 

角度，给出一个合理的开发流程模型。最后给出结 

论。 

1 web应用的体系结构 

Web应用从最初的提供文档为中心的信息导 

吴光亮 硕士生．主要研究领域为sensor netw．ork，muhi—agent． 

航服务到现在支持不同规模的分布式计算，经历了 

三种不同的web应用方式。从技术实现和运行模式 

角度划分，可以分为脚本模式、面向对象模式和对象 

模式 。 

脚本模式通过脚本以超文本方式描述动态页面 

的内容和处理逻辑，当接收到客户请求时，应用服务 

器首先搜索相应的源文件，然后在服务器端解释该 

源文件中的脚本，最后将脚本解释器产生的结果汇 

编后返回给Web服务器。通过扩展接口或服务器端 

脚本语言可动态地产生响应页面。这种模式可重用 

度低，且缺乏集成历史遗留系统以及事务处理的支 

持能力。 

面向对象模式介于脚本模式和对象模式中间的 

过渡，其主要特点是使用面向对象语言编写脚本。例 

如：在JSP和Servlets中使用Java语言进行编码。 

相对纯脚本模式，该模式的可重用性较好，但没有相 

应的规范，不提供统一的接口规范，其使用范围和移 

植性受到了限制。 

对象模式支持分布对象模型，支持组件重用，可 

维护性高。与面向对象模式相比，对象模式应用服务 

器遵循相应的标准和规范，其中较突出者主要有两 

大类：J2EE和．Net。J2EE由SUN公司1999年底提 

出，J2EE为事务性Web应用的开发、部署、运行和 

管理提供一个完整的底层框架和一套标准的规范， 

在不同的J2EE应用服务器之上的应用组件可以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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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移植的风险和代价小。微软的．Net构建在 

Windows DNA技术基础上，提供一系列企业级应 

用服务，为部署、管理和建立基于 XML和 Web的 

应用构筑了基础框架。 

目前基于 Web的应用大多建立在对象模式的 

web平台之上，但是由于web应用(web视图)的 

基础是抽象能力低的资源模型，因此传统的c／s的 

开发框架没法直接迁移到 B／S模式。因此把 web 

视图与业务逻辑一块考虑的web应用框架的开发 

显得尤其紧迫。 

2 基于构件的Web应用框架 

基于构件的软件开发(component—based soft— 

ware development，CBSD)是解决企业信息系统开 

发和维护问题的最新成果，近几年业界构件标准(如 

EJB，COM+，CORBA等)的成熟进一步促进了 

CBSD的发展和应用。在 web应用开发中，设计者 

可以把应用中不同层次的对象抽象成构件，合理的 

框架不仅能促进并行开发，还可提高复用度，降低成 

本。 

2．1 Web应用框架 

J2EE服务器实现了 Servlet，JSP，EJB，JTA， 

JTS，JMS，JAXP，RMI—IIOP，JNDI，JCA，Java Mail 

和JAF等一套标准的规范，并提供一个完整的底层 

框架，是 Web应用的理想平台。 

企业决策者并不想在J2EE平台上直接构建企 

业应用，而是希望在J2EE基础框架之上，建立一个 

新的面向企业应用的框架结构，这个层次称为用户 

框架层，企业的具体业务应用都可以建立在用户框 

架层上，最终达到利用一种多层次框架结构统一所 

有业务应用的目的，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复用程度。 

如图1所示的多层次框架中，有三个不同粒度的层 

次，分别是基础框架层，用户框架层，业务逻辑层，自 

底向上其业务相关性越强。 

厂 J2EE Application Ser~t 、 

：业务逻辑层(视图、业务逻辑、实体对肇，fjIi=) ： 
，，r用户框契层 、 

憋 ： 基 盘梅件姻 
· 雷 臻盆商盼框架I ：鬟镒霸； p蝻 
·视豳对象丰《f件 ：蓊嚣 务逻辑构件 
础挺架层 

J一 

图1 多层框架结构multi—tier framework 

1)基础框架层：包含了J2EE应用服务器的基 

础服务，比如持久性，安全性，事务，负载均衡，监控， 

日志，应用集成，认证／权限／角色管理，Web容器， 

EJB容器等等。通过这些服务提供一个可以解决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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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无关问题的基础框架。2)用户框架层：它是建立在 

基础框架层上，面向某种企业应用的框架结构，是对 

这种企业应用的共性的抽象。这里又包含了两类，即 

通用web视图框架和企业应用相关的构件模型。3) 

业务逻辑层：业务逻辑层在通用web视图框架基础 

上完成 JSP、Severlet、HTML的实现；在企业应用 

相关的构件模型基础上实现商业逻辑，这样用户框 

架层的构件模型就得到复用，可以大大缩短开发周 

期。 

图2 通用Web视图框架 

2．1．1 通用 web视图框架 在基于 J2EE的 

Web应用中，经常看到 Java代码与 html强耦合在 
一 起，这样就要求页面设计员具有界面设计和程序 

两项职能，同时程序审美性差、维护困难。因此大部 

分 web应用框架都要求视图显示与功能模块的分 

离，迄今已经有多种面向界面类的开发框架。A— 

pache的struts项目实现在web应用中的MVC模 

型：1)Model模型对象：是应用程序的主体部分。2) 

视图(View)对象：是应用程序中负责生成用户界面 

的部分。3)控制器(Controller)对象：是根据用户的 

输入，控制用户界面数据显示及更新Model对象状 

态的部分。Struts不仅实现了在结构上功能模块和 

显示模块的分离，同时它还提高了应用系统的可维 

护性、可扩展性、可移植性和组件的可复用性；它的 

优点是结构清晰，缺点是结构复杂，抽象这三种模型 

对象很费时，特别是具有大量动态页面显示时。We— 

bview项目[4 致力于寻找一条 Web技术与对象技 

术相结合的途径，基于 WebView的Web应用框架 

实现了对象视图与源对象之间的分离，具有将不同 

类型的对象视图映射为相应的HTML实现的能 

力。 

图2是本文要提出的通用Web视图框架，Tag 

lib是自定义标签库，它包含了大量的可重复利用的 

标签，标签是由JSP引擎解析执行的，最终开发者 

需要做的是类似引用普通标签那样在JSP页面里 

嵌入到适当的位置，给标签赋予它要求的参量 

Process engine是框架运行的核心，它的输入 

请求具有XML格式文档，请求可以定义为例1样式 

的XML格式，其中trans标签表示一次交易，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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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由request和response两部分组成。 

例1：xrnl request的定义： 

(trans id= ”query 

<request> 

<attribute1>value1<／ attribute1> ⋯⋯ ⋯⋯ <at— 

tributen>vaIue<／attributen) 

<／request> 
<／trans> 

根据请求的交易id，然后 process engine查找 

conf．xml配置文件，找到对交易的动做类(action 

class)，然后执行调用这个类的对应的方法。本文假 

设所有的逻辑组件都提供一致的调用接口：xmldata 

action：：execute(xrnldata)，函数执行完毕会返回 

xml格式(xrnldata)的执行结果，执行结果可以是查 

询得到的一组相关信息，或者是简单的标识执行成 

功与否。 

例2给出conf．xml的配置结构，trans节点标点 

表示一次交易，requst节点定义了本次请求要调用 

的对象、方法、参量。response节点定义了业务逻辑 

执行完毕后，最终的JSP动态显示页面。例3给出了 

业务逻辑执行结果的一般结构，具体的属性需视具 

体应用而定。 

例2：Config．xml的定义： 

<configuration> 

(trans id一“query “、 

<request> 

<bject name一 one actionclass}{』 
<method name一“execute“ 

‘param name一 xmldata value— xmlrequs— 

t／> 
<／request> 
<response> 

destination—page name一 show—result．jsp“ 
dir一 ” 

<／response> 
<／trans> 

<／configuration> 

例3：xml response的定义： 

(trans id= query ” 

<response> 

<attributel>value1<／ attribute1>⋯⋯ ⋯⋯ <at— 

tributen>vaIuen<／attributen 
<／response> 

<／trans> 

在conf．xml配置文件中的response节点下有 

个destination—page，它定义了本次业务完成后要重 

定向页面，它要显示的数据为交易执行的结果，视图 

样式由XSL样式文件定义。例4利用自定义标签和 

XSL样式文件把XML结果数据显示成动态显示。 

例4：数据的动态显示(show—result．jsp) 

<html><body> 

<xsl：transform xsl一 ／source／xsl／customer／showhasicin— 
fo．xsl”>Request．GetXMLData() 

<／xsl：transform> 
<／body><／html> 

通用Web视图框架对 Web应用的框架进行了 

规范，例如视图与逻辑、视图与数据真正做了到分离 

的原则、基于XML数据的交互机制、基于自定义标 

签的页面逻辑封装等，这些特点使得基于这种框架 

二次开发的应用具有良好的扩展性。 

2．1．2 企业应用相关的构件模型 企业相关 

的构件模型包含了以下三个方面：1)面向第三方系 

统和遗留系统的适配器(adaptor)，通过适配器实现 

在新系统中对遗留系统的访问；2)面向企业应用的 

基础构件，比如加解密算法、数据交换格式、工作流 

引擎、报表／打印、特定行业／特定领域的模块等等； 

3)面向企业应用的细粒度构件，即可重复利用的原 

子业务逻辑，在业务逻辑层开发者可以组合这些原 

子业务逻辑形成复杂的业务逻辑。显然这三个方面 

构件都是针对某个具体企业需求的框架结构，这些 

构件必须在业务层开始编码前完成设计和实现，然 

后就可以在之后的开发周期中重复使用这些构件。 

2．2 开发者角色 

在基于Web应用框架的软件项目中，开发者有 

下面几个角色。项目经理：负责规划项目进度，控制 

成本；框架设计师：需求分析，软件架构，技术风险控 

制；美工：设计静态页面；JSP程序员：动态页面，JA— 

VA Bean以及自定义标签编写；EJB程序员：商业 

逻辑应用。 

在已有成熟的应用框架的平台上开发时，过程 

模型跟直接在应用服务器上开发没有两样；如果不 

存在用户框架层，开发团队需要根据企业的特点来 

建立用户应用框架，然后再在用户框架上进行二次 

开发。用户框架层的开发不可能一次完成，在业务逻 

辑层的开发过程中，新的问题和需求也会导致用户 

应用框架的修改，多次修改后，最终形成一个稳定的 

开发框架。 

从开发框架的不稳定可以看出，采用这种面向 

用户框架构建企业应用时，它的开发流程是有别于 

通用Web应用的。下面只描述流程各阶段不同于通 

用方法的地方： 

1)在需求分析阶段，框架要求能够确定企业应 

用相关的构件模型，哪些第三方系统或者遗留系统 

需要适配器?系统需要哪些特定构件?哪些细粒度的 

业务逻辑可以抽象出来?这个阶段不需要实现每个 

构件，但必须清楚哪些构件要抽象出来。框架设计师 

和项目经理需要做好这些工作。 

2)在设计阶段，页面设计员需要设计XSL格式 

的界面原型；框架设计师完成企业应用相关的构件 

模型设计与实现；EJB程序员对商业逻辑对象进行 

详细设计时，要考虑构件模型的存在；JSP程序员在 

通用Web视图框架基础上设计界面对象。在这个阶 

段，必须完成用户框架层实现，否则在代码实现阶段 

会妨碍业务逻辑的调试。 

3)在实现阶段，如果开发人员发现用户框架层 

的不足之处，可以逐步丰富和完善，但必须控制修改 

(下转第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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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结构为7—10—1，而预测成交量的网络结构为9— 

18—3。其收市指数及成交量序列的预测结果见图1、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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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股市收市指数实测与预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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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股市成交量实测及预测结果 

由上图1、2可见，本文提出的进化神经网络模型 

进行股市预测不但拟合效果良好，而且预测结果也 

很理想，是进行股市预测的一种较理想的方法。 

结语 股票市场是一个受众多因素影响的非线 

性动态系统，对其演化规律进行预测对于证卷投资 

及市场管理均具有重大的理论及现实意义。本文通 

过对股市动态演化的数学描述，提出了一种进行股 

市预测的进化神经网络方法，并用沪市1996年的一 

段时间序列进行了方法验证，结果证明所提方法不 

但拟合效果好，而且预测结果也很理想，是进行股市 

预测的一种较理想的方法。 

当然，任何模型、任何方法都只是从某些方面来 

反映或描述事物的特征，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局 

限性。而且，由于我国股市建立时间比较短，市场法 

则法规尚不完善，会计制度、审计制度及上市公司信 

息批露等方面与国际惯例相差甚远。股市的不成熟 

常常使得国家政策、人为因素、有关消息及其他因素 

极易导致股市的不规则突变，这大大增加了技术预 

测的难度。因而，技术预测必须与基本面、政策面、消 

息面、资金面等相结合才能更有效地规避操作风险。 

同时，我们相信，传统的基本分析和技术分析与非线 

性科学、现代高新技术相结合将是证券投资分析方 

法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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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模。因为应用框架分割了模块之间的耦合性，各 

个开发者只需要专注于各自的领域就可以了，有效 

地提高了开发效率。软件的规模越大，框架带来的优 

越性也越明显。 

如前面所述，在设计阶段就完成的一个应用框 

架不会是完善的，但是早期合理的抽象才会使应用 

框架具有普适性，才能避免在实现阶段或者QA阶 

段时底层框架的频繁大规模修改。因此评价Web应 

用框架是否成功，大约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是复 

用度，另一方是应用框架的历次修改对开发造成的 

影响。 

结论 本文提出了针对J2EE平台的多层应用 

框架，抽象出了一个企业业务相关的用户框架层，把 

用户框架层分为通用Web视图框架和企业业务相 

关的构件模型，进而给出了框架的实现方式。从开发 

角度说明了本应用框架模型给应用开发流程带来的 

变化，框架本身不但可以提供良好的复用性，而且使 

开发流程更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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