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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 Web Service 的设计框架为 Web 应用开发提出了一种新的分布式应用体系架构, 如何充分利用原

有系统组件改造为新的 Web 服务就成为应用设计的重点。论述了将一个传统的基于组件技术的分布式应用系

统改造成为一个基于 Web Service 系统的实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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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ramework of design based on Web Service has put forward a kind of new distributed application system for
Web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So howto transform original system components into newWeb Services have become the empha-
ses of application desig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 distributed application system based on component to the
system based on Web Services using an actu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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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面向对象技术的发展, Internet/ Intranet 应用的不断普

及, 基于组件技术( 如 DCOM 或 CORBA) 的多层分布式体系结

构已成为当前应用程序设计的主要趋势 , 其共同特点就是通过

创建能够在应用程序之间可重用和共享的组件模块 , 从而实现

应用程序互操作性和伸缩性。但是这种传统的分布式系统设

计模式由于各自采用的平台、协议、体系结构的巨大差异, 使得

在面对基于异构平台的 Web 应用系统的实施与集成的挑战

时, 往往显得力不从心。近年来 , 随着以 XML 和 Web Service

为基础的新型分布式应用系统设计模式的崛起和发展 , 为解决

这一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如果将原有传统分布式应用

系统中所设计的大量组件全部抛弃 , 重新设计新的 Web Ser-

vice组件 , 将造成巨大的重复浪费。为此 , 本文将探讨一种在

原有传统分布式应用系统基础之上进行改造 , 设计成为新的基

于 Web Service 的分布式应用系统的方法。

1 传统的分布式应用系统设计

随着 Internet/ Intranet应用的不断普及, 基于组件技术的

分布式应用体系结构已被广泛采用 , 目前流行的分布式对象模

型主要包括 DCOM( 分布式组件对象模型) [ 1]
、CORBA( 公共对

象请求代理体系结构) [ 2] 、RMI( 远程方法调用) [ 3] 。当前应用

程序的设计模式也随之逐渐从传统的 C/S 两层结构转变为基

于组件技术的三层分布式体系结构。

三层分布式体系结构( 图 1) 是将原有传统的两层结构中

的客户端应用分为两部分 , 即客户应用与服务器应用。新的客

户应用负责用户界面和简单固定的业务逻辑 ; 新的服务器应用

中则驻留核心的、易变的、复杂的业务逻辑。这样, 其结构就变

为了( Client + Application Server) /Database Server。

( 1) 客户层 : 负责用户界面及简单固定的业务逻辑。

( 2) 应用层 : 复杂的、可重用的、可共享的业务逻辑。

( 3) 数据层 : 提供对数据库的管理。

采用三层分布式体系结构有着多方面的技术优势 , 包括 :

①逻辑封装性。这是分布式模式中最具诱惑力的特征。当应

用软件的业务逻辑规则发生改变时 , 只需改变一个应用服务器

的程序即可 , 而无须更改客户端用户界面, 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

便于升级、维护。②性能。三层分布式体系结构将复杂的应用

与商业逻辑分离出来 , 由专门的应用服务器来处理 , 大大减轻

了客户机的功能负担 , 既可以提高应用的执行速度 , 又可以减

少网络调用的通信量。③安全性管理。由于大量商业逻辑均

驻留在应用服务器端 , 信息管理部门就可以十分方便地监控服

务器的运行情况 , 可以大大简化管理员对系统的管理 , 减轻系

统维护的工作 , 并确保系统的可靠运行。

2  基于 We b Service 的分布式应用架构

虽然传统的分布式设计模式在当前应用系统的开发中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 , 但是由于它们采用的体系结构和协议均各自

独立和私有 , 结构紧密耦合, 使其并不适用于异构的 Internet /

Intranet环境 ; 另外 , 由于传统组件技术要求动态申请端口, 导

致无法通过防火墙的防护。这些问题都是传统分布式应用系

统所无法解决的。为此 , 基于 Web Service 的设计框架
[ 4, 5]

通过

结合面向组件方法和 Web 技术的优势, 提出了一种新的面向

服务的分布式体系结构 , 如图 2 所示。

Web Service 是一组通过标准的 Web协议( HTTP) 可编程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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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组件的三层分布式应用系统架构



问的 Web 组件。其涉及的相关技术主要包括可扩展标记语言

( XML) 、简单对象访问协议 ( SOAP) 、Web 服务描述语言 ( WS-

DL) 、通用描述、发现与集成( UDDI) 。其中 , XML 是 Web Service

平台中表示数据的基本格式 ; SOAP通过 XML文档形式发送和

接收消息实现异构平台上的不同系统的相互通信和共享数据 ;

WSDL用来描述 Web Service 所完成的功能和 Web Service 所提

供的服务; UDDI用来注册、发布已建立的 Web Service。

从技术角度来看 , Web Service 是对象 /组件技术在 Internet

中的延伸。Web Service 具有完好的封装性、松散耦合、使用标

准协议规范、高度可集成能力等新的特征。Web Service 最突出

的优势就在于它不像传统的组件技术那样依赖特定的对象模型

协议, 如 DCOM, CORBA, RMI 等, 而是利用通用的 Internet 协议

和数据格式来实现服务的访问, 如 HTTP传输协议、XML数据格

式, 从而真正实现应用系统的跨平台、可扩展和易维护性。

3 医疗保险管理系统的改造

3. 1 系统简介

医疗保险管理系统是一个分别应用于社保机构、医保定点

医院、医保定点药店等单位 , 通过社会保险信息网络 , 实现对投

保人员进行统一账户管理、住院管理、结算管理、报销管理等 ,

以及社保局与医院、社保局与药店进行结算和数据交换管理的

分布式应用系统
[ 6]

。整个系统的设计模式采用基于组件的三

层分布式体系结构 , 包括服务器应用程序、客户应用程序和数

据库管理三大部分。服务器应用是在 PowerBuilder7. 0 + Win-

dows 2000 + MTS 平台上开发的 , 以 COM 组件形式实现, 并由

MTS 进行统一有效管理, 主要负责处理大量业务逻辑 , 提供相

应的公共接口 , 供客户应用访问使用; 客户应用则是在 Power-

Builder 6. 5 + Windows 98 平台上开发的, 由用户界面、连接对

象、远程对象的类定义组成 , 通过调用 COM 服务器上的远程对

象, 传递参数 , 并返回结果; 数据库采用 Oracle 7. 0。

3. 2 系统改造

系统中整个中间业务平台即组件事务服务器的开发非常

复杂, 需要实现大量组件 , 供客户应用访问使用。主要包括个

人账户管理、医疗报销管理、统筹管理、社保医院数据交换、社

保药店数据交换、与银行数据传送等。那么, 如果将整个系统

中所设计的这些组件全部抛弃 , 重新设计新的 Web Service 组

件, 将造 成巨大的 人力和时 间的浪 费。为此 , 选 择利 用

Microsoft SOAP Toolkit 3.0提供的一整套 COM对象来实现 COM

组件向 Web Service组件的转换 [ 7] , 这样 , 我们既能够实现原有

组件的重用 , 同时又可以享受到 Web Service 所带来的好处。下

面, 以住院登记组件( register. dll) 为例介绍实现过程。

3. 2. 1 应用层实现 COM组件向 Web Service 的转换

( 1) 设置虚拟目录 ( “d: \webservices \register\”) , 以便用

户可以通过 HTTP 访问到服务相关的服务描述 ( WSDL) 文件

和服务组件描述( WSML) 文件。

( 2) 利用 Microsoft SOAP Toolkit 3.0 提供的 WSDL Genera-

tor 指定 register. dll 中 COM 对象的相应方法( 住院登记) , 生成

与服务相关 的服务 描述 ( WSDL) 文 件和 服务组 件描 述

( WSML) 文件 , 将其改造为对应的 Web服务。

3. 2. 2 客户层实现连接访问

( 1) 创建 Web Service 代理对象 Proxy_register, 指定 WSDL

文件。

( 2) Client 端通过对象 SoapConnection, 连接 SOAP 服务

器, 调用相应的 Web Service。

局部变量 :
 SoapConnection l_soapconn/ /连接对象
 Proxy_register l_proxy/ /代理对象
 Long l_ret
 String l_url, l_proxy_name

程序代码 :
 l_url = " http: / / localhost/ register/ "
 l_proxy_name = " Proxy_register"
 l_soapconn = Create SoapConnection
 l_soapconn. SetOptions( " SoapLog = ～" soaplog. txt ～" " )
 l_ret = l_soapconn. CreateInstance( l_proxy, l_proxy_name, l_url)
 if l_ret < > 0 then
  MessageBox( “出错”“创建实例失败 , 请检查代理对象是否存

在”)
  return
end if
try
 l_result = l_proxy. f_register( ) / /调用住院登记方法
catch ( SoapException e1)
 MessageBox( “出错”“调用服务失败”)
catch ( PBXRuntimeError e2)
 MessageBox( “出错”“调用服务时出现运行时错误”)
catch ( RuntimeError e3)
 MessageBox( “出错”“调用服务时出现不可知错误”)
end try
Destroy l_soapconn

4  总结

本文首先分析了传统的基于组件技术的分布式应用体系

结构的不足 , 然后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 Web Service 的分布式

应用体系结构 , 并实现了从传统的基于组件技术的分布式应用

系统向基于 Web Service 的分布式应用系统的转换。与传统的

分布式应用体系结构相比 , 基于 Web Service 的分布式应用体

系结构不仅能更好地适应现代 Web 应用的飞速发展, 还能更

好地体现面向对象思想, 也更适用于异构平台的 Web 应用系

统的实施与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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