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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Web Services 的异构空间信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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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异构集成技术正日益成为信息资源管理的一个热点技术。以地理信息共享的应用为背景 , 提出了基于

Web Services 的异构空间信息共享体系结构。通过引入 Web Services 技术架构, 设计了一个异构空间信息共享

系统。该系统可提供各信息源灵活、动态发布自身服务的功能 , 从而为快速构建异构集成系统提供了性能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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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terogeneous integration technology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one of the hot focuses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
agement. Based on the application of geospatial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Web Services technology, we propose and design a het-
erogeneous geospatial information sharing system. The system provides the function of publishing the sources’services flexibly
and dynamically, hence making it possible to construct heterogeneous integration system immedi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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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信息技术涉及卫星通信、航天航空遥感、卫星定位和

地理信息系统等专业领域 , 是快速获取大区域地球动态和定位

信息的重要手段。随着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及通信技术的迅

速发展 , 通过网络实现空间信息共享势在必行。大量的空间信

息源与高速互联网相连 , 为空间信息的获取提供了机遇, 同时

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由于参与共享的这些数据来自不同的

部门、不同的组织, 这些部门和企业使用的信息系统设备型号、

信息存储方式、操作方式、通信方式、信息格式和执行标准以及

信息可视化方式等都各不相同 , 产生了空间信息异构问题 , 使

在异构环境下进行信息交流和共享产生了严重的问题
[ 1]

。

目前 , 针对异构空间信息的特点 , 开发异构空间信息共享

系统主要采用直接法和集成视图法 [ 2] : ①直接法利用数据仓

库、联邦数据库等将空间信息实现物理集成 , 形成具有统一模

式的信息源 , 为用户提供空间信息 , 实现异构空间信息的共享。

该方法的缺点是当异构信息源发生变化 ( 如增添或删除) 时,

集成的信息源中的数据和模式要进行相应的修改 , 会出现信息

更新不及时、重复存储等情况 , 信息源难以维护 , 所以实用性不

高。②集成视图法仍保持空间信息源的分布自治 , 仅增加了一

个虚拟的集成视图以及这个视图与真实信息的映射关系 ; 用户

可以通过虚拟视图直接了解到需要的空间信息的存储位置、存

储方式等情况 , 然后从信息源获取需要的空间信息。这种方法

不需要重复存储大量数据 , 并能保证共享的是最新信息, 适合

高度自治且信息变化快的异构空间信息共享。但是当信息源

发生频繁变化时 , 虚拟视图会变得难以维护。综合以上分析 ,

直接法和集成视图法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为了有效地利

用异构空间信息和现存的处理系统 , 在最大范围内实现资源的

共享和互操作 , 本文提出了基于 Web Services 的异构空间信息

共享解决方案。

1  Web Services 架构

1. 1  有关 We b Se rvic e s 的概念

Web Services 是一套基于 XML 的标准 , 提供了一套全新的

采用统一的方法进行服务的描述、注册、查询的模式, 解决了信

息孤岛问题 , 充分实现了信息的共享 [ 3] 。也可以将 Web Ser-

vices理解为一种部署在 Web 上的对象 ( Web Object) , 以一种

松散的服务捆绑集合形式动态地创建应用 , 是以 XML 为主的、

开放的 Web 规范技术
[ 4]

。

Web Services 的主要目标是通过使用统一标准 , 能够统一

封装数据、消息、行为等, 在无需考虑具体应用环境下让不同系

统跨越平台 , 彼此兼容 , 进行无缝通信和数据共享。Web Ser-

vices实现的功能可以是响应一个简单的请求 , 也可以是完成一

个复杂的商务流程。Web Services 体系结构基于三种角色: 服

务提供者( Service Provider) 、服务注册中心 ( Service Registry) 、

服务请求者( Service Requestor) 之间的交互。交互具体涉及到

服务发布( Publish) 、查找( Find) 和绑定( Bind) 等三种行为 [ 5] 。

Web Services 体系架构模型如图 1 所示。

1. 2  We b Se rvic e s 主要协议 [ 6 ]

Web Services 主要包括三种协议 , 分别为 SOAP, WSDL,

UDDI 协议。应用程序主要是通过 SOAP( 简单对象访问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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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 Web Services; WSDL( Web Service Description Language) 是

Web Services 的描述语言 , 用于描述与一个 Web Services 交互

的消息格式、数据类型、操作、通信协议绑定、服务地址 ; Web

Services 可以通过统一描述、发现和集成( Universal Description,

Discovery and Integration, UDDI) 进行注册 , 各信息源将信息源

的信息以及它们所提供的 Web Services 的信息公开发布
[ 7]

。

下面对这三种协议分别进行介绍 :

( 1) WSDL是一种基于 XML的组件描述标准语言 , 用于描

述服务的内容、服务执行结果以及服务与通信协议进行绑定的

信息, 为服务提供者描述服务提供了统一的标准 , 同时用 WS-

DL描述的服务信息也为用户了解服务、调用服务提供了条件。

WSDL 提供一个抽象的语言 , 利用参数和数据类型来定义被发

布的操作、服务的位置和服务绑定的细节等。WSDL 不依赖于

底层的协议和编码要求 [ 8] 。

( 2) UDDI 规范是基于分布式 Web 服务信息注册的规范 ,

为服务提供者提供一套标准的方法去注册登记相关信息 , 并能

去查询其他服务提供者所能提供的服务 , 使用已经注册的服

务, 分布、全球化地共享信息。它的主要功能是一种发布和发

现 Web 服务信息的办法 [ 9] 。

( 3) SOAP提供了一个简单、轻量的用于在分散或分布环

境中交换结构化和类型信息的机制。SOAP 本身并没有定义

任何应用程序语义( 包括编程模型或特定语义的实现等) 。它

通过提供一个有标准组件的包模型和在模块中编码数据的机

制, 定义了一个简单的表示应用程序语义的机制 , 这使 SOAP

能够被用于从消息传递到 RPC 的各种系统中 [ 10] 。

SOAP 包括三个部分 : 封装结构、编码规则和 RPC 机制。

其中, SOAP封装结构定义了一个整体框架, 用来表示消息中

包含的内容 , 以及处理这些内容、属性的机制 ; SOAP 编码规则

定义了用于交换应用程序数据类型实例的一系列机制 ; SOAP

RPC 机制定义了一个用来表示远程过程调用和应答的协定。

虽然这三个部分都作为 SOAP的一部分一起描述 , 但它们在功

能上是相交的
[ 11]

。SOAP 消息结构如图 2 所示。

2 异构空间信息共享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2. 1  基于 We b S ervice s 的异构空间信息共享框架( 图 3 )

根据前面介绍的 Web Services 技术 , 并结合异构空间信息

的特点以及当前异构空间信息共享技术的发展状况 , 提出了基

于 Web Services 的异构空间信息共享方案。

( 1) 数据层。这部分是系统的最底层 , 同时也是整个方案

的基础 , 主要包括数据源和适配器。数据源通过适配器将自身

所能实现的功能根据 WSDL 标准描述、封装为标准服务 , 并将

服务注册到空间信息 UDDI 注册中心 ; 当系统调用服务时 , 由

适配器负责激活服务 , 实现相应的功能 , 并将结果返回。

图 3 基于 Web Services 的异构空间信息共享系统框架

( 2) 服务层。这部分是方案的核心 , 主要包括 UDDI 注册

中心、SOAP 路由器、信息服务台。信息服务台又包括了信息

服务模型库、请求分解器、结果整合器。UDDI 注册中心记录与

数据源所能提供的各种服务相关的信息 , 并为信息服务台和

SOAP 路由器提供与服务相关的详细资料; 信息服务台负责将

用户需要的共享信息请求分解为一系列针对具体信息源的子

请求 , 然后由 SOAP 路由器负责根据子请求调用具体的服务 ;

调用服务后获得的信息由信息服务台进行整合 , 整合后的结果

传递给统一用户界面。

( 3) 应用层。这部分是方案的最顶层, 负责与用户的交互 ,

主要包括统一界面。通过统一界面 , 用户可以在不需要知道具

体实现细节的情况下提出共享请求 , 经过服务层、数据层处理

后 , 获得经过整理的异构空间信息 , 并最终展示给用户。

2. 2  主要模块功能描述

该集成框架基于 Web Services 技术 , 将数据源的提供信息

的应用按照标准封装成 Web Services 服务 , 然后将服务发布到

UDDI 注册中心 ; 在 UDDI 注册中心中可以获取服务的细节信

息 , 并能通过标准接口调用服务 , 获取需要的空间信息。将提

供信息的应用过程封装为标准的 Web Services 服务 , 采用松散

的耦合方式 , 获取任何信息都可以通过激活对应的服务来实

现 , 服务可以根据要求动态地增添或删除 , 因此这种方法实现

简便 , 使用灵活 , 适于实现异构空间信息的共享。

空间信息源需要共享信息时 , 首先将其能够提供的操作封

装为服务 , 并用 WSDL 对服务进行描述 , 然后将服务用 SOAP

消息发布到 UDDI 注册中心。UDDI 注册中心根据使用范围不

同 , 分为私有注册中心和公有注册中心 , 两种注册中心都可以

支持异构空间信息的共享。

调用服务会激活信息源中的一组操作 , 具体的操作由信息

源制定。服务接口不发生变化 , 服务的具体实现方法的变化不

会影响到服务的调用 , 也不会对信息服务模型产生影响 , 真正

做到表现与实现相分离
[ 12]

。

( 1) 适配器。它的主要功能可以分为两部分 [ 13] : ①描述并

注册服务。在这个功能中 , 适配器将数据源中能够提供的操作

和功能按照标准封装为服务, 然后调用标准的 UDDI API 将服

务注册到 UDDI 注册中心。②当需要服务时自动执行服务 ,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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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服务执行结果返回。

( 2) SOAP路由器。它是实现 Web Services 的关键部件 , 主

要功能可以分为两部分: ①接收由信息服务平台发送来的

SOAP 调用请求 , 根据请求中的信息找出某个 Web Services 适

配器的位置 , 将请求消息传递给指定的适配器 , 由适配器激活

服务, 实现客户调用。②接收由适配器传送的服务执行结果 ,

并将打包为 SOAP 消息形式的结果返回到信息服务平台。

SOAP 路由器是实现 Web Services 的关键部件, 是服务调用和

SOAP 消息的传递核心。

( 3) 信息服务平台。它主要负责信息共享请求的分解和

请求结果的整合
[ 14]

。其中信息共享模型库中存储了大量的信

息共享模型 , 它的主要作用是提供与服务相关的信息给请求分

解器和结果整合器。请求分解器根据 UDDI 注册中心提供的

服务信息和信息共享模型库提供的共享模型将用户的复杂的

共享信息请求进行分解 , 产生与具体信息源相联系的简单子请

求, 简单子请求与独立的数据源上所提供的服务相对应; 由

SOAP 路由器负责将子请求发送给具体的适配器 , 激活信息源

上的具体服务 , 服务执行后的结果返回给信息服务平台中的结

果整合器 ; 结果整合器根据信息共享模型将各个信息源返回的

具体信息进行整理 , 并将整理结果传递给统一界面 , 最终显示

给用户。

( 4) 统一界面。用户可以通过统一界面了解到自己从其他

异构空间信息源所能获得的信息种类 , 并根据需要提出请求 ,

统一界面会将请求打包生成 XML 消息 , 并将消息传递给信息

服务平台。这是统一界面的第一个主要功能。当请求结果由

信息服务平台返回时也被打包为 XML 消息, 统一界面会将结

果格式化显示给用户 , 并且显示的形式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进

行改变。

2. 3 用户获取异构空间信息的工作流程( 图 4 )

图 4 获取异构空间信息流程图

  ( 1) 用户通过统一界面提出请求, 请求分发给信息服务平台。

( 2) 信息服务平台中请求分解器得到请求后会与已有的信息

共享模型进行匹配; 匹配成功后会根据信息共享模型将信息获取

请求分解为一系列子请求, 这些子请求与独立数据源提供的服务

对应。请求分解器将各个服务请求传递给 SOAP路由器。

( 3) SAOP路由器接收到服务请求后 , 根据 UDDI注册中心

中的信息将服务请求递交给具体的适配器。

( 4) 适配器接收到服务请求 , 激活服务, 获取执行后的结

果, 将结果返回给 SOAP 服务器。

( 5) SOAP 服务器中结果整合器将结果打包为 SOAP 消

息, 传回信息服务平台。

( 6) 信息服务平台根据信息服务模型将从不同数据源获

得的结果进行汇总 , 并将汇总结果传递给统一界面。

( 7) 统一界面负责将最终结果展示给用户。

3  结论

随着空间信息的不断增加 , 用户迫切要求对异构空间信息

进行集成。本文在分析了现有空间信息共享机制的基础上 , 应

用 Web Services 技术以及相关标准 , 提出了基于 Web Services

的异构空间信息共享的基本框架。与传统的方法相比 , 本文提

出的方法具有用户使用信息不受地理位置的限制 , 不受用户所

使用的软件系统的限制, 没有明显时间上的滞后等优点 ; 同时

这种方法避免了数据的重复生产 , 避免了大量冗余数据的产

生 , 增强了对以前产生的数据的再利用 , 并且在实际应用中获

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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