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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模式在电子商务交易网站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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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设计模式已经成为面向对象软件开发领域中的一个热门话题# 本文从现实出发引入设计模式的概念和一些有

关模式的定义"分析比较了模式和框架的异同# 最后用实例说明了如何应用设计模式"使软件具备良好的可靠性$可扩展性$
可复用性和可维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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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面向对象的系统开发数量的增加!我们会注意到有

越来越多相似的结构出现" 这并不令人惊奇#软件解决的是

确定领域的问题!当两个不同的系统要解决类似的问题时就

会有相似的内部结构" 对这些功能相似的$通用的结构模块

进行抽象总结而成的就是设计模式" 简言之!一个设计模式

就是对象%类&的集合!它具有解决某一类特定问题的功能!
而且是解决这类问题的最优方案" 应用设计模式可以使软

件具备良好的可靠性$可扩展性$可复用性和可维护性"
设计模式是软件工程师设计开发软件经验的总结!是一

种专家知识"
下面是有关设计模式的不同定义#
%.& 每个模式都是由三部分组成的规则" 它们表达了

特定环境$问题和解决方案之间的一种 关 系 %>?!#%<9*@
&%5&"

%0& 一个模式是由三部分组成的规则" 这个规则描述

特定环境$特定系统作用力以及特定软件配置之间的关系!
其中特定系统作用力可以在特定环境下反复出现!并且特定

软件配置 可 以 是 特 定 系 统 有 能 力 解 决 自 身 存 在 的 问 题"
%A?B935$%#&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们已经越来越习惯享受它所提供

的巨大便利!足不出户!只靠鼠标的轻轻点击就可在网上实

现轻松购物!这几乎已经成为我们所熟知的广告词" 0//C 年

初!我们在基于 D969及 D4" 技术的电子商务网站的开发中!
用到了一些成熟的设计模式!如观察者模式$遍历器模式和

代理模式等" 正是由于采用了这种基于设计模式的对象建

模方法!提高了软件的通用性!并为将来的代码复用打好了

基础"

0-框架和模式的比较

框架是一套详细而精确的类!类与类之间功能各异!彼

此调用!相辅相成!形成了对某一类重现问题的可重用$易扩

展的解决方案" 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框架经常是相对于

某一特定平台来讨论的" EF>在 GH9##’9#I中的实现是一个

框架!>2AJ!是一个框架!D969J%9* 也是一个框架" 在实际

的情况中!我们可以通过派生框架类的子类和组织框架类的

实例为一特定的应用程序定制框架"
框架是特定于某一应用领域的!它依据不同的平台呈现

出不同的表现形式!有时两个貌似不同的框架也许完全出于

同一种设计模式!模式相对于框架就更加抽象!可以用到任

何一种应用当中" 框架可以由程序设计语言编写!不仅可以

被学习!还可以直接执行和复用" 对于模式只有它的实例可

以用代码体现" 框架包含模式!一个框架可以看成是一个或

多个设计模式解决方案的物理实现!而模式用来指导如何实

现这个方案" 框架的存在形态是特定于某一环境$某类模式

的可执行软件!就像我们熟知的 !"9()%公司的 G85,84!就是

一个有名的实现EF>模式的框架" 而设计模式是软件开发

经验的总结!它是一个概念!是一个逻辑实体"

C-模式的应用

C?. 234%56%5%观察者&模式的应用

234%56%5模式是设计模式的一个代表之作" 它的目的是

定义对象间的一种一对多的关系" 即当一个对象改变时!所

有依赖于它的对象都会接到通知并且自动更新"
网上商店与传统的面对面交易有所区别!它强调要充分

利用互联网的便利性" 为使商品交易更具人性化!给用户购

物提供最大的便利性!每当有新品上架时都要通知给会员!
这也是会员所享有的一种服务" 相应的代码如下#
",3#$((#944"5:&,(8KJ%<8%*&4234%5693#%’

"5$698%G85$*L*9H%M(()
",3#$(7*4%58%&’
******)NN形成新品插入数据库的 4+#语句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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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的插入操作

4%8>)9*L%&%&)NN设置变化点

*:8$P=234%56%54%*9H%&)NN通知所有的观察者

++
",3#$((#944Q%R234%56%5$H"#%H%*84234%56%5’

"5$698%G85$*L*9H%M*,##)
",3#$(6:$& ,"&98%%234%5693#%:3S!23S%(895L&’
$P%95L$*489*(%:PG85$*L&’
******)NN此间执行相应的当添加新品后的操

作!如通知各会员

-+++
在D4"页面中实现代码时!用一个 P:5H表单记录管理员

输入的新产品的相关信息!如品名$价格$简介等" 在处理表

单提交信息的页面中调用 "5:&,(8KJ的 9&&234%56%5%Q%R23@
4%56%5&方法加入观察者 Q%R234%56%5" 这样当维护人员用

4,3H$8按钮提交信息的时候观察者就开始起作用了!只要新

品信息被插入数据库!观察者就会被触发执行 ,"&98%方法中

的代码" 此时!会员就会知道有哪些新产品上架"
C?0 78%598:5模式的应用

数据值以一种复合结构组织时!经常需要遍历数据结构

去处理每一个数值" 78%598:5模式提供了统一的接口操作来

实现对一个数据结构的遍历!使得当数据结构的内部算法发

生变化时!客户代码不需要任何的改变!只需要改变相应的

78%598:5实现!就可以无缝的集成在原来的程序中" 在 D969
中!78%598:5模式已经被集成到接口 >:##%(8$:* 中!在使用时!
只要将数据装入>:##%(8$:*中!直接使用78%598:5遍历即可"

既然是网上商店!就有可能向用户展示产品详细信息)
同时当用户有查询商品的请求时!要向用户展示查询结果的

列表)用户要查看购物车的信息!就要向用户展示购物车中

存放的所有内容" 这些都涉及不同的数据结构!所以程序中

多次采用78%598:5模式来遍历数据结构!取得用户所要求的

信息" 例如#
>:##%(8$:* (M**)NN将所有数据装入到>:##%(8$:*中

78%598:5$8M(?$8%598:5%&)NN得到本>:##%(8$:*的一个遍历器

R)$#%%$8?)94Q%<8%&&’
Q%R4K%89$#*& M%Q%R4K%89$#&$8?*%<8%&)NN取得>:##%(8$:*

中的一个数并进行类型转换

G=48%H?:,8?"5$*8%*&?L%8’$8#%% & TK98%U:5H98?()9*L%%*&?L%8@
K98%%&&

T*&?L%8’$H%%& TVW*V&)NN以后台输出为例!代表对取

出的数据可以进行操作+
+

C?C ;5:<=模式的应用

;5:<=在设计模式中的定义是为其他对象提供一种代理

以控制对这个对象的访问" 它包含一个客户端对象以及与

之进行交互的一个媒介对象" 显然媒介对象必须为客户端

对象提供一些服务!在实际的情况当中!媒介对象一般只充

当客户端与服务器端的接口#他收集客户端的请求!然后把

他送到合适的服务器去处理" 它隐藏了网络传输的细节!使

得事务处理看起来更简单" 在这个模式的有些实例当中!媒

介对象可以对客户请求信息中的数据进行控制!如改变它们

的格式或结构等" 同样!在服务器端的信息返回到客户端之

前!媒介对象也可以对它进行过滤"
网上商店综合了前台处理和后台维护系统!故而要对用

户的权限做出严格的控制" 以订单处理为例#只有负责订单

的管理员可以进入订单的后台管理系统!也只有他可以确定

订单是否有效!对有效订单进行处理并设置订单处理状态!
将无效订单从系统删除" 下面是它的代码实现#
",3#$((#944;%5H$44$:*4’
****)NN一些其他有关权限设置的实例变量

"5$698%4898$(J::#%9* !&H$* MP9#4%)NN用一个布尔变量标识是

否为系统管理员

",3#$(4%8!&H$*%J::#%9* !&H$*&’8)$4?!&H$* M!&H$*)+NN为
这个 3::#%9*赋值

",3#$(J::#%9* $4!&H$*%&’5%8,5* !&H$*)+
****)+
",3#$((#944;:"%&:H;5:<=’
"5$698%;%5H$44$:*4"%5H$44$:*)
",3#$(;:"%&:H;5:<=%"%5H$44$:*4&’
+
****
",3#$(6:$& 25&%5;5:(%44%G85$*L4898%& ’

NN只有是系统管理者才可以查看新生成的订单和修改

数据库中的订单状态

$P%"%5H$44$:*4?$4!&H$*%&& ’
--25&%5KJ?25&%5;5:(%44%4898%&)NN真正的对订单的操

作发生在

---+ NN类25&%5KJ的25&%5;5:(%44方法中

-+
****+

当用 户 有 查 看 订 单 的 要 求 时!总 要 先 经 过 ;:"%&:H@
;5:<=这个代理类的 25&%5;5:(%44方法来判断用户是否有此

权限的管理员!然后通过代理调用真正与数据库发生交互

的类 25&%5KJ中的 25&%5;5:(%44方法!来达到修改订单状态

的目的"
%下转第 X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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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5’
==直接输入网址打开网络培训系统

(5?@2\-QAE22?#==;-K345A0T-7-B0+4G’L]:L1+
==点按注册的,(G*K-(按钮进行注册

C@2245H7I-+2C@2245H7I-+2M5-TC@2245H7I-+2%Y2G6Z;*G-)
[)G*35)[):4?Z;*G-!C@2245&
!>+2345?4352.)
!P4352.MC@2245H7I-+2)
==在文本框中输入帐号和密码

:-B2H7I-+2:-B2H7I-+2M 5-T :-B2H7I-+2%Y2G6Z;*G-) [)
G*35)[):4?Z;*G-!L,32C4B! (*,G35(&

>+2345?4352")
P4352"M:-B2H7I-+2)

:-B2H7I-+2:-B2H7I-+2M 5-T :-B2H7I-+2%Y2G6Z;*G-) [)
G*35)[):4?Z;*G-!L,32C4B! (."#UW%(&

>+2345?4352#)
P4352#M:-B2H7I-+2)

==点按登陆的,64K35(按钮进行登陆

C@2245H7I-+2C@2245H7I-+2M5-TC@2245H7I-+2%Y2G6Z;*G-)
[)G*35)[)Y4A284K!C@2245&
>+2345?4352U)
P4352UMC@2245H7I-+2)

==在文本框中输入培训主题和密码

:-B2H7I-+2:-B2H7I-+2M 5-T :-B2H7I-+2%Y2G6Z;*G-) [)
G*35)[):4?Z;*G-!L,32C4B! (G--235K(&

>+2345?4352W)
P4352WM:-B2H7I-+2)

:-B2H7I-+2:-B2H7I-+2M 5-T :-B2H7I-+2%Y2G6Z;*G-) [)
G*35)[):4?Z;*G-!L,32C4B! (."#UW%(&
!>+2345?4352%)
!P4352%M:-B2H7I-+2)
==点,N+E-,@6-:;*3535K(进行链接

D4G74C4BH7I-+2D4G74C4BH7I-+2M5-TD4G74C4BH7I-+2
%Y2G6Z;*G-)[)6-)2)[)G-5@!D4G74C4B&
!>+2345?4352X)
!P4352X MD4G74C4BH7I-+2)

==点,N+E-,@6-(按钮安排一个培训

C@2245H7I-+2C@2245H7I-+2M5-TC@2245H7I-+2%Y2G6Z;*G-)
[)74224G !C@2245&
>+2345?4352̂)
P4352̂ MC@2245H7I-+2)

+
从上面的主模块中可以看到!尽管动作类型不同!但实

例化过程基本类似!没有什么复杂的编程工作!编写起来快

速$方便"

W!结束语

自动化测试同手工测试比较起来其主要的开销来自测

试脚本的设计和编写" 因此!缩短测试脚本的编写时间!增

加测试脚本的技术含量是提高自动化测试效率的关键所在"
本文以快速开发具有高度重用性和共享性的测试脚本为出

发点!提出一种基于&’(自动化测试脚本的开发环境" 该环

境以测试过程中各种 &’(对象的动作为核心!形成动作类

库!同时结合设计模式中的外观模式%)*- *,-&对外提供一

个简单接口" 这样!测试者在设计脚本时只要简单地实例化

动作类库就可以了!而不必要做复杂的编程工作"
当然!该环境也有不足之处!如动作路径识别需要借助

其他测试工具才能完成" 因此!下一步的工作将把动作路径

识别这内容也加入到类库之中!使该环境完全脱离其他测试

工具!成为简单$易用$独立的基于&’(的测试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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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结束语

当我们面对的应用越来越庞大!要处理的客户端越来越

复杂时!设计模式就成为我们需要甚加考虑的重点!在这种

情况下也更能体现模式的优越性" 一个成功的模式不仅能

够保证软件良好的结构!同时也为未来的软件维护和代码重

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将人们从简单的重复劳动中解放出

来!这也是我们研究模式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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