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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分布式对象技术是当前实现企业应用集成的主流技术。本文首先介绍了基于分布式对象技术

的 CAD 集成框架支撑平台的总体结构, 以此为基础, 设计了大型电子设备并行设计 CAD 集成框架的体系结

构, 提出 “框架总线+ 软构件”的框架模型, 最终探讨了集成框架具体的实现方法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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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str ibuted object comput ing is the main-stream technology o f enterprise application

integrat ion. T his paper int roduces the st ructure of the f ramew ork support ing plat fo rm based on dis-

tr ibuted object technique. Then it proposes the architecture of a CAD framewo rk fo r larg e-scale elec-

tr onic device, and presents a f ramew ork model based on framewo rk bus and soft component . F inally ,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implementation methods and techno logies of integr ated fr amew or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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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以来, 全球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 如何以最短时间, 开发出高质量、低成本的产品投放市

场已经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生产电子产品、设备和系统的企业, 其产品多由电子、机械甚至

微波等多个部分组成, 多领域产品设计过程中存在着设计数据共享和协同的沟壑, 如何使多个不同工

程领域的设计高度一致和协同成为企业缩短产品设计周期的重要保证。这些企业纷纷把面向并行工程

的多领域协同设计集成框架技术作为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 1]。集成框架技术是80年代提出的, 它的

目的是为各种CAD工具提供集成的运行开发环境, 包括统一的用户界面、设计数据管理、设计方法管

理和设计过程管理、工具客户化和第三方工具集成扩展语言等。

分布式对象技术始于90年代初, 已经发展成为当今分布异构环境下建立应用系统集成框架和标准

构件的核心技术, 在企业集成、集成化的分布式系统管理、软构件技术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 4]
。OMG

( Object M anagement Group) 的 CORBA 和 Microsoft 的 OLE/ COM 是两个主要的分布式对象处理的

标准。

我们用符合CORBA 规范的分布式对象技术来构造 CAD集成框架,使多个设计领域的集成犹如异

构单一的系统在网络上分布式处理各类对象, 可保护原有投资软件和系统, 快速引进新的不同领域应

用软件, 降低维护和支持费用, 对各种操作系统及硬件有很好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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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集成框架支撑平台的总体结构

我们以基于分布式对象技术的客户/服务器计算环境 YHCSBr okel
[ 3] , 作为 CAD集成框架的支撑

平台。YHCSBr oker 的总体结构如图 1所示。

图 1　基于分布式对象技术的 CAD 集成框架支撑平台的总体结构

集成中间件是 YHCSBroker 的核心, 它包括对象请求代理 ORB ( Object Request Broker ) 机制, 此

机制支持应用系统通过网络透明地访问异地的对象及其操作, 无需关注网络软件、操作系统和对象的

实现。YHCSBroker 的集成中间件遵循 CORBA 2. 0提供的ORB 互操作规范, 支持与其它ORB 的互操

作。系统管理软构件是一组实施对象管理的基本服务, 如对象生命期管理服务、名字服务等, 是支持

分布式系统正常工作的基础。公共服务软构件是一组常规的分布式应用服务。应用软构件可以通过集

成中间件访问这些服务。

YHCSBroker 提供三种途径在分布异构的环境下建立应用软构件: 面向 Agent的软构件技术、基

于 ORB 的软构件技术和面向领域的软构件技术。面向领域的软构件技术以反映应用领域特点的框架

为软总线, 以组成应用的资源部件为软构件。电子设备并行设计集成框架采用面向领域的软构件技术。

1. 2　集成中间件

集成中间件的基本成分ORB 有两类Agent : Server 和RequestProxy. Server 的事件处理系统的主

要作用是管理对象构件, 使其可被异地结点上的客户应用使用。Server 的事件处理系统的主要功能包

括: 静态连接或动态启动所管理的对象构件; 接受来自网络上的关于某对象构件的服务请求; 将对象

构件的服务结果通过网络返回给客户。

RequestPro xy 的主要作用是作为异地服务器上的对象在客户应用结点上的“代理”, 使客户应用可

以象访问本地应用对象一样使用异地 Ser ver 上管理的对象构件。RequestProxy 的主要功能是: 接受本

地客户应用的请求; 将客户应用的请求通过网络传递给服务器上管理的给定对象; 将服务器方通过网

络传回的结果返回给客户应用。

1. 3　集成框架的构造

集成框架开发者的主要工作是: 使用接口定义语言 ( Inter face Def init ion Language, 简称 IDL) 定

义对象构件的接口, IDL 是 CORBA 标准制定的一种规范; 具体实现该对象构件的方法; 使用 C + +

(或其他高层工具) 定义客户应用的具体服务方法。

完成对象构件的 IDL 接口定义后, 利用 YHCSBroker 提供的 IDL 编译器, 生成该对象的实现模板

及其在客户方的代理RequestProxy, 即可完成集成框架的构造。集成框架的构造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用

户可根据自己的需要, 不断增强系统功能, 保证了系统功能的开放性。

2　电子设备并行设计集成框架

2. 1　体系结构

由于 EDA、机械和微波等 CAD设计系统大多有各自的领域环境和框架
[ 2]
, 如 EDA 集成框架 (例

如 Mentor Gr aphic公司的 EDA 框架 Falcon, CADENCE 公司的 EDA 框架 Design Framew or k II, 它

们实现电子设计过程各类应用软件的集成, 包括原理图输入, 建模/仿真, 布局布板设计, 逻辑综合与

36 国 防 科 技 大 学 学 报 1998年第 2期



优化, 测试等各类CAD工具的集成) , 以及机械CAD/ CAM 集成环境 (如 PTC 公司的Pro/ E框架)等。

这些领域框架或环境相互独立。电子设备并行设计集成框架应是基于这领域环境和框架的集成。基于

分布对象的电子设备并行设计集成框架, 实现 “即插即用”的 “软件总线”式的框架环境, 各设计系

统可在电子设备并行设计集成框架下实现必要的信息交换。电子设备并行设计集成框架充分吸取现有

的集成技术, 支持多种计算平台、网络环境, 并能保护已有的应用系统资源, 实现开放性、可重用性

和可扩充性。

电子设备并行设计集成框架采用 “框架总线+ 软构件”的结构。其体系结构如图 2所示。

2. 2　集成框架总线

集成框架总线是反映领域特点的 “软总线”, 它的主要功能是:

( 1) 实现软构件到集成框架的封装, 对软构件实施统一的和一致的管理, 方便软构件间的通讯和

数据交换。集成框架软总线通过定义软构件之间数据交换、消息通讯、驱动控制等的接口规范, 实现

对软构件的封装。集成框架软总线与软构件的关系如图 3所示。

图 2　电子设备并行设计集成框架体系结构

图 3　集成框架软总线与软构件的关系

( 2) 实现框架到 Client / Ser ver 平台的封装, 提供一组基于 IDL 的一致的 API ( Applicat ion Pro-

gramming Interface) , 描述集成框架的特性、行为和接口, 方便框架的封装。

2. 3　软构件

软构件是定制式的, 针对特定应用领域 (如电子产品设计) , 是可重用的软件模块, 不作为独立的

产品。电子设备并行设计集成框架系统包含四个软构件:

· 配置管理构件

配置管理以数据库为底层支持, 以产品结构模型为组织核心, 实现以下三个功能:

( 1) 为设计数据管理提供产品结构模型;

( 2) 在一定目标和规则约束下向用户提供产品结构的不同视图和描述;

( 3) 跟踪设计变化, 最大限度地重用已有的设计信息;

· 设计过程管理构件

设计过程管理构件的主要功能包含以下四个方面:

( 1) 工具封装: 完成集成工具在框架中的注册, 主要是指定工具和任务的对应关系及工具、任务

和数据文件的对应关系。

( 2) 工具箱管理: 对框架中集成的所有工具进行管理, 包括工具属性的查看与修改, 工具的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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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的运行等。

( 3) Pet ri网流图构造: 设计者定义一些设计任务的串行/并行等关系, 指导设计者进行正确的设

计。

( 4) 工具调用: 使用 Petri网流图选用设计工具, 进行工具调用并跟踪工具使用情况。

( 5) 数据提交: 捕获工具产生的数据。

· 版本管理构件

版本管理软构件主要功能有:

( 1) 按照产品数据模型, 实现数据在分布式环境下的合理存放和组织, 包括对于数据的组织结构、

数据库的设计和选用、物理存放方式、内存表示结构、数据格式, 以及数据流向和使用方式等;

( 2) 提供一组功能函数, 供分布式环境中各子系统操作数据, 包括数据的建立、删除、访问、修

改等;

( 3) 建立数据的安全机制, 为不同的数据设置不同的状态和使用权限;

( 4) 对产品数据模型中可版本化的数据的版本进行管理, 实现分布式环境下数据的一致性控制等。

· 项目管理构件

项目管理构件的主要功能包括:

( 1) 项目组角色及权限定义: 提供项目组注册的功能, 对项目组中各成员及其工作对象进行注册,

定义其操作、修改权限, 给予相应密码。

( 2) 项目规划: 项目开始之前, 项目负责人根据工程计划, 如人员安排、工程进度、资源分配等

进行周密规划。项目实施过程中, 可以用流图的方式显示规划内容和项目进展情况, 提供浏览、查询

和修改属性信息的功能。

( 3) 项目审核: 提供项目和子项目负责人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及项目完成后的审核 (签名) 功能, 并

保存在项目属性数据库中备案。

3　结论

本文提出的基于分布对象技术的分布式 CAD 集成框架的模型和体系结构, 能有效地支持在分布、

异构、多用户环境中的信息、功能和过程的集成, 较好地满足了并行工程的需要。

参考文献

1　李伯虎, 全春来等 . 基于框架的 CIMS 集成策略与技术 . 第四届全国 CIMS 学术会议 . 哈尔滨, 1996

2　李思昆, 郭阳等 . YHCIF 分布式 CAD 集成框架系统 . CAD/ CG’96学术会议, 青岛, 1996

3　王怀民, 周立等 . YHCSBroker / 1. 0应用开发者指南 .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研究所 . 1997

4　Mow bray T J, Bran do T . Interoperabilit y an d CORBA-based open system . Ob ject Magazine, 1993: 50～54

38 国 防 科 技 大 学 学 报 1998年第 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