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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基于 MVC模式的 Portlet开发框架的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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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决 Portlet应用提供商、门户提供商之间互不协调的问题 ，JCP组织发布 了Portlet规范来提供不同门 

户和 Portlet之间的互操作性。JSR规范中定义的繁杂的编程接 口和 Portlet运行时上下文给 Portlet开发带来了特殊 

性和复杂性。引入一种基于 MVC思想的 Portlet开发框架 OPDS，其提供了简洁的编程接口和配置方式，利用此框架 

进行开发将大大简化开发的复杂性，同时可加强 Portlet应用中业务逻辑资源的复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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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incompatibility between different portlet application providers and portal providers，JCP 

issues the Java Portlet Specification to specify how portlet should be developed to be integrated into portals．The com- 

plex programming interface and the Portlet Context defined in JSR make it complicated to develop a portlet application． 

We proposed an MVGbased framework 0PDS with simpler API and easier deployment to make the process more effi— 

cient and  enhance the reusability of resources in portlet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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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Portlet组件是一个基于 Java技术 的、可插拔的 Web组 

件，它由Portlet容器管理，执行容器转来的Portlet请求并生 

成一段页面片段。通常，在一张 门户页面上会包含很多个 

Portlet组件，所有这些组件生成的页面片段组装在一起就形 

成了用户所看到的门户页面。如何快速高效地完成 Portlet 

应用的开发构建是企业门户应用系统开发者关注的问题。 

JCP将 Portlet定义为一个新的组件，Portlet规范[1]定义 

了整合不同信息数据来源、底层应用的Portlet API和上下文 

环境 ，描述了Portlet与 Portal之间的相互作用、Portlet的生 

命周期及一些安全性、用户定制、Portlet显示管理等方面的 

信息。开发人员利用这些新的接口进行开发时，需要投入大 

量的学习时间，而得到的系统中由于业务处理逻辑与对应视 

图渲染逻辑以及基于 Portlet API的流程控制的相互混杂，使 

得系统难以维护与更新。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设计一种基于 

MVC思想的开发框架 OPDS(Once Portlet Development Stu— 

dio)，其将与 Portlet接口定义和 Portlet运行时上下文相关的 

流程控制部分交给框架中的控制器组件来完成，使这部分代 

码达到“写一次、到处可运行”，且对开发人员透明，大大降低 

了系统的冗余性和开发复杂性；模型层和视图层提供简洁易 

用的API和标签库，使作为模型层的业务逻辑资源和视图层 

的渲染逻辑完全被剥离开来，以便其方便地被移植和更新。 

本文第 2节分析了 OPDS框架的设计原则和需要解决的 

问题；第 3节提出了系统的整体设计；第4节就实现过程中的 

关键技术作了深入的研究；第5节验证了系统的实现效果；第 

6节将 OPDS与相关研究进行了比较；最后得出结论并指出 

进一步的工作方向。 

2 设计原则和问题分析 

在传统的开发方法中，Portlet开发者必须根据组件定义 

的固定接口进行编程 ，为实现接口定义的方法将开发大量的、 

冗余的流程控制代码；同时，由于业务逻辑部分需要与Port— 

let组件的Request等对象交互来获取参数信息，导致这部分 

代码与Portlet API紧密耦合无法被复用，因此我们需要一种 

新的开发方法。我们的设计原则如下： 

1)流程控制对开发者透明，开发者只需专注于业务逻辑 

的开发以及如何布局一个好的用户界面，而不需要知道 Port— 

let请求是如何被处理和转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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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业务逻辑可复用，作为模型层的业务逻辑是独立于视 

图的嘲，所以开发者可以通过配置文件的方式把一个模型对 

应于不同的视图，或移植到其它应用中。 

使用 OPDS进行开发的系统总体结构如图1所示。 

图 1 系统架构图 

从图 1可以看出，OPDS框架组件作为用户代码与 Port- 

1et容器之间的桥梁，提供简洁易用可扩展的 API，且不依赖 

于任何第三方运行平台的支持，从而利用此框架开发出来的 

应用可以部署在所有支持 JSR的门户系统中。 

基于以上设计原则，我们重点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框架 API与 Pordet容器的通讯机制：Pordet组件 由 

Portlet容器管理，接收容器传递的请求并进行处理。由于开 

发者不必知道请求处理的过程，因此框架API必须拦截所有 

Portlet URL的请求，解析输入参数与控制参数，将它们映射 

为业务逻辑单元可执行的操作，并根据逻辑层的处理结果选 

择恰当的视图以更新，并将结果传回给 Portlet容器。 

2)业务逻辑单元的管理：由于业务逻辑代码需要能够被 

复用和移植，因此不能直接让开发者在程序中用 new主动获 

取和构造对象，而是让开发者通过配置文件的方式来描述创 

建对象的方式 ]。在开发者的代码中不直接构造对象的实 

例，但在配置文件中需描述对象实例化时需要的信息，并由框 

架中的组件管理对象的生命周期以及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 

3 系统设计 

本系统基于 MVC模式架构设计，分为三层实现：控制 

层 、模型层、视图层，如图 2所示。 

图2 MVC结构模型 

控制层(Contro1)是整个框架的联系纽带。它拦截所有 

Portlet URL的请求，解析输入参数与控制参数，即将 Portlet 

请求、Portlet会话等对象中的参数值以键值对的形式存入当 

前线程的容器中。因此，这个容器包含了模型层和视图层所 

需的所有运行时数据，具有按名称检索的接口，每个线程对应 

一 个该容器的副本，在线程存在的过程中，可以随意访问属于 

本线程的副本，这就保证了多线程访问下的安全性。另外，控 

制器将解析配置文件，对业务逻辑对象进行生成、维护，并处 

理对象之间的依赖关系，建立模型和视图层的映射规则，具体 

实现算法将在后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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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层(Mode1)提供给用户一个简单 的编程接口，开发 

者实现此接口并编写普通 Java类(POJO)E 来进行各种业务 

实体数据的操作。在这些 PO]O类中，所需处理的输入数据 

以类成员变量的形式存在，提供 get和 set方法，控制层在请 

求该对象的实例时会对数据进行赋值。模型层对数据进行改 

变后 ，告知控制器有数据发生了变化。最后，模型层的函数被 

要求返回一个字符串类型的值，控制器将以此字符串作为键 

值，根据映射规则，选出对应的视图予以更新。一个模型层对 

象的单个实例可以被多个视图所共享，同一对象的不同实例 

可以被不同Portlet应用所使用，从而实现了模型层对象的可 

重用性_5J。 

视图层(View)提供 自定义标签库，主要完成以下两个功 

能： 

1)处理表单请求，封装 Portlet URL，避免开发者直接与 

Portlet URL交互。开发者并不知道表单中的数据实际被提 

交到了什么地方，只需在表单 中填写要请求的业务逻辑单元 

的I【)，视图层会包装所有信息发给控制层处理。 

2)分离控制逻辑与渲染逻辑：在传统开发中，需要在页 

面中插入Java脚本来完成条件判断控制(如 if-else)、回圈控 

制(如 for，while)等，导致代码难以阅读、维护成本高、美工人 

员难以参与开发。使用了自定义标签 ，这种标签具有 HTML 

标签类似的语法，实际上由标签处理类提供支持，可以封装复 

杂的功能。 

以上从宏观上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和 OPDS框架的分 

层设计，接下来将详细地讨论 0PDS框架 API与Porflet容器 

的通讯机制、业务逻辑单元的管理等系统实现中的关键技术 

问题。 

4 系统实现关键技术研究 

1)框架 API与Portlet容器的通讯机制 

根据JSR的定义，一次render请求的全过程[6 为：客户 

端通过 PortletURL访问门户，门户解析 URL后向Portlet容 

器发出请求，Porttet容器根据参数信息和请求属性请求对应 

的 Portlet组件，Portlet在 doView()方法中进行实际的业务 

逻辑处理，并将响应内容写入 response输 出流 中，响应内容 

被逐级返回，最终返回给客户端浏览器。 

现在，这个通讯过程必须交由框架来处理，开发者并不知 

道Portlet容器和P0rtletURL的存在。在0PI)S组件初始化 

阶段，控制器会获取 PortletⅥ 的一份副本，以及请求分发 

器并保存起来；视图层封装了用户表单中的所有数据后向控 

制器发出询问，获取到保存的PortletURL副本，将用户请求 

的业务逻辑单元标识符以及其它控制信息拼接到 Portle— 

tURL中形成新的请求链接，并进行页面跳转。控制器以配 

置代理类的方式，拦截了所有的请求，这个代理类Deleagate— 

Portlet是 Portlet的实现类(见图 3)，实现了 doView()，pro— 

cessActionO等 Portlet API中的固定接 口来处理 Portlet容 

器的请求并做出响应。它将根据新拼接 URL中的业务逻辑 

单元标识符选择业务逻辑对象进行调用，数据处理完后同样 

由控制器通知对应视图进行更新。最后，控制器调用初始化 

时保存的请求分发器将视图层更新结果返回给Porflet容器 



作为响应内容。 

<<interface>> 

P0rUet 

+initO 

+proeessAetion() 

+render() 
+destroy() 

△  

DelegatePortlet 

-initMsg 

— ncxc 

+init() 

+processAction() 

+rendeff) 
+destroy() 

+d0View() 

+doEdit() 
+doHelp() 

图 3 代理类 DelegatePortlet 

整个通讯流程如图4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开发者完全 

不知道请求是如何被提交、如何被 Portlet容器处理以及如何 

被返回的。从开发者的角度来看 ，数据就像是被直接提交给 

了所指定的业务逻辑单元对象 ，处理完后便形成了门户中的 

页面。因此开发者可以专注于业务逻辑和页面美化两部分的 

开发，其余部分交给 OPDS框架中的各个组件来处理，这大大 

简化了开发过程，提高了开发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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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通讯过程 的封装 

2)业务逻辑单元的管理 

之前已经说过，业务逻辑对象的成员变量可能为基本类 

型参数(int、String等)，但也有可能为容器中的其它对象，如 

一 个获取天气预报的模型层对象需要通过一个访问数据库的 

业务逻辑对象来读或写数据的缓存，则必须将访问数据库的 

对象引入自身的类定义中作为成员变量。 

定义 1(依赖对象) 在组件容器中，如果对象 B的一个 

实例是对象A的成员变量，且对象A的实例化必须依赖于对 

象B的实例化，则称对象 B是对象A 的依赖对象，或A依赖 

B。 

基于 1012(Inversion of Contro1)的思想 ，对业务逻辑对象 

进行管理时，对象的生命周期管理权归于组件容器而不是使 

用这些对象的用户代码；不是直接让开发者在程序中用 new 

主动获取和构造对象，而是让开发者通过配置文件的方式描 

述创建对象的方式，从而降低代码的紧耦合性，增强业务逻辑 

单元的可重用性。因此在处理依赖对象时，开发者的代码中 

不直接让对象与它们的依赖对象连接，但在配置文件中描述 

哪一个组件需要哪些依赖的组件，由框架中的组件容器负责 

将这些组件联系在一起。 

定义2(依赖深度) 如果对象A没有任何依赖对象，则 

对象A的依赖深度h(A) O；否则，设对象B为A的所有依 

赖对象中依赖深度最大的对象， (A)一 (B)+1。 

由定义看出，相互依赖的对象将构成树形结构(见图 5)， 

越靠近根结点的对象，依赖深度越大。对于依赖深度为 0的 

对象，成员变量全部为基本类型参数，我们只需从容器中查找 

参数的值，并通过 set方法将其注入即可。而对于依赖深度 

不为0的对象，必须等到其子树上所有对象实例化后它本身 

才能开始实例化。因此我们设计如下递归算法GetBean。 

int型 String~ 

图 5 依赖对象组成的树形结构 

算法 GetBean(A) 

输入 ：要创建 Bean的名称 A 

输出；对应于名称 A的Bean对象 

1．m： the number of member-variables of A 

2．TEl，m3：一the array of variable definition 

3． Initialization：Callthe constructortogenerateanewObject：bean， 

with all properties of value null 

4． fori：一 1 tom do 

5． { 

6． if(isBasicProperty(TI-i]．type))／／basic properties 

7． { 

8． invokeSetMethod(bean，T[-i]．name，value)． 

9． ) ／／end if 

10． else if(isObject(T[i]．type))／／an object 

11． { 

12． obj— GetBean(T[i]．Name)／／Call recursively 

13． invokeSetMethod(bean，T[-i]．nalTle，obj)． 

14． }／／end else 

15．)／／end loop 

16．return bean； 

5 系统验证 

本文以一个标准的表单提交处理应用为例，说明使用 

OPDS框架开发Portlet应用的过程，并在中国科学院软件研 

究所软件工程技术中心门户中间件 OncePortal 3．OET]上验证 

其应用效果。 

1)修改 portlet．xml，指定 portlet-class为控制器中的代 

理类 ： 

(portlet-class) 

coriL onceporta1．controller．DelegatePort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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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1et-class> 

2)编写视 图层登录界面，引入 自定义标签进行提交表 

单 ： 

(XC：form name一 ”myform”action= ”HelloAction”> 

<input id=”username”type一”text”／> 

(input id=”password””type一”password”／> 

(／xc：form> 

3)编写业务逻辑组件用来验证用户名密码 ： 

if(ValidateSuccess(username，password)) 

f 

ActionContext act= ActionContext．getContextO； 

act．setValue(’’username”，usernarne)； 

return ”success”： 

} 

4)编写处理成功后的显示界面 success．jsp，引用自定义 

标签显示前面输入的用户名和欢迎信息： 

(div) 

<xc：property value=“username”／) 

(／div) 

5)完善配置信息，将视 图层业务组件与模型层关联起 

来 ： 

(bean id= ”HelloAction”> 

(forward> 

<result name=”success”value=”success．jsp”) 

<／result) 

(／forward) 

<／bean> 

6)将 web应用打包部署到所在的Web服务器下，此应 

用在 OncePortal中的运行效果如图 6所示。 

6 在 OncePortal上基于 OPDS的表单应用 

6 相关工作 

目前已经有一些基于 MVC模式的 Portlet开发框架，如 

IBM WebSphere Studio Application Developer中 的 Faces 

Portlet[8 框架等。本文所设计的OPDS开发框架与上述系统 

的最大区别是 ，其不需要依赖任何第三方工具库或软件包，接 

口更加简单易用，可以方便地在任何支持JSR的门户系统中 

使用 。 

另外，各大厂商都提供了帮助用户获得“一站式”开发体 

验[9]的开发工具，如 JBoss Portlet Plug in，Sun Java Studio 

Creator等，通过编辑和定制帮助用户生成 doView()等函数 

代码_1 。与上述系统相 比，OPDS不仅仅在开发过程、页面 

布局上提供支持，而且通过屏蔽底层 API提供给开发者更加 

简单易用的接 口，更大程度上减少了开发者所需投入的学习 

时间，同时使得到的系统更易维护(见表 1)。 

表 1 OPDS与 IBM Faces Portlet的对比 

结束语 JSR中定义的繁杂的接口和 Portlet运行时上 

下文给 Portlet开发带来了特殊性和复杂性。本文引入一种 

基于MVC思想的Portlet开发框架OPDS，其提供了简洁的 

编程接 口和配置方式。全文细致阐述了系统的功能、设计和 

关键技术 ，最后通过实例验证了该系统的实用性。下一步工 

作的重点是提供更丰富的用户界面控件、便捷的事件处理方 

式，从而进一步降低开发 Portlet应用的门槛 ，提高开发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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