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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L‘’结构下如何合理规划客户端应用程序&充分利用客户机资源以满足系统需求&提高系统效率的问

题"分析讨论了RN?1>304和KF?B208G1A混合编程的关键技术#

关键词!RN?1>304 KF?B208G1A 混合编程

#!问题的提出

基于网络和分布式技术的 L‘’(L1GOH01‘’01201)

结构多层分布式系统!以其在性能#管理#扩展等方面

的明显优势成为当今最流行的应用系统结构之一" 如

图#所示!系统的数据逻辑由数据库服务器实现!系统

应用逻辑由中间层的应用服务器实现!而系统的表示

逻辑由304服务器与客户端浏览器共同承担" 在基

于L‘’结构的多层体系中!系统表示逻辑的工作机理

为’用户通过浏览器中运行的界面向 304服务器发出

请求(10fV0H?)!304服务器中相应的 304服务器应

用程序扩展(304H012010]?0NHBGN!如 QDR#R’K/R等)接

收用户的请求并进行分析处理!然后把处理结果以适

合浏览器显示的数据形式响应(10H<GNH0)用户" 在这

种工作模式下的客户端应用程序虽然具有易维护#易

扩展等优点!但因负责实现表示逻辑主要工作的 304

服务器应用程序扩展是运行在 304服务器上!故不能

直接使用系统中众多客户机上丰富的软硬件资源!使

得系统客户访问量增大时 304服务器负载过重!而运

行浏览器的客户机只承担 10fV0H?的发送和 10H<GNH0

显示"

例如!*学生自主学习系统+主要目标是充分发挥

每个学生的特长!使他们能够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根据

自身当前的学习状态选择学习内容和把握学习进度!

基于L‘’的多层分布式体系结构是开发该系统的合理

选择" 在这样的系统中!众多学生通过各自的客户机

与系统交互!在学习过程中!客户机除了利用浏览器提

供输入‘显示界面外!还可能需要使用本地的磁盘文件

(如在模拟练习过程中暂存各练习题的答题结果!待积

累一定的数量后一并提交以降低网络的通信开销和服

务器的响应次数)#打印机(如以可控制的格式打印学

习资料)#甚至启动本地的应用程序(如启动某个编程

环境以完成某编程题练习)" 本文讨论如何通过 RNE

?1>304和KF?B208G1A混合编程来解决这类系统需求的

技术和方法"

图 #!基于L‘’的多层体系结构

& 解决方案

&,#基本思想

60X<UB为基于 304的可视化编程提供了强有力

的环境和工具!RN?1>304和 KF?B208G1A是 60X<UB编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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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下两种功能强大#各具特色的 304应用开发工

具"

RN?1>304是K?Gm0=’GC?O>10用60X<UB实现的基于

组件的304应用开发构架!可用于60X<UB#nYXB]#Qgg

LVBX=01和 i>2>环境下快速#方便地开发交互式 304

应用$#̂ %% " RN?1>304的主要长处是’完全支持所见所

得的开发方式!具有与开发 3BN%&模式下应用程序几

乎同等的设计能力" RN?1>304应用程序有两种模式’

’?>N=KXGN0K<<XBF>?BGN和 304H012010]?0NHBGN(R’K/R

6))或K<>FU0AG=VX0!见图&)" RN?1>304集成了一个

小巧的U??<’01201!使开发人员可以在60X<UB编程环境

内便捷#稳定地调试’?>N=KXGN0K<<XBF>?BGN!一旦调试

成功就可方便地将其转换为 304H012010]?0NHBGN并

部署 到 304服 务 器 中" 但 304H012010]?0NHBGN以

R’K/R方式运行在304服务器应用程序的进程空间内!

故较难充分利用客户机的资源"

图 &!304H012010]?0NHBGN模式的RN?1>304应用程序

KF?B208G1A是 封 装 了 60X<UB8G1A的 KF?B20*组

件!可以在任何支持 KF?B20*的应用程序中使用!包括

支持KF?B20*的浏览器" 当浏览器运行某个KF?B208G1A

时!首先检查是否已经下载到本地!若是第一次运行或

该KF?B208G1A的版本已经更新!则先从服务器下载!否

则就直接运行" 可见!KF?B208G1A是下载后驻留在客

户机上并在客户机器上运行的!因此 KF?B208G1A能够

像任何本地进程一样方便地访问客户机上的各类资

源" 但纯粹采用KF?B208G1A技术开发的客户端应用程

序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等缺点"

若能根据具体应用的特征!从功能和结构上对客

户端应用程序进行合理的划分!让其与应用服务器密

切相关的部分采用 RN?1>304技术实现运行在 304服

务器端!而与客户端资源访问密切相关的部分采用KFE

?B208G1A技术实现运行在客户机" 两种技术混合应用

以达到充分发挥各自的长处#克服各自的不足的目的"

&,& KF?B208G1A嵌入RN?1>304的技术

两种技术混合编程的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解决

如何将KF?B208G1A嵌入到RN?1>304中使其能够访问客

户机资源"

首先!根据客户端应用程序的功能划分!新建一个

’?>N=KXGN0K<<XBF>?BGN类型的 RN?1>304项目(不妨取

名为 R3*,=<1)!在该 RN?1>3048G1A中进行设计客户

界面#实现数据表示逻辑中适合在 304服务器端运行

的各部分的功能" 在设计客户界面时!预留以后集成

KF?B208G1A所需要的布局空间"

接着!创建一个 KF?B20*)B41>1Y项目(不妨取名为

R3KF?B208G1A,=<1)!在 该 项 目 中 加 入 一 个 KF?B208G1A

组件!在该 KF?B208G1A组件中设计实现客户端应用程

序中需要访问客户机资源的界面及相应的功能" 编译

该项 目 生 成 R3KF?B208G1A,GF]

组件 后!打 开 /1GT0F?M30460E

<XGYA0N?9<?BGNH对 话 框! 在

.>1@0?=B1#.>1@0?;:)和 -.+)

=B1编辑框中填写与发布相关的

路径 值!再 用 /1GT0F?M30460E

<XGY发布此 KF?B208G1A(通常的

发布 位 置 为 嵌 入 此 KF?B208G1A

的RN?1>304应用程序所在的文

件夹!而R3KF?B208G1A,GF]最后将复制到该文件夹!故

上述.>1@0?=B1#.>1@0?;:)和 -.+)=B1的值一般应依

次设置为*,l+#*,‘+和*,l+)" 发布过程将生成文件

R3KF?B208G1A,U?AX!该文件含有两项与KF?B208G1A嵌入

RN?1>304相关的重要信息’

FX>HHB=P\FXHB=’&"$&cLJ8̂ J&dd 5̂%K#̂ bLc7^

K&Q75b&J&J&$\

FG=04>H0P\,‘R3KF?B208G1A,GF]a201HBGNP#!$!

$!$\

最后!回到RN?1>304K<<XBF>?BGN8G1A设计时预留

的位置!添加一个R3KF?B20*组件并调整其大小与要嵌

入的 KF?B208G1A相符!将该 R3KF?B20*组 件 的 QX>HHR6

和QG=0L>H0属性设置为上述提及的 R3KF?B208G1A,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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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中FX>HHB=和FG=04>H0的相应值!经编译#调试通过

后!转换成 304H012010]?0NHBGN" 再把 R3KF?B208G1A,

GF]复制到嵌入它的 RN?1>304应用程序所在的目录!

并把该目录设置成 304服务器的虚拟目录即完成发

布" 当该RN?1>304应用程序在304服务器上运行时!

嵌入的KF?B208G1A将被下载安装到客户机并在客户机

上运行!这样就实现了系统表示逻辑的一部分在 304

服务器上运行!而另一部分在客户机上运行的目的"

&,% RN?1>304与KF?B208G1A通信技术

RN?1>304与KF?B208G1A混合编程的另一个关键问

题是如 何 实 现 两 者 的 通 信" 因 为 RN?1>304运 行 在

304服务器上而 KF?B208G1A运行在客户机!所以可以

利用远程方法调用机制来实现两者间信息传递"

以*学生自主学习系统+为例!在用 RN?1>304技术

设计的304页面 R38G1A#中!组件 .>4X0#关联的数据

表记录具有*学习主题+#*参考文献+等字段!为了便

于学员在需要时能够在客户端打印机上打印当前学习

主题(设显示在R36L+0AG#组件中)及其相关的参考

文献目录!在 KF?B208G1A设计时设置一个 .:BFUJ=B?组

件:BFUJ=B?#用于暂存和打印这些信息" 为此!在设计

KF?B208G1A时!必须利用 jB0OM.Y<0)B41>1YJ=B?G1扩展

KF?B208G1A的对外接口 RR3KF?B208G1A*!即在 RR3KF?B20E

8G1A*中增添一个可供嵌入该 KF?B208G1A的 RN?1>304

应用程序调用的远程方法K==.G:BFUJ=B?!并加以实现’

<1GF0=V10.R3KF?B208G1A*,K==.G:BFUJ=B?( FGNH?

>+H@’ 3B=0’?1BN@)&

40@BN

!:BFUJ=B?#,.0]?’P>+H@&

0N=&

另一方面!在用 RN?1>304技术设计的 304页面

R38G1A#中! 编 写 在 浏 览 器 内 执 行 的# 调 用 K=E

=.G:BFUJ=B?()方法的 i>2>’F1B<?代码" 例如!我们希望

双击显示在 R36L+0AG#组件中的*学习主题+时!就

能够将该*学习主题+及其相关的*参考文献+复制到

客户端的 :BFUJ=B?#,.0]?中!则可按如下所示编写 RNE

?1>304的304页面R38G1A#的 9N:0N=01事件处理代

码’

<1GF0=V10.R38G1A#,R3K<<8G1A:0N=01(’0N=01’

.94T0F?)&

40@BN

!R36L+0AG#,’F1B<?J20N?H,QX0>1&

!OB?UR36L+0AG#,’F1B<?J20N?H,K==(eGN64XQXBFh

e) =G

!!40@BN

!!!J20N?QG=0,QX0>1&

! ! ! J20N?QG=0,K==( eR3KQ.RjJ*#,K=E

=.G:BFUJ=B?(\eg

!!!e学习主题’eg.>4X0#,8B0X=LYI>A0(e学习

主题e),KH’?1BN@gelNeg

!!!e参考文献’eg.>4X0#,8B0X=LYI>A0(e参考

文献e),KH’?1BN@ge\)& e)

!!0N=

!0N=&

需要注意 3KQ.RjJ*#是大小写敏感的!而方法名

K==.G:BFUJ=B?的大小写是无所谓的" 信息一旦复制到

客户端!就可方便地调用 :BFUJ=B?#,/1BN?方法进行本地

打印了"

%!结束语

实践表明!利用 RN?1>304和 KF?B208G1A混合编程

技术!能够在几乎没有削弱 L‘’模式原有优点的前提

下!较好地解决L‘’应用模式下客户端本地打印#临时

目录及文件的建立等问题!有利于充分利用系统资源!

提高系统的整体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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