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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传统客户／服务器的分布式计算模式主要解决的是部门或

企业内部的应用，关注的是局部应用，建立的应用系统多数是

为完成某种需求而建立，因此是孤立封阅的。即使在同一个部

门或者企业内部，应用系统相互之间也常常因为没有通信而导

致信息无法共享，使得各个 IT 资源成为一个个信息孤岛。随

着互联网软件技术及其应用的迅速发展，如何提供一个统一开

放的交互环境，使得各个应用实体之间能够相互发现、了解各

自所提供的服务，并将这些应用低代价、方便地连接在一起，

实现开放式网络环境中的互联、互通、互操作的目标，是当前

互联网环境下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想要有效地整合现有的应用系统并实现信息共享，关键在

于实现这些应用系统间的数据交换。数据交换是网络环境下分

布式应用的共性、基础性和关键性的需求，它用于解决信息化

过程中数据资源的互操作问题，即解决不同的异构系统之间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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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资源的整合和共享。 Web 服务的目的和作用是提供一种

国际统一的规范和技术，进行 Ir出met 上各种软件应用的统一

功能描述和功能共享，为功能整合集成和信息交换处理提供实

现基础。本书分析了大规模数据交换在 Web 应用中所面临的

问题，针对数据交换平台框架、数据交换的可靠性、数据交换

的效率以及数据服务中心等一系列关键技术展开研究，主要的

研究结果如下

( 1) 设计了基于 Web 服务的数据交换框架。分析了使用

Web 服务进行数据交换的必要性以及数据交换的应用模式。 提

出基于 Web 服务的数据交换平台框架，并由此提出基于 Web

服务的大规模数据交换的若干关键技术。

(2）提出了基于 Web 服务的数据交换可靠消息机制 。 通

过分析数据交换的可靠性因素，从数据交换消息层定义了消息

可靠性，讨论了消息可靠性的参数，提出一种可靠的消息传输

机制，主要从消息确认、消息重复、消息丢失三个方面来确保

数据交换的可靠性，并从可靠消息处理机和可靠报文结构两个

方面阐述了该机制的实现。

(3）提出了两种改进基于 Web 服务的数据交换传输效率

的机制。首先分析了影响 Web 服务性能的因素，提出了 Web

服务性能的优化方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 Web 服务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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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映射及基于滑动窗口的 SOAP (Simple object access protocol, 

简单对象访问协议）消息传输等两种改进数据交换的传输效率

的机制。针对 Web 服务的性能优化需求，基于 WSDL (Web 

services description language, Web 服务描述语言）文档校验机

制，提出了一种可扩展的高效类型映射机制；基于滑动窗口的

SOAP 消息传输机制通过将数据切片，实现对大数据和可变长

度数据的传输优化，并通过设计滑动窗 口协议来进一步提高

SOAP 消息的传输速度；提出了基于应用层的拥塞控制算法，

并对影响传输效率的两个主要因素（滑动窗 口大小和数据切片

长度）进行了测试。

(4）设计了基于分布式信息存储模型的数据服务中心。

在对数据交换中数据服务的可扩展性、发现效率和有效性进行

分析的基础上，设计了一个分布式信息存储模型，讨论了注册

中心的组织，提出了信息动态注册与更新机制，设计了一个分

布式信息搜索算法，并设计实现了基于 UDDI (Universal 

description, discovery, and integration，通用描述发现和集成）

的数据服务注册中心 DSC。针对数据服务中心的安全及管理等

问题，对原有的 UDDI 协议进行了一些扩展，提出了发布者声

明关联匹配算法，发布者声明关联匹配算法能够描述注册应用

之间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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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设计并实现了基于 Web 服务的数据交换平台。提出

了一个数据交换协议，在此基础上，设计实现了基于 Web 服

务的数据交换平台，讨论了其系统的总体结构，阐述了其中的

关键机制如事务、适配器等，并且讨论了数据交换平台在电子

政务中的应用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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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概论

1.1 异构系统数据交换面临的挑战

随着计算技术，尤其是近年来网络技术和应用的不断发展，计

算模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从早期的单一主机、主机／终端模式演化

到以构件技术和分布式对象技术为代表的客户／服务器模式。与此同

时，大量的业务应用也开始向互联网迁移。由于传统客户／服务器的

分布式计算模式主要解决的是部门或企业内部的应用，关注的是局

部应用，建立的应用系统多数是为完成某种需求而建立，因此是孤

立的、封闭的，即使在同一个部门或者企业内部，应用系统相互之

间也常常因为没有通信导致信息无法共享，使得各个 IT 资源成为一

个个信息孤岛，相互间壁垒森严，最终效率低下。随着社会信息化

程度的不断提高，信息孤岛的制约作用越来越突出，导致信息技术

不能更好地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部门

面临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能力、服务社会公众的挑战：而企业

用户也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和产品质量的不断提升，迫切需要提高

业务运作的效率、快速用户响应，以提高用户的满意度。为适应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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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新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打破现有应用系统之间的信息隔离，整

合和共享已有的信息资源，以提高应用系统间的信息共事和协同工

作。如何提供一个统一开放的交互环境，使各个应用实体之间能够

相互发现、了解各自所提供的服务，并将这些应用低代价、方便地

连接在一起，实现开放式网络环境中的互联、互通、互操作的目标，

是当前互联网环境下所面临的一大问题。

为有效地整合现有的应用系统并进行信息共享，关键在于解决

这些应用系统间的数据交换。数据交换是网络环境下的分布式应用

的共性、基础性和关键性的需求。数据交换用于解决信息化过程中

数据资源的问题，即解决不同的异构系统之间的数据资源的整合和

共享。

在大规模数据交换的过程中，数据交换双方可能处于同一个局

域网内，也可能处于广域网上相距甚远的两个网络节点上，交换过

程可能跨越多个网络自治域，不同自治域在网络状况、安全保护措

施等方面都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数据交换双方要交换的数据

可能是文本类型的数据，如文本文件、 XML (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可扩展标记语言〉文件，也可能是图片、音频、视频、

Word 文档等其他类型的文件，交换的数据可能小到只有几个字节，

也可能是大到数十兆甚至上百兆数据量的多媒体数据文件。因此，

由于计算机网络技术和应用的多样性，异构问题已成为当前应用系

统集成的主要障碍，如何去解决异构系统间的集成以实现系统间的

数据交换是资源整合的一个关键问题。

Web 服务的目的和作用是提供一种国际统一的规范和技术，进

行 Internet 上各种软件应用的统一功能描述和功能共事，为功能整合

集成和信息交换处理提供实现基础。通过使用 Web 服务技术，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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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数据的封装都是标准化的，都是基于 SOAP 报文格式进行封

装，并且使用 SOAP 消息进行传输：每个应用程序的接口描述都是

使用 WSDL 来进行描述，公用数据信息使用通用描述发现集成协议

来进行存储，从而使应用之间的维护、安全控制、信息过滤都变得

非常容易。它不需要对遗留系统进行大的修改或重新开发。由于 Web

服务技术的出现，计算机系统之间实现统一的信息交换成为可能。

因此，基于 Web 服务技术，分析大规模数据交换所面临的问题，

研究数据交换平台框架，并解决数据交换的可靠性、数据交换的效

率以及数据的存储及共享等一系列关键技术，将具有重要的学术意

义和应用价值。

1.2 相关技术

1.2.1 数据交换技术的发展过程

数据交换技术到目前为止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以电子数据交换（ Elec位onic Data Interchange, 

EDI ）技术为基础的数据交换。

EDI 是计算机、通信和现代管理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国际标准

化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将 EDI

描述成“将贸易（商业）或行政事务处理按照一个公认的标准变成

结构化的事务处理或信息数据格式，从计算机到计算机的电子传

输”。而 ITU-T 将 EDI 定义为呗计算机到计算机之间的结构化的事

务数据互换”。由于可以减少交易过程中的纸张使用量， EDI 被人们

通俗地称为“无纸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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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EDI 定义可以得出， EDI 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即计算机

应用、通信网络和数据标准化。 其中，标准化的工作是实现 EDI 互

通和互联的前提和基础。目前，在 EDI 标准上，国际上最有名的是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下属第四工作组 CWP4）于 1986

年制定的《用于行政管理、商业和运输的电子数据互换》标准一一

EDIFACT (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 For Administration, Commerce 

and Transport）标准。

EDIFACT 标准己被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接收为国际标准。

同时还有广泛应用于北美地区的，由美国国家标准化协会（ANSI)

X.12 鉴定委员会（AXCS.12）于 1985 年制定的 ANSIX.12 标准。 从

目前的情况来看，EDIFACT成为统一的 EDI 国际标准己是大势所趋。

·第二个阶段，以中间件技术为基础的数据交换．

中间件是基础软件的一大类，属于可复用软件的范畴。 中间件

运行在操作系统、网络和数据库之上，应用软件之下，为处于自己

上层的应用软件提供运行与开发的环境，帮助用户灵活、高效地开

发和集成日趋复杂的应用软件。 中间件产品根据其作用可以分为远

程过程调用、面向消息的中间件、对象请求代理和事务处理监控等。

目前用于开发中间件的主要技术有 OMG 的 CORBA C Common 

Object Request Broker Architecture，公共对象请求代理体系结构） ，

Sun 的 J2EE 和 Microso企的 DCOM (Distributed Component Object 

Model，分布式组件对象模型）。

在中间件的使用过程中，数据与传输紧密地糯合在一起，不便

于数据的重用。同时，由于不同的中间件产品采用不同的规范，使

得不同中间件之间的互操作就成了一个新的集成难题。要想解决这

个问题，就必须采用统一的开放标准，使各个中间件产品依照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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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提供标准的接口并依据标准对接口进行描述，以方便不同中间

件产品之间的相互调用。基于泊位和 Web Services 数据交换技术可

以解决这些问题。

·第三个阶段，基于 XML 和 Web Se凹ices 技术的数据交换。

XML, Web Services 技术的出现，为人们寻找一种廉价、简单、
有效的信息交换方式提供了技术基础。其中 XML 数据规范为运行于

企业内部网络中不同节点的应用系统间进行数据交换奠定了基础：

Web Services 又使这些应用系统相互连接并进行功能调用成为可能。

Web .Services 采用 SOAP 协议可以基于 HTTP C Hyper Text 

Transfer Protocol，超文本传输协议〉协议通信，由于 HTTP 在网络

中广泛应用，为 Web Services 提供无限的互联成为可能，从而可以

轻松地穿越绝大多数的防火墙，而与 XML 结合使其具有了数据交换

的能力。采用基于 XML, Web Services 技术实现跨越网络的异构数

据交换， 也就成了理想的数据交换方式，使建设跨网络的企业应用
集成成为可能。 为了方便 Web 服务被描述和发现，还产生了 WSDL

和 UDDI，通过服务发现机制发现了一个 Web 服务之后就可以得到

它的服务描述，有了这个描述就可以将这个功能集成到自己的应用

系统中，而不用关心 Web 服务是如何构建的或是运行在什么平台之

上。基于 Web Services 技术和 XML 数据结构的数据交换方法是当前

数据交换平台最主要的研究方向 。

1.2.2 Web Services 技术

消息服务为电子政务应用系统实现各种格式的信息从一个地方

传递到另一个地方的功能服务。 消息服务是一个软件，它以一种可

靠的、异步的、松散稿合的、与语言无关的、与平台无关的方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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