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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分布式中间层 EJB (Enterp rise Java Beans)的研究, 以及对服务器端的业务处理组件 (Session

Beans)和数据组件 (En tity Beans)的开发, 说明 EJB 技术可以为分布式的多层结构提供服务器端的组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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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the study of M iddlew are EJB (En terp rise Jave Bean s) and the developm en t of

session bean s and en t ity bean s of server po rt. It w as exp la ined that the EJB techno logy can

be u sed to p rovide the Bean s model fo r d ist ribu ted arch itectu re of m u lt i2t 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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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 基于客户机ö服务器 (C lien töServer, CöS)结构的应用系统主要有客户端和服务

器端两层。在两层CöS 结构系统中, 客户端包含了大量的数据处理逻辑, 几乎所有的应用逻辑

都在客户端实现, 导致客户端的应用程序越来越复杂, 给开发人员带来了大量的移植工作; 同

时对如此“肥”且节点众多的客户机的维护更是一件庞杂的工作。而服务器端, 由于每个客户端

都必须与数据库保持连接, 且与数据库进行频繁交互, 从而也限制了系统支持的用户数量。因

此广大用户在享受CöS 两层结构带来的便利时, 也承受着越来越大的成本投入和使用与管理

上的麻烦。随着计算机硬件的大幅度降价, 服务器的价格也越来越低廉, 因此两层CöS 结构正

逐渐退出舞台,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分布式多层CöS 结构。

1　多层CöS 体系结构

1)人机交互层。在多层CöS 结构中, 处于第 1 层的是客户端表示层, 与两层CöS 结构中的

“肥”客户端不同, 多层CöS 结构的客户层仅仅是指图形用户界面, 用来实现人机交互和数据

显示, 负责向W eb 层请求应用处理, 如信息的查询、更新等, 它不表示任何应用逻辑。其运行代

码可以从位于中间层的W eb 服务器下载到本地的浏览器中执行, 几乎不需要任何管理工作,

只要W eb 服务器对用户进行身份验证, 就可以用超文本传输协议将结果回送给W eb 浏览器,

予以显示。



2)中间层。可由 1 台或多台服务器组成。中间层可继续细分为W eb 层和应用服务层[1 ]。

W eb 层　由W eb 服务器及其控制下的W eb 服务器扩展构成, 是客户与应用服务层的接

口和中转站。一方面接收浏览器的客户请求, 由W eb 扩展模块对请求的参数解释、重组为请求

信息后, 传送给应用服务器, 将返回的处理结果送至浏览器; 另一方面, 客户可以预设感兴趣的

服务内容, 由服务器主动将信息“推”给客户, 增强信息发布的及时性。

应用服务层　实现核心业务逻辑服务和对数据库的访问等工作, 发出请求信息, 根据服务

要求与资源管理层 (如数据库服务器) 交互, 实现资源的存取和返回应答等功能。可利用多进

程、多线程、动态负载平衡、对象管理等特性, 提供高性能的数据访问和快速响应。该层具有良

好的可扩充性, 可以随着应用的需要任意增加服务器的数目。

3)资源管理层。由数据库系统和已有系统组成, 负责管理应用系统的信息资源。根据应用

服务器的请求进行资源操作, 并将操作结果返回应用服务器。

笔者采用美国 SUN 公司 J 2EE (Java 2 企业版) 集成框架下的多层CöS 结构 (图 1) , 对中

间层 EJB 进行了研究。在J 2EE 集成框架下开发的应用程序不依赖任何特定的操作系统、中间

层和硬件, 只要 J 2EE 的程序设计合理, 只需开发 1 次就可部属到多种异构平台上。J 2EE 还提

供了更为广泛的负载平衡策略, 允许多台服务器集成部属, 这种部属可超过数千个服务器。

J 2EE 集成框架提供的服务简化了应用程序的开发, 其服务包括命名服务、部属服务、事务服务

和安全服务等。

多层CöS 结构实现了客户端、数据、数据处理逻辑的完全分离。与两层CöS 结构相比其通

用性和代码可重用性更好, 并且具有更强的可维护性、更大的灵活性和更高的安全性。总之, 多

层CöS 体系结构非常适合大数据量的商业事务系统, 特别是基于W eb 的应用中, 需要多层Cö

S 体系结构支持瘦客户机及浏览器的快速A pp let 下载。

2　中间层 EJB 的研究

211　组件模型

由于中间层要访问和管理各种各样的资源和数据, 建立这样的中间层往往需要耗费大量

的时间和金钱, 且工作非常复杂。为了部分的简化这项复杂的工作, 应用程序的开发采用组件

模型技术。组件模型是应用类型的软件单元, 它定义了组件的基本体系结构、组件界面结构、与

其他组件及运行环境相互作用的机制等。采用组件模型技术可以简化开发过程, 达到软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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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高层开发、通过工具进行自动化开发等目的。组件模型思想在目前的软件开发界已得到广

泛应用, Java Bean 的客户应用程序、EJB 的服务器端应用组件、W eb 组件、A pp let 和COM + 等

都是组件模型的例子。

212　服务器端的组件模型

由于 J 2EE 的 Java Bean 提供了基于组件的开发机制, 过去几年 Java Bean 已经开发出许

多客户端图形界面组件。一个标准的 Java Bean 是一个客户端组件, 一般是可视化的组件。根

据 Java Bean 的属性方法和对事件的定义, 在设计或运行时可对客户端的 Java Bean 进行操

作, 但 Java Bean 不能被其他客户机程序存取或操作, 而可以在多个应用系统中重用, Java

Bean 不一定要用于C lien töServer 系统。而 J 2EE 的 EJB (En terp rise Java Bean)技术是在 Java

Bean 组件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充的, 可以用于实现服务器端组件的开发。EJB 开发的组件

没有用户界面, 完全位于服务器端, 可以由多个 Java Bean 组成, 是C lien töServer 系统的一部

分; 可以和远程的客户端程序通信, 并提供一定的功能。EJB 技术和 Java Bean 的一个重要区

别是 EJB 提供了网络功能, 因此, 在网络计算环境中组件开发的最好途径是由 EJB 提供服务

器端的组件, 而由 Java Bean 提供客户机端的组件。

213　EJB 的支持平台

EJB 技术的支持平台营造了各种组件的运行环境, 主要控制组件和组件的生存期以及组

件的实例化等, 负责提供较底层的服务, 如初始化, 程序释放, 内存清空以及负载均衡、状态监

测等[2 ]。凡满足 EJB 支持平台条件所开发的组件可以在任何一个支持 EJB 的系统环境中运

行, 还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将应用系统分解: 根据用户当前所需要的功能提供相关的组件; 随

着用户新的需求随时下载新的组件; 用户没有用到其功能的组件可以驻留在服务器上。因此系

统管理员可以很容易地重新配置系统的负载, 通过组合组件就可以得到一个分布式应用系统。

这样, 应用系统的开发人员不需要理解底层的事务处理细节、状态管理、多线程、资源共享管理

以及其他复杂的底层A P I细节。组件开发人员和应用开发人员也不需要实现系统中的一些复

杂的逻辑结构, 因为 EJB 的支持平台已提供了对这些服务的自动管理和控制。开发人员可以

集中精力开发应用系统的核心功能, 开发完之后可以部属在任何支持 EJB 的平台上, 即使该

系统是由不同的开发商提供的, 也不需要重新编译或对代码进行修改。随着需求的改革, 应用

系统可以不加修改地从一个服务器迁移到其他功能更强、更复杂的服务器上。还可以根据应用

需求迅速地修改服务器端的组件, 并与组件在网络中的位置和应用无关。另外, EJB 将应用逻

辑分成可再利用和可扩展的代码段, 开发人员只需在部署时定义Bean s 的事务属性, 而不必开

发代码来管理易于出错的事务边界, 从而大大减少了开发服务器端应用系统的工作量, 提高开

发人员的生产率。

3　服务器端组件模型的开发

本研究采用 EJB 技术来实现服务器端组件模型的开发, 编程采用 Java 2 程序语言, 实现

过程如下。1)组件模型的设计: 在抽象层描述系统中, 组件包括接口、属性及其关联等信息; 2)

组件模型的部属: 根据实际运行环境, 决定组件的分布和组件的实现细节; 3)组件的具体化; 将

逻辑转化为物理连接, 将组件间的连接以代码的形式表示出来; 4) 产生代码: 包括对象的初始

化、对象实例间的链接、链接库指定、以及编译开关的设置; 5)编译、链接、并产生最终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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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业务处理组件的开发

业务处理组件 (Session Bean)主要进行数据存储和数据交换。在客户会话期间, 业务处理

组件是对远程任务请求的响应, 它通过方法的调用, 掌握客户的信息。对于服务器来说, 一个业

务处理组件就代表了相应的单个客户。当客户终止与业务处理组件互操作的时候, 会话终止,

组件也不再拥有状态值, 称之为有状态的业务处理组件; 而一个无状态的业务处理组件并不掌

握客户的信息或者状态。客户能调用组件来完成一些操作, 但是组件只是在方法调用的时候才

知道客户的参数变量, 当方法调用完成以后, 组件并不继续保持这些参数变量, 因此所有客户

无状态的业务处理组件的实例都是相同的, 这样, 无状态的业务处理组件就能够支持多个客

户。系统能够定义一个无状态的业务处理组件, 并将任何业务处理组件指定给任何客户。

业务处理组件的生命周期相对较短, 只有当客户保持会话的时候, 它才是激活的, 一旦客

户退出, 它就不再与客户相联系了; 因此业务处理组件被看成是瞬时的。另外, 业务处理组件也

能用于事务处理, 它能够更新共享的数据, 但它不直接描绘这些共享的数据。

312　数据组件的开发

数据组件 (En t ity Bean s) 主要和数据库打交道, 对数据进行封装和链接, 对数据库中的数

据提供对象的视图。例如, 一个数据组件能够模拟数据库表中一行相关的数据。数据组件是由

主键 (P rim ary key, 唯一的对象标识符) 标识的。通常, 主键与标识数据库中的一块数据 (例如

一个表中的一行)的主键是相同的, 主键使客户能够定位特定的数据块。多个客户能够共享同

一个数据组件, 多个客户也能够同时访问同一个数据组件。数据组件通过上下文来访问或更新

下层的数据, 这样, 保证了数据的完整性。

数据组件能存活相对较长的时间, 并且状态是持续的, 只要数据库中的数据存在, 数据组

件就一直存活, 即使 EJB 支持平台崩溃了, 它也是存活的。数据组件的生命周期能够被支持平

台或者组件自己管理, 如果由支持平台控制数据组件的持续发布, 则不需要编写代码; 如果由

组件自己管理, 就必须写代码, 包括访问数据库的程序代码。

4　结束语

EJB 技术定义了一组可重用的组件, 利用这些组件, 可以像搭积木一样的建立分布式应用

程序。当把代码写好之后, 这些组件就被组合到特定的文件中去。每个文件可有 1 个或多个服

务器端组件, 再加上一些配置参数, 就可以将这些服务器端组件配置到 EJB 支持平台的运行

环境中, 客户通过这些组件的接口, 定位到某个组件上, 由此产生组件的一个实例。这样, 客户

就能够调用组件的应用方法和远程接口。EJB 技术提供了所有典型的中间层服务, 如事务管

理、安全管理、远程客户连接、生存周期管理和数据库连接缓冲等, 它规范了跨平台的、分布式

的和面向对象的组件模型, 加快了服务器端组件模型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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