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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按照 CORBA 标准,阐述了接口池在 StarBus 系统中的作用, 介绍了 StarBus 系统中接口池的设

计, 说明了接口池的内容与结构 ,实现了 St arBus 系统中的接口池服务,为在 StarBus 系统中实现动态激活提

供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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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CORBA specification, t he paper has elabo rat ed the design of Inter face Reposito r y

and the functions of the Inter face Repo sitor y in St ar Bus sy st em, illustr ated the cont ent s and archit ectur e o f I nt erface

Reposit or y, introduced in deta il t he implementation of Int erface Repositor y Ser vi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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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CORBA 的分布式应用中,分布式对象提供的服务被声明成公共接口。为此 CORBA 标准定义

了接口定义语言 OMG IDL( Interface Definition Language)来描述服务对象的公共接口。接口定义包括

了对象支持的一系列操作, 操作中涉及的参数及其类型, 操作的属性及执行操作时可能产生的异常等信

息。用户可以根据这些接口定义来构造访问服务对象的服务请求。

用户在正确地向服务对象发出服务请求前,必须首先获得服务对象的接口定义。根据 CORBA 标准

的定义,用户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访问由 IDL 语言具体描述的服务对象的接口定义。

( 1) 由 IDL 编译器根据服务对象的 IDL 接口定义生成相应的存根( stub)进程(所谓存根进程是一

个远程对象在本地进程中的表示, 实际上是一组可执行操作的静态请求)。用户可以使用这个

存根进程来访问服务对象。这种方法在编译时刻服务请求已经构造好,称为静态激活。

( 2) 用户在程序编译时只知道被请求对象的对象引用,而在程序运行时刻动态地获得相应的请求

操作信息, 然后再正确地构造服务对象请求。这种方法被称为动态激活。

1　接口池的引入

接口池是为实现动态激活而设计的,提供了一个存储与接口定义有关信息的场所和对其进行访问

的相应机制。系统在接口池中保存了由 IDL 语言描述的所有服务对象的公共接口定义, 包括操作名、操

作参数的数据类型,供用户动态地进行查询。

例如一个提供银行存款、取款、查询账目服务的对象, 可以通过 IDL 语言定义公共接口,提供存款

( deposit )、取款( takeout )和账目查询( access)三种操作。通过对公共接口的说明还可以进一步获得执行

操作所使用的参数,以及操作可能会产生的异常等。

如图1所示,在使用动态激活时, 用户首先访问名字服务器,获得服务对象的对象引用;然后通过对

象引用在接口池中进行搜索,查询服务对象公共接口的操作信息, 动态地构造服务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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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接口池的设计

CORBA 标准在接口池中使用对象的形式来组织和管理接口定义, 这些对象分为接口对象和类型

对象,其中接口对象表示接口定义和操作定义, 类型对象描述了操作中用到的参数的 IDL 类型信息。

图1　使用接口池的动态激活示例

Fig. 1　demons t rat ion of dynamic invokin g

　　　 us ing interface repository

IDL 文件中的接口定义之间存在两种关系,一种是

包含与被包含关系,另一种是继承关系。接口池对象之间

也相应地存在这两种关系, 而且接口池对象的组织结构

与它们所表示的接口定义的结构类似。为了完整地表达

接口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 并且提供一个可完成所有操

作的最小接口池对象集合, 我们在接口池中实现了13个

类。这些类被分为两个部分:抽象类和具体类。其中抽象

类只能被其它类继承使用而不能实例化,并且对于用户

而言是透明的。这些抽象类之间相互关系如图2所示。

IRobject 类是所有保存在接口池中的对象的父类,

图2　接口池抽象类关系描述

Fig . 2　Ab st ract classes implemented in interface repository

描述了接口池中所有其他对象应具备的基本信息。包含

类 ( Container )和被包含类( Contained)表示接口池对象

之间的包含关系,其中 Contained 抽象类是接口池中所

有被其它接口池中的对象所包含的对象的父类,

Container 抽象类是接口池中所有包含其它对象的接口

池对象的父类,通常用来形成接口池中对象之间包含关

系的层次结构。IdlType 类是所有与表示 IDL 语言类型

有关的对象的父类,而 T ypedefDef类则是某些复杂类型

对象的父类。

具体类由抽象类派生而来,用以定义接口池中保存

的服务对象的接口定义。

3　接口池服务的关键实现技术

根据CORBA 标准所定义的分布应用模型,一个分布对象由对象代理和对象实现两部分组成,如图

3所示。在这个分布应用模型中,对象实现在服务方, 真正实现服务对象所提供的各项功能;对象代理位

于用户方,是应用程序与对象实现之间进行通讯的接口机制。

因为要提供在分布异构环境下访问接口池的服务,所以在实现接口池服务时,把它设计为一个典型

的 CORBA分布应用的形式。整个接口池的服务程序由以下四个部分组成:

图3　分布式对象结构

Fig. 3　S tru cture of d ist ributed object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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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IDL 语言描述的接口池公共访问接口,用户可以根据这些公共接口来访问接口池;

( 2) 用户方的对象代理,负责对应用程序的服务请求进行编码并发出请求;

( 3) 服务方的服务程序,将用户的服务请求转发到相应的对象实现;

( 4) 服务方的对象实现,真正实现接口池对象服务,以及对接口池中的接口信息进行管理。

3. 1　对象实现技术

根据接口池中接口池对象之间继承和包含的关系,在实现时将接口池设计为树形结构。

实现包含类( Container )时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定义包含类的数据结构, 考虑到各 Container 所

包含的对象的差异,实现时必须解决如何组织这些对象, 使得从 Container 出发可以找到它所包含的全

部对象,并且体现出这些接口池对象表示的接口定义间包含关系的嵌套性的问题。

由于除了根对象以外,接口池中所有的对象都是 Contained类的子类, 所以在实现时定义了一个

Contained 类序列 Contents _ (所谓序列 Sequence 是 OMG IDL 中的一种类型, 实际上是可以动态分配

空间的数组) ,存放相应接口池对象的对象引用, 来表示 Container 类对象所直接包含的对象。通过浏览

相应的 Contained 类序列,一个包含对象可以找到它所直接包含的接口池对象, 这些接口池对象都属于

被包含对象( Contained)。对于Contained类序列中的每一个被包含对象,如果它还包含有其它接口池对

象,那么它也是 Container 类的子类。通过 Narrow ing 机制, 可以将这个被包含对象转化为包含对象, 通

过它所包含的对象序列 Contents_ ,浏览这个对象所直接包含的接口池对象,从而利用包含类中对被包

含对象的组织和 Nar row ing 机制实现了对接口池对象之间包含关系表示。接口池对象间包含关系用这

样一种多叉树形式表示,不仅有利于包含类的对象组织, 而且自然地解决了包含关系嵌套性的表示。

3. 2　服务程序实现技术

为统一对接口池进行管理, 提供对接口池的访问, 在服务方实现了接口池服务程序 Irserver, 负责

生成接口池, 并且根据用户的请求,进行相应的事件处理。

服务程序生成接口池时,首先对 OMG IDL 文件进行词法分析和语法分析,创建相应的接口池根对

象 Repository ;然后用 IDL 分析器遍历 IDL 文件, 创建相应对象,依次填充每一个包含对象的被包含对

象序列 Contents _ , 生成对象之间的树形关系。由于在 IDL 文件中定义的服务对象的公共接口是从模

块、属性到接口、操作的顺序书写的,所以对 IDL 文件进行词法分析和语法分析, 生成相应的接口池对

象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首先填充底层包含对象的被包含对象序列 Contents_ ,然后再填充上层包含对象

的被包含对象序列 Contents_ 的过程, 即先序生成接口池对象多叉树。

当接口池服务程序被启动创建接口池以后, Irser ver 持续监听相应的 Socket 端口,接收用户请求,

进行相应的事件处理并返回操作结果,直至系统关闭。

4　结束语

CORBA 标准将对象技术和分布处理设计思想结合在一起,完善了分布处理的开放体系结构,使得

分布对象技术能够适应新的应用需求,为进一步的集成、共享以及合作问题提供良好的解决基础。

我们接照 CORBA 标准实现的集成中间件 StarBus是一个屏蔽实现细节、实现透明传输、集成不同

用户特长的基于客户/服务器模式、面向对象、开放的分布式计算集成环境,为面向协同工作的集成化分

布式客户/服务器应用提供了有效的开发途径, 已经在面向大型电子系统并行工程的协同式设计过程管

理等系统中得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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