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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Agent和DAML—S的Web服务 

选择框架WSSFAD的设计 

韩 冰 释 兵 陆菊康 

(上海大学计算机工程与科学学院 上海200072) 

摘 要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Agent和DAML—S的Web服务动态优化选择框架，并给出了该框架的结构图。该框 

架在Web服务选择查询方面克服了传统基于关键字比较方法的缺点，引入了Web服务的语义表示形式，从而使得 

Agent可以参与进来并提高了服务选择的自动性和简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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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the Web service selection framework based on Agent and DAML—S．WSSFAD．which can dynamically se— 

lect Web service and optimize the result list is proposed by referencing to agent and Web service technologies．The framework pro— 

posed overcomes the shortcoming of current selection method which compares the request and advertises only by key words．and 

bring in Web service semantic expression using ontology．Because the ma tchma king between the request and advertises is based on 

semantic comparison．the agent can be introduced into the framework and the selection can be more automatic and facilit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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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网络技术中的技术之一就是Web服务技 

术，利用Web服务技术将网络中分散的信息和资源 

进行整合集成，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和使用的透明 

性。然而面对 Internet海量的资源信息和服务提供 

者，如何找到适合于自己要求的服务就成为首先需 

要解决的问题，这就是 Web服务的选择问题。笔者 

参与设计了一个基于Agent和DAML—S的Web服 

务选择框架，为Web服务的选择提供了一种良好的 

解决方案。 

2 系统介绍 

系统结构如图1所示。该框架主要由三大部分组 

成：Web服务请求应用程序部分、Web服务发布应 

用程序部分和UDDI扩展部分。 

Web服务请求应用程序部分的核心是用户A— 

gent[I]，它从用户接口程序那里接收指令和服务接 

口信息，根据指令选择合适的领域本体组成一条请 

求信息发送给UDDI扩展接口层。当收到UDDI扩 

展接口层返回的服务列表之后，查询服务提供者是 

不是自己信任的提供者，经过过滤之后提交给用户 

浏览，最后再由用户提供服务排序依据给用户A— 

gent，用户Agent参考服务调用历史信息对选出的 

服务进行排序，选出最好的服务返回给用户并修改 

本地调用历史数据库。 

Web服务发布应用程序部分主要是构造Web 

服务和其语义描述文件，然后将其发布到UDDI扩 

展服务器端。本体构造器负责构造服务语义描述文 

件用到的本体信息，DAML—S ServiceProfile文件构 

造部件负责建立服务的语义描述文件，文件上传部 

件则将上述两种文件上传到 UDDI扩展服务器端。 

除了发布Web服务之外，服务发布者还可以浏览和 

删除UDDI扩展服务器端发布服务数据库中的服 

务。 

UDDI扩展部分负责接受Web服务请求用户 

Agent的请求并解析，然后根据请求查找UDDI的 

tModel，并得到满足条件的服务列表，之后再对列 

表中的服务进行基于DAML—S的语义匹配，将筛选 

之后的结果返回给请求者，最后再修改服务调用历 

史记录。另外，UDDI扩展服务器端还接受服务发布 

者提供的服务信息，并将它们写入数据库。监视 A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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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t的作用是负责监视有无投机的服务提供者，根 

据提供的投机规则(如：服务调用的间隔时间)，检查 

服务调用日志，如果发现有服务提供者有投机现象， 

UDDI服务器 

L—————————————— 

扩晨UDDI 

5 系统设计 

则告知服务的请求者并修改评价库。扩展UDDI接 

口层做成了一种Web服务 的形式对外提供服务， 

方便与服务请求者和发布者的应用程序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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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WSSFAD框架结构图 

5．1 Web服务请求应用程序 

1)用户接口程序 这是和用户交互的一个界 

面，它一方面负责接收用户给出的各种约束条件，比 

如：输入参数、输出参数、服务类型、服务响应时间 

等，另一方面显示返回的Web服务列表供用户查 

看。它接受了用户输入的各种参数之后将它们传递 

给用户Agent部件，并启动用户Agent开始工作。 

2)领域本体配置文件 这个文件为该框架应用 

于不同领域提供了保证，只要修改或添加新的领域 

信息就可以将该框架应用于新的领域。该文件中主 

要记录了领域中的一些本体类等概念信息，在服务 

的DAML-S语义文件中将会引用这些本体类，从而 

保证了服务与领域本体配置文件的一致。下面给出 

这个文件的一个实例； 

<?xml verslon~”1．0”encoding=”ISO一88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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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YPE uridef(View Source for full doctype⋯)> 

(daml：Class rdf：ID一”Information—Service > 

(rdfs：subC1assOf rdf：resource=”http：／／www．dam1．org／ 
services／daml—s／O．7／Profile．daml#Profile”／) 

<rdfs：comment>Class that represent all the Information 

Services 

<／rdfs：comment> 
(／daml：Class) 
(daml：Class rdf：ID一 Translator~> 

<rdfs：subClassOf rdf：resource # Information_ 

Service ／> 
(rdfs：comment>A Generic Translator Service．(／rdfs： 
comment> 

<／daml：Class> 

可以看到领域本体是通过(daml：Class>标签定 

义的，每一个类都有自己的ID，并且继承于某个父 

类，上面的例子中Information Service类的父类是 

http：／／www．dam1．org／services／daml—s／0．7／Pro— 

file．daml文件中定义的Profile类，这个类是Daml— 

S官方在其草案啪中定义的基本类。而 Translator 

类的父类是 Information Service。另外每个本体类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还有说明信息解释这个类的作用。 

3)用户Agent 用户Agent主要由以下几个部 

件组成：本体文件解析器、查询请求构造器、结果处 

理部件、服务执行部件、日志记录部件。图2是用户 

Agent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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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用户Agent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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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文件解析器负责读取领域本体文件，检测 

本体文件的合法性，然后将其转换成一棵树状结构 

方便查询请求构造器查询引用本体信息；查询请求 

构造器接受用户接口提交的各种参数，引用本体信 

息构造DAML—S ServiceProfile格式的查询请求文 

件；结果处理部件将UDDI扩展服务器端返回的服 

务列表进行筛选排序，首先根据服务提供者是否是 

信任的提供者进行过滤，然后按照用户给出的排序 

标准进行排序，再将结果返回给用户接口部件显示； 

服务执行部件负责顺序执行选出的服务，日志记录 

部件则根据服务执行情况修改服务调用历史数据 

库。 

4)信任的第三方提供者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中 

记录了服务调用者信任的第三方服务提供者，在进 

行服务选择的时候，可以直接选择信任的第三方推 

荐的服务。如果不采用推荐的服务，就按照通常的情 

况进行选择，在扩展 UDDI返回选择的服务后，查 

询返回服务的提供者，如果是信任的，则可以参与下 
一 步的优化选择；如果不是信任的提供者，则修改信 

任的第三方服务提供者数据库，增加一条新记录并 

置信任状态不信任，待服务调用完毕之后再修改这 

条记录。 

s)服务调用历史数据库 服务调用历史数据库 

中记录着以往调用过的服务的执行情况，它主要的 

作用是为下一次做出选择提供参考，也可以作为结 

果服务列表排序的标准。 

5．2 服务发布应用程序 

1)本体文件构造器 本体文件构造器生成的是 

DAML文件，里面定义了本体类，类的属性，对象属 

性，属性取值范围，子类与父类的关系等。这些内容 

将被后面的提到匹配器使用并对其进行分析推理。 

2)DAML—S ServicePr0fi1e文件构造器 使用 

该构造器构造服务对应的语义描述文件，该文件将 

会引用之前构造出的本体类信息并被上传到 UDDI 

扩展服务器端的数据库中保存，扩展服务器端的匹 

配器在进行匹配查询的时候将会用到它。它的格式 

是参照 DAML—S草案中给出的Profile．Daml文件 

定义的，并可以被Profile文件解析器解析。 

3)文件上传部件 负责将上述生成的本体文件 

和 DAML—S ServiceProfile语义描述文件上传到 

UDDI扩展服务器端，上传采用Web服务调用的方 

式，只需要将上述两种文件包装成SOAP请求，然 

后提交即可，实现起来简单方便。 

4)服务浏览部件 浏览UDDI扩展服务器端 

所有发布的服务，可以给出查询条件，比如服务名， 

发布者，发布日期，语义文件等进行组合查询。该功 

能也是通过 web服务调用的方式完成的。 

s)服务删除部件 删除自己发布过的服务，向 

UDDI扩展服务器端提交一个删除命令，删除服务 

器端数据库中的相关记录和其语义描述文件。删除 

时需要用户身分认证，给出自己的用户ID或Email 

进行验证。 

5．5 UDDI扩展 

1)UDDI扩展接口 这里的 UDDI扩展接 口是 
一 组Web服务。对外，它们和服务的请求者及服务 

的发布者打交道，Web服务查询请求、Web服务发 

布请求、结果的返回等都是通过这个接口完成的。对 

内，则控制各个部件的工作，包括访问各种数据库， 

传递参数和命令给查询重写器及匹配器并获得它们 

的返回数据等。 

2)语义描述库，服务 WSDL描述库，Agent对 

服务评价库 语义描述库就是存放服务发布者提交 

上来的Web服务DAML—S ServiceProfile语义描述 

文件的表。服务 WSDL描述库，用来记录服务的 

WSDL描述文件的位置，服务的WSDL文件[‘]在匹 

配查询的时候会用到，另外服务的请求者调用服务 

时也需要这个文件，所以在返回给请求者的服务列 

表中将会包含这个信息。Agent对服务评价库记录 

了以往的Web服务请求者对服务的调用情况，这个 

数据为其他的用户Agent选择服务时提供参考。服 

务请求者通过 UDDI扩展接口获得这个数据并通 

过这个接口修改这个数据。 

3)查询重写器 匹配器要求的查询语句的格式 

不是请求者提交过来的格式，所以，查询请求要重写 

成匹配器要求的格式才能够发送给匹配器进行匹配 

查询，这个转换任务就是由查询重写器来完成的。重 

写器分别提取请求中的各种查询条件参数，然后再 

参照请求引用的本体信息分别构造相应的匹配查询 

语句提交给匹配器进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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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匹配器 匹配器的主要任务有两点：一是将 

服务发布者提交过来的服务语义文件和本体文件保 

存在本地同时在语义文件数据库中追加相应的记录 

指向这两个文件的保存地点；二是接受查询重写器 

提交过来的查询语句，然后将其作为参数调用语义 

匹配程序在语义数据库中进行语义匹配查询，构造 

查询结果并将其返回给 UDDI扩展接口层，UDDI 

扩展接口层将结果再返回给服务的请求者。 

在进行查询匹配的时候，这里主要实现的是输 

入输出参数的匹配，即比较请求的输入输出参数和 

发布服务的输入输出参数所属的本体类之间的关 

系，符合一定的关系就认为是不同程度的匹配。 

4 系统特点 

近年来，Web服务技术已成为互联网和分布式 

计算领域的一个新的研究热点，而其中的Web服务 

的智能发现和选择是其中的核心技术之一。本文提 

出的基于Agent和DAML—S的Web服务优化选择 

框架正是在这个领域的一个探索。框架经过原型化 

的实现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1)借鉴了人类社会的决策方法，加入了A— 

gent推荐服务机制，使得服务选择的最终结果接近 

于最优。2)设计并实现了基于DAML—S语义匹配查 

询算法，能够较好地实现服务请求和发布服务之间 

在输入输出接口上基于语义的匹配。 

结束语 本文设计开发了一个基于 Agent和 

DAML—S的Web服务选择框架。将该框架应用于 
一 个网上汽车销售系统，证明本文所提出的框架有 
一 定的商业价值。由于Web服务的选择才刚刚起 

步，还有很多不足，比如服务质量的可扩展和跨领 

域[s 的问题，我们可以考虑建立一个服务质量标准 

或模型来完善等等，因此Web服务的选择问题有很 

好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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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概率为0．6，个体变异概率为0．1，ct，为0．8。筛选后 

得到84条语言值关联规则，在所有样本点上的平均 

线性误差为2．336。结果是比原来减少了216语言值 

关联规则，但误差却减少1．343。 

表I 部分三角模糊数的参数 

结论 提出一种基于遗传算法的语言值关联规 

则筛选方法。此方法首先对语言值关联规则进行二 

进制编码，并通过遗传算法全局搜索一组语言值关 

联规则，使得对所有样本点的线性平均误差最小。实 

验表明，算法能够大量减少语言值关联规则的数量， 

并筛选出对用户更有用的语言值关联规则。今后的 

努力方向是使得平均线性误差进一步缩小，初步的 

设想是调整语言值关联规则中三角模糊数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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