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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a+AA应用系统来说"性能问题是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本文将从 a+AA应用程序的设计和部署角

度出发"探究产生这些性能问题的根源"并提出一些原则来提高a+AA应用的性能$

关键词!性能 a+AA

"!概述

a+AA是一个基于组件的体系结构#通过创建和组

织a+AA组件来创建 a+AA应用程序& 它为搭建具有可

伸缩性%灵活性%易维护性的应用系统提供了良好的机

制& a+AA在允许人们建立多层的面向对象的系统方面

是非常成功的#但它在隐藏复杂性的同时也导致了开

发人员更易于陷入严重的性能陷阱& 对于 a+AA应用

来说#性能是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对于a+AA应用的性能优化来说#其目标主要是提

高下面几个指标$并发用户数量%吞吐量%可靠性& 也

就是说#让应用系统更快地为更多的用户提供服务#且

保证服务过程不会中断&

+!高性能应用的设计原则

当前)9O颁布的最新 a+AA规范是 aĴJD.+@8J;V

iR=SAO;<=F=N:<APN;NRO# "̂,1#在应用的设计上我们将

遵从a+AA规范#从 a+AA各个组件的性能角度出发#探

讨a+AA应用系统的优化设计原则&

+,")<=̂8<;和a)@

+,",")<=̂8<;

为了在编写 :<=̂8<;时得到良好的性能#首先要避

免使 用 )NO[8<DM=<JP.RP<8接 口& )NO[8<DM=<JP.RP<8

接口是一个标记接口#用来告诉H<T容器在)<=̂N7<!"

方法里面的代码不是线程安全的& 在使用 )NO[8<DMV

=<JP.RP<8时#因为容器并不是安全进程#容器将创建

和缓冲大量的 )<=̂8<;类实例& 一个 )<=̂8<;类的多个

实例可能会同时访问相同的基本类或相同的数据#因

此管理)<=̂8<;的多个实例会增加 H<T容器的负担&

另外#在)<=̂8<;类中应尽可能避免应用[<;BRSR;<=ERV

:;!"方法& 因为它要执行一个远程的 45)来匹配 /@

地址#这个操作一般要花费几秒钟的时间#这会给客户

端带来不必要的延迟&

+,",+ a)@

在应用中#a)@所提供的功能是以 )<=̂8<;为基础

的& a)@首先编译成 )<=̂8<;#编译时增加了少量的代

码& 设计a)@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 在ED.G页面中不要过多使用 aĴJ代码$将

所有的aĴJ代码直接放在a)@页面中#是 a+AA规范所

允许的& 但是这样将会导致代码难于阅读#难于理解&

在ED.G页面中减少 aĴJ代码的方法是编写独立的

aĴJ类来实现逻辑运算&

!+" 选择合适的 NO789P<机制$最好将页眉%页脚

和导航条内容存储在单个文件中#并且不要重新动态

产生它们& 一旦将这些内容存储在各个独立的文件

中#使用下面NO789P<机制中的任何一个就能在所有的

页面中引入它们$

NO789P<指令$ flm NO789P<iN8<Y*iN8<OJS<*l

g

NO789P<行为$ fb:F$ NO789P<FJ[<Y*FJ[<,b:F*

i89:MY*;=9<*0g

当a)@正在转换成 )<=̂8<;时#第一种 NO789P<机制

包含指定文件的内容#对于第二种 NO789P<机制来说#

当该页面执行后时#页面包含了用B<:FRO:<产生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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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当被包含的页面不太改变的时候#推荐使用第一

种NO789P<指令方式#这种方式比较快#性能较好’当被

包含的文件经常改变时#并且在执行主页但不能确定

所要 引 入 的 页 面 的 时 候#使 用 第 二 种 NO789P<行 为

方式&

!$" 合理使用自定义标签库$a)@自定义的标签库

可以封装大量的%复杂的 aĴJ操作在一个 ]R=S里面#

可以有效地实现 aĴJ程序员和 H<T设计人员工作的

划分& 然而#在页面上应用的每一个标签#H<T容器都

必须创建一个新的标签句柄对象或从标签缓冲中提取

它& 因此#过多的应用自定义的标签将会带来不必要

的资源浪费&

+,+ 实体’<JO

实体’<JO用于数据存储和处理事务& 当访问实

体’<JO时#会增加网络流量和其他开销#从而造成系

统性能下降的可能& 我们可以采用以下方法来实现对

实体’<JO的优化设计&

+,+," 使 用 容 器 管 理 的 持 久 性 C.@!CRO;JNO<=6

.JOJ[<P@<=:N:;<O7<"

使用C.@不仅可以减少代码的编写量#而且可以

允许容器进行很多优化#包括数据库访问代码的优化&

容器可以存取实体’<JO的内存缓冲区#监控发生的变

化#在提交事务之前再把缓冲区写到数据库中#这样就

可以减少开 销 很 大 的 数 据 库 访 问 操 作& 另 外#使 用

C.@还 可 以 优 化 查 找 !]NOP:" 方 法& 查 找 一 个 实 体

’<JO通常涉及两个与数据库有关的操作$在数据库中

找到相应的记录#把主键取出来’把记录数据取到缓冲

区& 使用C.@#就可以在一次数据库存取中完成这两

步操作#把主键和记录数据全部取出&

+,+,+ 遵循粗粒度原则

由于调用Aa’的方法都属于远程调用#对于大多

数细粒度!iNO<6[=JNO<P"的对象交互来说调用中间件

的开销是巨大的& 为了避免这类问题#在设计 Aa’时#

每个 Aa’应代表一个独立的业务对象#有独立的特性

和生命周期& 具有依赖性的对象不能用 Aa’表示#它

应该作为一个Aa’内部的aĴJ类来实现& 客户端除了

对Aa’进行远程调用#还要进行一些检查操作#比如访

问控制%事务处理以及激活0休眠等& 因此#在设计中

要遵循粗粒度设计原则#在单个方法调用过程中尽量

增加数据传输的数量#把多个方法合并以减少方法的

个数#减少方法的调用次数来提高性能&

+,+,$ 使用会话’<JO

通过网络直接访问实体’<JO不利于系统的性能#

当客户端远程访问实体’<JO时#每一个 [<;方法都是

远程调用& 通过用会话’<JO封装对实体’<JO的访问

能够减少系统的远程调用#会话’<JO替远程客户端执

行创建%读取%更新%删除等操作#减轻了网络的负担#

提高了系统的性能&

在实际应用中#如果需要从数据库中调用多行数

据#我们可以利用会话T<JO把所有需要访问的数据打

包成单个调用#以此作为一个实体 ’<JO本地对象的

iNOP<=方法的返回结果#以解决通过实体 T<JO进行远

程调用需要消耗的大量资源的现象&

此外#还可以利用会话’<JO来处理大量的数据操

作& 例如$用一个实体 ’<JO来表示一份采购订单#假

设当天有"##份订单#当用户需要得到当天所有订单

的货物名称时#就得检索"##个实体’<JO#这是非常低

效的& 此时如果使用会话’<JO#那么就可以通过a4’C

一次得到当天所有订单的货物名称& 这样不但可以减

少数据库访问次数#而且实现了业务逻辑的封装& 这

样就能提高系统的效率#增强系统的稳定性#使系统更

易维护和使用&

+,$ 设计模式

a+AA应用系统中包含很多的组件#这些组件通过

网络存取和修改数据& 这往往导致对 Aa’的远程调

用#这样的远程调用影响了整个应用的性能#远程调用

数量的增加也会增加网络的流量& 我们可以利用设计

模式来减少访问a+AA应用程序的开销#提高性能&

!"" 快车道读取!]J:;6GJO<B<JP<="模式$通过

4>(直接访问那些更新不是很频繁的数据#从而避免

了使用Aa’所带来的负担#加快数据的访问&

!+" 一页一页迭代显示!@J[<6TQ6@J[</;<=JV

;R="模式$要访问一个远程大数据列表#每次只检索其

一页子列表#将列表属性构建成值对象以达到有效访

问的目的&

!$" 值对象!cJ89<(Tb<7;"模式$通过将 Aa’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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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据封装在一个本地访问的实例!值对象"中#在访

问数据的时候不对 Aa’进行访问操作#而是从值对象

中获取数据#从而减少了网络传输的负担&

$!高性能应用的编码原则

a+AA应用是使用 aĴJ语言编写的涉及到数据库

操作的程序& 因此#a+AA应用遵循同传统 aĴJ和数据

库设计相同的性能原则& 良好的编码技术和数据库的

效率对于编写高性能a+AA应用来说是先决条件&

$,"aĴJ编码原则

aĴJ是使用紧凑字节码的解释性语言& 速度通常

是aĴJ应用的最大问题#编码技术影响了aĴJ应用的

性能& 下面是开发 a+AA应用时需要注意的基本编码

原则$

!"" 避免创建不必要的对象$创建对象是一个很

耗费资源的操作& 尽管 ac.在创建对象的方面效率

很高#但是#大量对象的创建仍然会占用系统的资源&

因此#应该尽可能的重复利用对象#减少不必要对象的

创建&

!+" 避免应用同步$系统要实现同步就必须序列

化所有当前正在执行的线程#这将会降低系统的可伸

缩性#并且设置同步也需要耗费 ac.的大量的资源#

因此应该尽量避免应用同步&

!$" 对象使用完之后#应该释放指向对象的全部

引用& 不能释放对象会使垃圾回收器不能回收这些对

象& 使用完引用之后#把引用设为空#会使垃圾回收器

的效率更高&

$,+ 数据库编码原则

应用中的数据库可能包含上千个表和上百万行数

据#因此在应用中数据库的设计会对 a+AA应用系统性

能有很大影响& 构建数据库时应该注意以下的几条原

则$

!"" 在返回数据记录时#应该避免同时返回大量

的数据记录& 因为返回大量的数据将使服务器花费大

量的资源和时间把它们保存在内存中#降低了系统的

性能& 如果应用确实需要返回大量的数据的话#应该

考虑首先返回主关键字#然后根据需要提取单个的行&

这种解决方法并不会减少系统整个的工作量#相反它

把整个的工作量化整为零#大大的减少了反应时间&

!+" 由于访问数据库是应用服务器执行的操作中

开销最大的操作#因此对数据库的存取操作应尽可能

的最小化& 如果在应用需要引用一些经常要用到的并

且在很长时间内不会有变化的数据#就应该缓存这些

数据#避免每次用到时都要进行读取操作&

1!高性能应用的部署原则

应用程序的设计和编码技术决定了系统的性能#

但是仅有它们是不够的#应用程序在应用服务器上的

部署也会影响系统的性能& 应用服务器都提供了丰富

的调试功能#通过调整功能参数#能够使服务器更适合

运行环境以及应用程序& 我们以 H<TGR[N7应用服务

器为例来部署高性能的a+AA应用&

1,"H<TGR[N7)<=̂<=调优

!"" 修改执行线程数& 由于应用服务器能够同时

为多个并发的用户请求提供服务#而创建线程是一个

很消耗资源的操作#所以应用服务器提供了可执行线

程数调节#用来控制并发用户的各种请求& 线程数的

大小限制了应用服务器的工作量#所以必须找出一个

最佳的平衡点& 如果超越这个平衡点#则线程的上下

文切换将产生大量开销#从而影响性能& 提升服务器

线程数可以增加应用程序的性能#但是在提升数量前

有许多因素要考虑& 在服务器上可以并行处理的线程

数取决于服务器硬件的 C@?性能#有效的处理器越

多#可以给服务器的线程越多#性能的提高就越大&

!+" a4’C连接池设置& 由于 a+AA应用支持多个

并发用户#并且每一个应用都有不同的数据库访问要

求#因此数据库连接池的规模和连接池中连接的数量

会极大地影响应用的性能& 在优化应用性能的实践

中#a4’C连接池的规模往往是对应用的整体性能表现

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

正确配置 a4’C连接池可以增加 H<TGR[N7)<=̂<=

应用程序性能& 连接池大小的设置应该足以容纳所有

线程对连接的要求& 如果所有对数据库的访问能够在

缺省的执行队列中得以实现#则连接数应为执行队列

中的线程数& 为了避免在运行期间对连接进行创建和

删除#可在初始时即将连接池设置为其最大容量& 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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