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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i>2>类对象的持续性是通过对象的系列化$’01B>XBZ>?BGN%过程来完成的"但默认的系列化方式只能处理非

?1>NHB0N?和非H?>?BF型成员字段# 本文则探讨了如何通过自定义系列化方式来完成对 ?1>NHB0N?和 H?>?BF型成员字

段的系列化#
关键词!虚拟机 持续性 系列化 本地方法

!! i>2>虚拟机(ij+)中的对象通常是随生成该对

象的程序终止而消失!当不存在对象的引用时!i>2>虚

拟机中的自动垃圾收集器(@>14>@0FGXX0F?G1)就会回

收分配给该对象的内存空间" 我们如何保存整个对象

呢. 要完成这个任务!通常情况下就要分别写入对象

的每个成员字段的数值!然后在将来的某个时刻!再将

写入的每个成员字段的数值读出并指定给某个对象!

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利

用对象的持续性!持续(<01HBH?0NF0)就是对象记录自

己的状态以便将来有再生的能力!对象的持续性允许

对象的存在时间比作为其宿主机的 ij+更长" 在 i>E

2>中对象的持续是通过对象的系列化(’01B>XBZ>?BGN)

过程来完成的!系列化过程就是对象通过写出描述自

己状态的数值来记录自己!系列化过程的主要任务是

写出对象实例字段的数值!如果字段是另一对象的引

用!则引用的对象也要系列化!这一过程是递归进行

的$#% " 系列化的条件是只有实现了 ’01B>XBZ>4X0或 J]E

?01N>XBZ>4X0接口的对象才能成功地系列化" 在实现了

’01B>XBZ>4X0接口的可系列化对象中!并不是所有成员

字段都能被系列化!其中标记有?1>NHB0N?#H?>?BF关键字

的成员字段在默认条件下是不能被系列化的" 本文则

探讨在i>2>类定义中使用关键字 ?1>NHB0N?#H?>?BF的意

义和被 标 记 为 ?1>NHB0N?#H?>?BF的 成 员 字 段 如 何 被 系

列化"

#!关键字?1>NHB0N?!H?>?BF的意义

通常情况下!对象中的某些成员字段是不能被系

列化的!比如用来保存文件对象句柄或窗口对象句柄

的整数!它们只有在本地方法(I>?B20+0?UG=)面前才

有意义!如果以后重新装载一个对象或将其传到一台

不同的机器!这样的信息保证是没有意义的" 事实上

假如这些成员字段使用了错误的值!完全可能造成本

地方法的崩溃" 对此i>2>提供了一种便利的机制!可

有效保障此类成员字段不会以默认的方式系列化!即

用关键词 ?1>NHB0N?将其标识即可" 另外 H?>?BF标记的

成员字段对于一台 ij+来说是全局性数据!因此用单

一的对象实例进行传送它是没有意义$&% " 相反当接收

方ij+在最初加载类文件时!类中 H?>?BF成员字段都

能被正常初始化的" 所以默认条件下!对象中被标记

为?1>NHB0N?#H?>?BF的成员字段是不被系列化的" 这个

机制可让程序员有机会决定类中那些成员字段是不可

以系列化"

&!对象中?1>NHB0N?!H?>?BF成员字段

的系列化方式

虽然在实现了 ’01B>XBZ>4X0接口的可系列化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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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被标记为?1>NHB0N?#H?>?BF的成员字段在默认条件下

是不能被系列化的!但我们参考i>2>&的T>2>‘BG‘’01BE
>XBZ>4X0,T>2>#T>2>‘BG‘94T0F?9V?<V?’?10>A,T>2>#T>2>‘
BG‘94T0F?RN<V?’?10>A,T>2>等 K/R文 档 时 就 可 以 发 现

(虽然接口T>2>,BG,’01B>XBZ>4X0只是一个可系列化的标

记!并没有包含任何方法)!i>2>也给出了代替默认系

列化方式的行为!那就是让某一给定的类实现以下两

个方法’
<1B2>?02GB=O1B?094T0F?(T>2>,BG,94T0F?9V?<V?E

’?10>AGV?) ?U1GOHR9J]F0<?BGN&
<1B2>?02GB=10>=94T0F?(T>2>,BG,94T0F?RN<V?’?10>A

BN) ?U1GOHR9J]F0<?BGN! QX>HHIG?8GVN=J]F0<?BGN&
来代替默认的系列化方式!当我们通过 T>2>,BG,

94T0F?9V?<V?’?10>A中的’
<V4XBFCBN>X2GB=O1B?094T0F?(94T0F?G4T) ?U1GOH

R9J]F0<?BGN方法来写该类对象时便会调用该类同名私

有方法’<1B2>?02GB=O1B?094T0F?(T>2>,BG,94T0F?9V?<V?E
’?10>AGV?) ?U1GOHR9J]F0<?BGN来进行对象的系列化

操作" 同样当我们通过 T>2>,BG,94T0F?RN<V?’?10>A中

的’
<V4XBFCBN>X94T0F?10>=94T0F?( ) ?U1GOHR9J]F0<E

?BGN! QX>HHIG?8GVN=J]F0<?BGN来读该类对象时也会调

用该类中同名私有方法’<1B2>?02GB=10>=94T0F?(T>2>,
BG,94T0F?RN<V?’?10>ABN) ?U1GOHR9J]F0<?BGN!QX>HHIG?E
8GVN=J]F0<?BGN来进行对象的反系列化操作" 这样类

中标记为?1>NHB0N?#H?>?BF的成员字段我们就可以在这

两个方法中进行系列化的处理" 但在使用这两个方法

时要注意以下问题’在 <1B2>?02GB=O1B?094T0F?(T>2>,
BG,94T0F?9V?<V?’?10>AGV?)方法中!应该在用标准 94E
T0F?9V?<V?’?10>A方法来写任何自己定义的数据之前

先调用 =0C>VX?31B?094T0F?( )方法!即使没有要通过缺

省机制进行系列化的数据!这将保证与希望利用默认

系列化选项以后的版本相兼容" 同样在 <1B2>?02GB=
10>=94T0F?(T>2>,BG,94T0F?RN<V?’?10>ABN)方法中!应该

在用标准 T>2>,BG,94T0F?RN<V?’?10>A方法来读任何自

己定义的数据之前先调用 =0C>VX?:0>=94T0F?( )方法!
即使没有要通过缺省机制进行反系列化的数据!这将

保证与希望利用默认系列化选项的以后的版本相兼

容" 具体内容可参考后面的程序实例"

%!?1>NHB0N?!H?>?BF成员字段系列

化和反系列化的实例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具体实例来说明上述操作" 类

定义如下’
FX>HH+YQB1FX0BA<X0A0N?H’01B>XBZ>4X0
0
<1G?0F?0==GV4X0]!Y!1>=BVH&
<V4XBF+YQB1FX0(=GV4X0]!=GV4X0Y!=GV4X01>=BE

VH)
0
!?UBH,]P]&
!?UBH,YPY&
!?UBH,1>=BVHP1>=BVH&
1
<V4XBF4GGX0>NBH3B?UBN(=GV4X0]!=GV4X0Y)
0
!10?V1N(?UBH,]̂ ])"(?UBH,]̂ ]) g(?UBH,Ŷ Y)

"(?UBH,Ŷ Y) [P1>=BVH"1>=BVH&
1
<V4XBF’?1BN@?G’?1BN@()
0
!10?V1N\]P\g]g\&YP\gYg\&1>=BVHP\g

1>=BVH&
1

1
FX>HH+G10QB1FX00]?0N=H+YQB1FX0
0
<1B2>?0?1>NHB0N?=GV4X01>=BVH’fV>10=&
<1B2>?0?1>NHB0N?BN?B=&
<1B2>?0?1>NHB0N?’GFh0?HGFh0?&
<1B2>?0H?>?BFBN?@XG4>XR=&
<1B2>?0HYNFU1GNBZ0=H?>?BFBN?@0?R=()
0
!10?V1N@XG4>XR=gg&
1
<V4XBF+G10QB1FX0(=GV4X0]!=GV4X0Y!=GV4X01>E

=BVH!’?1BN@UGH?!BN?<G1?) ?U1GOHR9J]F0<?BGN
0
!HV<01(]!Y!1>=BVH)&
!1>=BVH’fV>10=P1>=BVH"1>=B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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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0?R=()&
!HGFh0?PN0O’GFh0?(UGH?!<G1?)&
1
!<V4XBF4GGX0>NBH3B?UBN(=GV4X0]!=GV4X0Y)
0
!10?V1N(?UBH,]̂ ])"(?UBH,]̂ ]) g(?UBH,Ŷ Y)

"(?UBH,Ŷ Y) [P1>=BVH’fV>10=&
1
<V4XBF’?1BN@?G’?1BN@()
0
!10?V1N\]P\g]g\&YP\gYg\&1>=BVHP\g

1>=BVHg\&1>=BVH’fV>10=P\g1>=BVH’fV>10=g\&B=
P\gB=g\&HGFh0?P\gHGFh0?&

1
‘‘<1B2>?02GB=O1B?094T0F?(94T0F?9V?<V?’?10>A

G4T0F?9V?) ?U1GOHR9J]F0<?BGN
‘‘<1B2>?02GB=10>=94T0F?(94T0F?RN<V?’?10>AG4E

T0F?RN) ?U1GOHR9J]F0<?BGN!QX>HHIG?8GVN=J]F0<?BGN
1
类+YQB1FX0实现了’01B>XBZ>4X0接口!但类+YQB1FX0

中没有 ?1>NHB0N?#H?>?BF成员字段" 类 +G10QB1FX0继承

于+YQB1FX0类!所 以 它 也 是 可 系 列 化 的" 我 们 在 类

+G10QB1FX0中加入一些 ?1>NHB0N?#H?>?BF成员字段!如’
1>=BVH’fV>10=只是为了计算的方便!@XG4>XR=是全局

性数据!B=是一个ij+ V̂NBfV0标识!同时我们也加入

了一个’GFh0?类对象 HGFh0?!类 ’GFh0?是不可系列化

的!所以以上数据分别加上?1>NHB0N?#H?>?BF标记"
<1B2>?02GB=O1B?094T0F?()方法的实现为’
<1B2>?02GB=O1B?094T0F?(94T0F?9V?<V?’?10>A G4E

T0F?9V?) ?U1GOHR9J]F0<?BGN
!0
! G4T0F?9V?,=0C>VX?31B?094T0F?()&
! G4T0F?9V?,O1B?094T0F?(HGFh0?,@0?RN0?K==10HH

())&
! G4T0F?9V?,O1B?0RN?(HGFh0?,@0?/G1?())&
!1
在语句 G4T0F?9V?,=0C>VX?31B?094T0F?( )中!我们利

用默认系列化机制将类+YQB1FX0中的数据成员系列化

了!由于类+G10QB1FX0中的 1>=BVH’fV>10=可通过 1>=BE
VH计算出!B=是一个标识!它们都没有必要传送!接下

来只要将HGFh0?的R/地址和端口号写入即可"

<1B2>?02GB=10>=94T0F?()方法的实现为’
<1B2>?02GB=10>=94T0F?(94T0F?RN<V?’?10>A G4T0FE

?RN) ?U1GOHR9J]F0<?BGN!QX>HHIG?8GVN=J]F0<?BGN
!0
! G4T0F?RN,=0C>VX?:0>=94T0F?()&
! 1>=BVH’fV>10=P1>=BVH"1>=BVH&
! B=P@0?R=()&
! RN0?K==10HH>==10HHP(RN0?K==10HH)G4T0F?RN,

10>=94T0F?()&
! BN?<G1?PG4T0F?RN,10>=RN?()&
! HGFh0?PN0O’GFh0?(>==10HH!<G1?)&
!1
我们首先调用 G4T0F?RN,=0C>VX?:0>=94T0F?( )语句

使用默认反系列化机制来对所有非 ?1>NHB0N?#H?>?BF成

员字段进行反系列化!这样就得到 ]!Y!1>=BVH的值!然

后计算1>=BVH’fV>10=!分配一个新的B=!再按写入的顺

序读出 HGFh0?的 R/地址和端口号!生成 HGFh0?" 这样

就完成对类中?1>NHB0N?#H?>?BF成员字段的系列化过程!
具体见所附程序’94T0F?’?10>A.0H?,T>2>所示" 示例中

的HGFh0?连接的是美国科罗拉多洲博尔德市的国家标

准与技术研究所的时间服务器上!它的UGH?P\?BA0̂
K,?BA0C10f,4X=1=GF,@G2\!<G1?P#%"

5!总结

上面我们通过具体实例介绍了如何通过自定义方

法来代替默认系列化机制实现 ?1>NHB0N?#H?>?BF成员字

段的系列化和反系列化的方法" 实现该过程的重点是

两个私有方法’<1B2>?02GB=10>=94T0F?()和<1B2>?02GB=
O1B?094T0F?()的实现" 当然这两个方法的意义不仅在

于可以实现类中 ?1>NHB0N?#H?>?BF成员字段的系列化和

反系列化!也可以对类中敏感数进行加密和解密(另文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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