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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DCOM的领域数据访问中间件的研究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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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间件的发展为数据访问提供了新的途径。DCOM作为一种常用的分布式对象标准，其对数据 

访问的方法非常重要。结合领域数据特点，提出了一个基于DCOM的领域数据访问的中间件模型，并给 

出了具体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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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醴嘣 ：The develo~nent ofMiddleware provides aI删 approachfor dataac‘娜 ．As a COil-ration distributed 0bject stardald，DCOM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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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dlew~e based On DCOM，and gives its imp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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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在分布式系统中，重要的数据都集中存放在数据服 

务器中，它们可以是关系型、复合文档型、具有各种存放 

格式的多媒体型，或者是经过加密或压缩存放的。而且 

随着分布式应用的不断发展，多数据源集成与数据访问 

透明性问题已变得越来越重要。一般来说，人们要求数 

据集成系统必须具有可扩展性 ，可以实现数据源的“即 

插即用”，这些都是传统的数据集成技术难以实现的。 

软件中间件可以通过提供在网络上互相通信的构 

件标准机构来构造应用。其中数据访问中间件就是为 

了实现网络上虚拟缓冲存取、格式转换、解压等，为客户 

端或其他业务服务中间件提供数据访问通道，从而达到 

在分布式网络环境中能透明访问异构数据库资源。它 

主要考虑数据访问的透明性、响应性能和安全性问题。 

基于分布式对象技术的中间件能比较好地实现紧 

耦合方式下软构件运行的支撑环境问题。尽管构件技 

术和分布式对象技术的兴起为软件复用和集成提供了 

开发途径，但是由于领域数据表现 的差异降低了这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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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访问中间件的复用性。 

2 DCOM及其运行机制 

DCOM是以 Microsoft和 DEC为主提出的分布式对象 

模型，它源于 DDE(动态数据交换)，历经 DDE，OLE，COM 

发展而来的，COM是它的基础。IX：OM是 COM在网络上 

的扩展，它采用了分布式基础对象模型，从根本上消除 

了本地和远程对象的差别。在 DCOM环境中位于某一 

网络上的COM对象能与另一网络上的COM对象进行通 

信，其底层通信机制是 RPC，并支持多种通信协议，如 

TCP／IP，IPX／SPX，HTYP等。其整体结构如图l所示。 

客户)—一I运行时 DCOM 

协议栈 J I 协议栈 

DCOM网络协议 

图1 DCOM的整体结构 

DCOM有以下技术特点： 

·语言无关性。因为 DCOM是 COM的扩展，所以它 

延续了 C0M的这个特性。 

·可扩展性。DCOM提供了许多能够增强应用程序 

的可扩展性，如对称的多进程处理、灵活的配置、版本化 

功能的发展。 

·安全性。DCOM使用了Windows NT提供的扩展的 

安全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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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平衡。DCOM为了使负载平衡而提供几种不 

同的技 术：平 行配 置、分 离关 键构件 和 连续 进 程 的 

Pipelining。 

·协议无关性。DCOM提供了所有无连接和面向连 

接的协议的一个安全性框架。 

·容错性。DCOM在协议级提供了对容错性的一般 

支持 

3 领域数据访问中间件的概念模型 

由于各领域数据存在很大的差异性 ，所 以领域构件 

开发都要 围绕着 自己领域数据进行。实际上即使是同 
一 领域的数据在形式上也是有一定的差别的，所以要想 

开发出具有高复用性的大粒度构件是比较 困难的。如 

果仅仅是将数据进行简单的对象包装处理显然是难以 

满足要求的，而以领域数据为中心的领域数据访问中间 

件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途径，同时同一领域数据也 

存在一致性，这也使得领域数据访问中间件的开发成为 

可能。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领域数据访问中间件要 

达到以下的基本 目标 ：①能屏蔽各种数据源的差异。② 

能提供一致的数据访问接 口，实现统一的数据表示。 

由此 目标我们设计出领域数据访问中间件的概念 

模型，如图2所示。其中数据转换器就是为了实现多种 

数据源的屏蔽功能，它把各种数据源转换成领域数据视 

图。领域数据视图是根据各领域数据的具体特征，设计 

出符合这一特征的数据表示形式。映射方法是定义了 

具体数据库与领域数据视图的关系。领域数据访问 中 

间件底层为领域构件提供一致的访问接 口。 

4 基于 D()C)M的领域数据访问中间件在农 

业专家系统开发平台中的实现 

在开发农业专家系统平 台时，我们就遇到了农业数 

据表示的多样性，而且数据源也多种多样。为了能屏蔽 

数据源的差异性 ，为用户提供一致 的访问接 口，我们采 

用了领域数据访 问中间件。由于农业专家系统开发平 

台一直是在Windows环境下开发和运行的，再结合前面 

对 DCOM运行机制的分析，我们采用了 DCOM技术来实 

现领域数据访问中间件。 

4．1 实现环境 

Visual C++是当前设计开发 DCOM构件最有效的工 

具，对 DCOM技术的支持也是最完善的，因此在具体实 

现中我们采用了 Visual C++。另外为了提高运行速度 ， 

减少程序运行代码，没有采用 MFC框架。 

4．2 系统结构 

在实现中我们把基于 DCOM的领域数据访 问中间 

件分为四个部分 ：数据访问构件、领域数据视图、数据转 

换器和映射方法。其系统结构如图3所示。 

数据源I l数据源 

领域数据访问中间件的底层 

领域构件{ I领域构件 

图 2 领域数据访问中间件 

的概念模型 

数据访问构件 

——_r一  
领域数据视图 

——丁一  
数据转换器 

映射 方法 

DBC／关 系数据 

图 3系统结构图 

4．3 具体实现 

(1)领域数据视图。它表示对领域内数据的描述。 

它将不同数据源的数据表示成统一的数据视图，这样方 

便数据访问构件为应用提供一致的访问接 口。它是在 

对领域数据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2)数据访问构件。它为应用提供统一的接 口，它 

访问的是领域数据视图。这样只要领域数据视图不变， 

其提供的接 口也不会变。在实现 中我们采用 了 Visual 

c++AT【J(活动模板)。其连接接口如下： 
IDataSe~ OpenTABLE(BSTR bstrTable，BOOL bSucc)； 

IDataSet~SQLQuery(BSTR bstrSQL，BOOL bSucc)； 
IDataSe~ Fetch(BSTR b~rResuhRow，BOOL bFinishAl1)； 

(3)映射方法。它是比较领域数据视图与具体数据 

库的特点而建立起来的对应关系。如果系统需要新的 

数据库，只要在映射方法中增加一条映射规则，不需要 

改变领域数据视图，当然也就不用改变数据访 问接 口， 

这样用户使用系统时就感觉不到有任何变化。 

(4)数据转换器。它是根据映射方法，将具体的数 

据库转换成领域数据视图。其主要接口如下： 

rrran 一TransDa~(BSTR bstrSom~，BSTR bstrDest，BOOL bSucc)； 

5 小结 

领域数据访问中间件不仅实现对数据的屏蔽 ，而且 

提供了统一的数据表示，使得具体数据库的表示形式对 

用户透明，从而提高构件的复用性。同时基于 DCOM的 

体系结构也使得系统的扩展和集成更加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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