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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了目前解析>1K文档基本方法的优缺点"并介绍了简单#高效解析 >1K文档的 m$Y$2#$DAXXA)"F’*+"#+2方法$
论述了F’*+"#+2中常用的基本概念#实现步骤"最后用一个实例说明了F’*+"#+2解析>1K文档的实现过程$
关键词!>1KF’*+"#+2解析

?4概述

>1K&+B#+)"’%&+1$2Y@CK$)*@$*+!可扩展标记语言’作

为一种简单#易读的数据表示形式!被看作企业间进行网络

交换数据的最佳格式" 它通过文档类型定义&FJF’或模式!
使数据交换独立于各企业的数据库模式"

解析>1K是>1K应用中的关键一环" >1K文档解析通

常有两种基本方法!即 FG1&FA-@X+)#G%j+-#1A.+&!文档

对象模型’和LI>&L’XC&+I;<,A2>1K! >1K简单I;<’"
?R?FG1方法

FG1是维护和访问>1K文档的应用程序接口&I;<’!它

定义了文档的逻辑结构以及存取和维护文档的方法" 采用

FG1方法进行解析时!>1K解析器读取整个>1K文档!并在

内存中生成一个 FG1J2++&树状表达方式’! 对 FG1J2++
的节点进行添加操作!实现对整个 >1K文档的全面#动态

访问"
优点%概念清晰!结构良好!代码易读"
缺点%由于整个 >1K文档必须一次解析完成!占用较多

的内存空间!解析时间长"
?R6 LI>方法

采用LI>方法进行解析时!>1K解析器产生 LI>事件!
处理LI>事件" 它的特点是不需要遍历整个文件而是用事

件驱动来解析文件"
优点%解析>1K文档的LI>方法!需要的代码量常常少

于FG1的编码量!而且LI>速度快!占用内存空间少"
缺点%LI>的概念不如 FG1直观!代码的易读性不如

FG1!LI>编程的结构性也通常不如FG1"
FG1和 LI>方法各自都有优缺点!而 IC$-(+m$Y$2#$

的F’*+"#+2结合了两者的优点!具有简单#高效#占用内存少

等特点" F’*+"#+2最早出现在 m$Y$2#$的 L#2@#"中!后来随着

L#2@#"的发展以及其公用性而被提到DAXXA)"中独自立项"
F’*+"#+2底层实现的是LI>解析!它通过为 LI>事件提供高

级的接口而大大简化了 LI>方法的解析过程" 该接口隐含

了大量>1K文件处理的复杂技术细节!使开发人员得以集

中精力处理>1K数据!而不是在如何解析文件本身的问题

上花太多的时间" 因此! F’*+"#+2经常被用于解析>1K配置

文件"

64F’*+"#+2中的概念

为了更好地应用F’*+"#+2!需要深入理解三个重要概念%
元素匹配模式!处理规则以及对象栈"
6R?元素匹配模式

为了简化使用!F’*+"#+2通过元素匹配模式来定位要解

析的 >1K元素标签" 如果将 >1K文件结构看作为一颗树!
那么每个标签的匹配模式就是从根元素到这个元素的路径"
下面是一个>1K层次结构的元素匹配模式的例子%
o/ BX&3+2"’A)VW?R8W/ g
o"#@.+)#"g

o"#@.+)#g
4o)$X+gJAXoZ)$X+g
4o-A@2"+gm$3$oZ-A@2"+g
oZ"#@.+)#g
o"#@.+)#g
4o)$X+gNA"+oZ)$X+g
4o-A@2"+g>1KoZ-A@2"+g
oZ"#@.+)#g

oZ"#@.+)#"g
每个标签与相应的匹配模式对应如表?所示"
6R6 处理规则

元素匹配模式用以识别什么时候采取行动!处理规则用

以定义行动的内容" F’*+"#+2预定了很多处理规则!并允许

用户进行 自 定 义!自 定 义 的 处 理 规 则 是 通 过 扩 展 A2*R$]
C$-(+R-AXXA)"R.’*+"#+2RN@&+类来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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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形式上讲!一个处理规则是一个 j$3$类!它扩展了

A2*R$C$-(+R-AXXA)"R.’*+"#+2RN@&+类" 每个处理规则实

现下列的一个或几个事件处理方法&+3+)#X+#(A.’!当相应

的模板匹配成功后!在已定义的某个时刻!这些事件方法会

被触发"

表 ?

标签 匹配模式

o"#@.+)#"g "#@.+)#"

o"#@.+)#g "#@.+)#"Z"#@.+)#

o)$X+g "#@.+)#"Z"#@.+)#Z)$X+

o-A@2"+g "#@.+)#"Z"#@.+)#Z-A@2"+

44&?’ %+*’)&’!在一个匹配元素被识别出后的+开始,时

刻被调用!这个元素的所有属性放在一个数据结构中!并传

递给%+*’)&’"
&6’ %A./&’!当元素的嵌套内容&如子元素’被识别出

时被调用" 在解析的过程中!前后的空白被去掉"
&P’ +).&’!匹配元素的+结束,时刻被调用" 如果子元

素也需要匹配相关的规则!则这些规则的方法需都执行毕!
才能达到该元素的+结束,时刻"

&T’ ,’)’"(&’!解析结束时被调用!以提供给各个规则以

清理临时数据的机会"
在设置 F’*+"#+2时!通过调用 $..N@&+&’方法来注册一

个特定的元素匹配模式以及相应的 N@&+类的实例" 这个机

制允许动态地生成N@&+的实现"
此外!F’*+"#+2还提供一些处理常见情况的处理规则类!

主要有%

! G%j+-#D2+$#+!创建对象实例"

" L+#;2AC+2#’+"!将标签属性&I##2’%@#+’与要创建的对象

的属性相关联"

$ L+#=+B#!设置遇到下一个标签时的动作"

% D$&&1+#(A.!设置当匹配模式被找到时要调用的方

法"

& D$&&;$2$X!设置对应的 -$&&1+#(A.中指定方法所需

要的参数值"
6RP 对象栈

对F’*+"#+2技术最普通的应用!是用来动态创建一个由

m$3$对象构成的树结构" 各对象的属性以及对象间的关系!
是基于 >1K文档的内容来设置的&>1K文档就是一棵树’"
为实现这种应用!F’*+"#+2提供一个对象栈!在匹配模式识别

后激活处理规则操作" 对象栈的基本操作包括%
&?’ -&+$2&’!清空栈的内容"

&6’ C++Y&’!返回对栈顶对象的引用"
&P’ CAC&’!将栈顶对象弹出并返回"

&T’ C@"(&’!将一个新的对象压入栈顶"

对象栈的运行过程如下%当识别出一个 >1K元素的+开

始,时!将相关对象生成并压入栈顶!这个对象在处理该元素

的子元素过程中一直在栈中!当所有子元素都处理完后!解

析器遇到这个元素的+结束,时!则弹出此对象!并进行相关

的处理" 对象可以由处理规则或 F’*+"#+2中的相应方法压

入和弹出对象栈"

P4应用实例
PR?实现步骤

使用F’*+"#+2!通常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 建一个 A2*R$C$-(+R-AXXA)"R.’*+"#+2RF’*+#+2实

例" 一个解析请求完成后!这个F’*+"#+2可以被后面复用"
&6’ 根据需要设置一些配置属性&-A),’*@2$#’A)C2AC+2]

#’+"’!以控制下一步的解析操作"
&P’ 将一个或几个初始对象&’)’#’$&A%j+-#’压入F’*+"#+2

对象栈"
&T’ 注册所有的元素匹配模板&+&+X+)#X$#-(’)*C$#]

#+2)’" 当一个模板从输入文档中被识别出后!与其相联系的

处理规则&C2A-+""’)*2@&+"’被激活"
&5’ 调用.’*+"#+2RC$2"+&’方法!一个 >1K文档的引用

&有多种方式供选择’要传给此方法!并需捕捉处理<G!B-+C]
#’A)#LI>!-+C#’A)或处理过程中抛出的异常"
PR6 实现举例

下面是一个用于配置数据库的 >1K文档!该数据库配

置文件定义了数据库提供商#数据库驱动#主机名#数据库

名#用户名#密码等有关数据库配置方面的参数"
o/ BX&3+2"’A)VW?R8W+)-A.’)*VWMJ:̂ HW/ g
oj.%-g

o3+).+2gG2$-&+oZ3+).+2g
o.2’3+2gA2$-&+Rj.%-R.2’3+2RG2$-&+F2’3+2oZ.2’3+2g
o@2&gj.%-%A2$-&+%#(’)%rBB(%?56?%BB(oZ@2&g
o(A"#g(A"#)$X+oZ(A"#g
o.%)$X+g.%)$X+oZ.%)$X+g
o@"+2)$X+g@"+2)$X+oZ@"+2)$X+g
oC$""_A2.gC$""_A2.oZC$""_A2.g

oZj.%-g
在使用F’*+"#+2之前!需要下载一些类包" 主要有一个

遵循LI>6R8或m$BC?R?的>1K解析器#m$Y$2#$DAXXA)"中

的%+$)@#’&"#-A&&+-#’A)"#&A**’)*等类包" 下面给出采用 F’]
*+"#+2实现解析>1K文档的主体代码"
ZZ导入F’*+"#+2中需要的类声明

’XCA2#A2*R$C$-(+R-AXXA)"R.’*+"#+2RF’*+"#+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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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CA2#A2*RBX&R"$BRLI>!B-+C#’A)$
C@%&’--&$""m.%-F’*+"#+2
)
C@%&’-3A’.2@)&’ #(2A_"<G!B-+C#’A)! LI>!B-+C#’A)
)
4F’*+"#+2.’*+"#+2V)+_F’*+"#+2&’$
.’*+"#+2RC@"(&#(’"’$
ZZ这个规则调用了$..m.%-方法!该方法有 c 个参数

.’*+"#+2R$..D$&&1+#(A.&Wj.%-W! W$..m.%-W! c’$

.’*+"#+2R$..D$&&;$2$X&Wj.%-Z3+).+2W!8’$

.’*+"#+2R$..D$&&;$2$X&Wj.%-Z.2’3+2W! ?’$

.’*+"#+2R$..D$&&;$2$X&Wj.%-Z@2&W!6’$

.’*+"#+2R$..D$&&;$2$X&Wj.%-Z(A"#W!P’$

.’*+"#+2R$..D$&&;$2$X&Wj.%-Z.%)$X+W!T’$

.’*+"#+2R$..D$&&;$2$X&Wj.%-Z@"+2)$X+W!5’$

.’*+"#+2R$..D$&&;$2$X&Wj.%-ZC$""_A2.W!Q’$
ZZ对数据库配置文件j.%-RBX&解析

.’*+"#+2RC$2"+&Wj.%-RBX&W’$
*
ZZ$..m.%-方法

C@%&’-3A’.$..m.%-&L#2’)*3+).+2!
L#2’)*.2’3+2!
L#2’)*@2&!
L#2’)*(A"#!
L#2’)*.%)$X+!
L#2’)*@"+2=$X+!
L#2’)*C$""_A2.’

)

4ZZ获得数据库参数!创建连接

4RRR
*

*

T4结束语
m$Y$2#$DAXXA)"F’*+"#+2作为开放源码的>1K文档解

析I;<!常被用于解析>1K配置文件" 本文中的实例采用F’]
*+"#+2标准I;<进行解析!可以简单#高效地解析 >1K文档"
F’*+"#+2还提供了 N@&+L+#接口!允许用户通过扩展 N@&+L+#]
S$"+类来开发规则集类!使得开发的规则集很容易在其他

应用程序中直接复用$此外!可以使用日志类对 F’*+"#+2规

则集进行调试!方便用户开发解析>1K文档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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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F’*+"#+2$).K@-+)+" (##C!ZZ___ ?̂8QR’%XR-AXZ
.+3+&AC+2_A2Y"Zĵ $3$Z&’%2$2/Zĵ&@-+)+"688PR?6R?cR

6 ;(’&’CCkRm$)+2#" K+$2)’)*$).M"’)*m$Y$2#$F’*+"#+2"
(##C!ZZ___RA)j$3$R-AXZC@%Z$ZA)j$3$Z6886Z?8Z6PZ.’]
*+"#+2R(#X&"688PR?6R?cR

P !2’YL_+)"A)" L’XC&’,/>1K,’&+C2A-+""’)*_’#(#(+m$Y$2#$
DAXXA)"F’*+"#+2" (##C!ZZ___Rj$3$_A2&.R-AXZj$3$]
_A2&.Zj_ ?̂8̂ 6886Zj_ ?̂865̂ AC+)"A@2-+C2A,’&+R(#X&"
688PR?6R?cR

T 1’-($+&1A22’"A)"+#$&R著"陆新年#陆新宇等译">1K揭

密+入门#应用#精通’1("清华大学出版社"688?RQ

%%%%%%%%%%%%%%%%%%%%%%%%%%%%%%%%%%%%%%%%%%%%%%

$

%上接第7?页&

444@)"’*)+.&A)*"’*)$#@2+$ ZZ状态块的识别字段

@)"’*)+.&A)*#$*$ ZZ状态块标志字段!与命令块相

对应

@)"’*)+.-($2-X.U"#"$ ZZ返回的状态标志

*
由于提供了MLSF和EDF两层协议!MLS客户端只是完

成各种命令的解析和封装!这样既简化了驱动程序软件通信

协议的复杂度!又使它与硬件的操作隔离开来!大大简化和

设备通信的工作"

T4结束语

本文利用J1?P88内部集成多种接口的特点!给出一种

通过;D<总线连接<L;?5Q?的硬件设计方案" 在驱动程序的

分层设计中!主要阐述了对<L;?5Q?驱动的实现!上层模块的

操作最后也都是通过调用该层提供的接口来完成的" 本方

案现已实现!当MLS插座接入 MLS设备时!系统能够正确的

检测到设备!读出存储在设备中的音频和视频数据!并且在

监视器上播放!效果良好"

参考文献

?;(’&’C"R<L;?5Q?M)’3+2"$&L+2’$&S@"6R8;D<(A"#-A)#2A&&+2
N+3R8?688P̂ 6R

6 ;(’&’C"RJ1?P88F$#$SAAYR688?R
P MLS1$""L#A2$*+D&$""+S@&YG)&/J2$)"CA2#N+3R?R8
?777̂ 87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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