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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软件构件是可构成一个功能系统且具有独立性的

成品&产物&部属的二进制单元’"( " 软构件技术以面向

对象技术为基础!并很好地发展了面向对象技术" 它

的目的是将对象!包括用户界面&对外接口等属性以及

对象的功能实现封装!形成一个规范的&标准的&可以

方便地被构件容器所操纵和使用的整体!使其成为一

个通用&高效的软件部件!使设计人员可以通过对各种

各样的软件构件的使用!方便&快捷地生成应用系统!
从而进一步提高软件的可复用性!提高软件的生产率

和软件的质量" 软构件技术是软件复用技术的核心技

术!软件复用是在软件开发中避免重复劳动的解决方

案!其出发点是应用系统的开发不再采用一切*从零开

始+的模式!而是以已有的工作为基础!充分利用过去

应用系统开发中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如)需求分析结

果&设计方案&源代码&测试计划及测试案例等!从而将

开发的重点集中于应用的特有构成成分"
通过软构件技术!在应用系统开发中可以充分地

利用已有的开发成果!消除了包括分析&设计&编码&测

试等在内的许多重复劳动!从而提高了软件开发的效

率!同时!通过复用高质量的已有开发成果!避免了重

新开发可能引入的错误!从而提高了软件的质量"
近几年各行业领域的软构件技术及其应用研究也

成为构件技术的研究热点!并取得了许多成果" 各领

域信息系统的构建可充分利用软构件技术!从而达到

开发的快速性和使系统拥有较好的鲁棒形&健壮性&柔

性等要求"

7!基于软构件技术的开发模式
7("构件分类

软件构件的分类方法很多!根据构件的不同侧面

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
分析各行业领域信息系统的基本组成!依照基于

构件的软件开发方法!可以把信息系统的构件分为?
个层次’7( "

$"%通用基本构件)是特定于计算机系统的构成成

分!如基本的数据结构&用户界面元素&基础服务等!通

用基本构件可以存在于各种应用系统中"
$7%领域共性构件)是应用系统所属领域的共性

构成成分!领域共性构件存在于该领域的各个应用系

统中" 在各行业领域中!这些构件对具有极其重要的

作用!所以领域共性构件的开发要从全局的角度进行

开发!必须统一规划!通盘考虑!联合建设!使其能够适

应行业领域内各专业领域的需要"
$?% 应用专用构件)是每个系统的特有构成成分"

应用系统开发中的重复开发主要在于前两类构成成分

的重复开发" 在针对具体业务开发的信息系统中的各

功能模块就是属于应用专用构件的范畴"
基于软构件技术的信息系统的开发过程!主要是

第二&三类构件的开发和组装过程"
7(7 开发模式

结合软构件技术的思想!针对各行业领域信息系

统建设的基本需求!本文提出一种基于软构件技术的

军事信息系统开发模式" 如图"所示"
领域共性构件应纳入行业领域信息化整体建设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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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中!相应的建设标准以及规范符合行业领域建设的

相关标准!如信息安全软件应符合信 息 产 业 的 相 关

标准"
应用专用构件是针对具体业务的信息系统的主要

开发内容!如信息安全软件的各功能模块!其开发可根

据需求在通用基本构件以及应用专用构件基础上选取

应用专用构件或开发专用构件组装成各业务系统’?( "
7(? 构件开发模型的选型

构件开发模型主要包括构件实现模型以及支持它

的基础设施!此类模型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主要的

代表性工作有)微软的分布式计算构架&对象管理组

$U\]%的对象管理构架&+f<的基于_:̂:的分布式构

件技术" 在军事信息系统的开发中可选用 +f<的 RaF
构件模型!此类模型具有较高的安全机制!适合行业领

域信息系统的安全性要求" F3:,$RaF构件% 由一个

RaF容器和服务及资源基于语境的组装在一起!基于语

境的组装就像在实例上建立一层外壳!并截取外界对

构件实例的通信"
这层外壳可以看成是一个代理组成的墙" 处理里

面构件实例进出的引用" RaF容器是由服务器提供的!
可以选用a7RR应用服务器!a7RR重要的部分是提供一

些适合于企业级服务的接口!主要包括 a:̂:命名与目

录接口$a<*)%&a:̂:消息服务$a\+%&a:̂:数据库连

接&a:̂:事务EL)和服务$aIE&aI+%&a7RR连接器架构"
RaF通过不允许其它 F3:,对这个 F3:,的域&方

法和构造器的直接访问来实现以上所说的那层外壳!
既使在同一个服务器乃至同一个容器的F3:,也不行"
所有对F3:,的访问都需要通过两个接口中的一个来

进行222对RaF生命周期操作或实现相同功能的静态

方法的82G3接口!以及对作用在F3:,实例上所有方

法的RaF26_34-接口" 图7描述了RaF构件模型标准"

6"!$;t;uvwT23B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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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开发的组织模型

利用软构件技术开发应用软件是一个比较新的软

件开发技术!目前已经有一些成功的例子!但并不多"
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大规模&系统地利用软构件技术开

发应用软件时存在一些管理问题!包括项目机构&管理

手段等方面" 各行业信息系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程!涉及各专业领域&部门&人员等要素!要保证基于软

构件技术的军事信息系统顺利开发!必须从系统开发

项目管理的角度研究开发的管理模型与组织模型等内

容" 图?给出了一种基于软构件技术开发军事信息系

统的项目管理的组织模型"
$"%分析组)进行信息系统分析!发现各行业信息

系统中的共性部分!以便形成领域构件#发现专业领域

信息系统中的特性部分!以便形成应用专用构件" 书

写构件的规格说明书!构造系统模型" 分析组得到的

软件开发文档交管理组保存"

67!RaF;u23B8

$7%构件开发组)根据分析组书写的构件需求规

格说明进行构件的提取&开发等工作" 开发的构件交

管理组保存" 由于小型软件开发一般没有构件库系

统!所以 构 件 的 保 存 是 人 工 的!名 字 可 以 叫 系 统 构

件库"
$?%组装组)根据用户需求说明提取需要的构件!

并构造应用软件" 小型信息系统的开发人员一般不会

太多!同时考虑到构件制作者对构件比较熟悉!所以构

件组装人员应包括一些构件制作人员!以提高软件组

装效率"

$’%领导组)由于面向具体应用的信息系统开发

涉及到各专业领域&部门和人员!所以其成员应至少包

括所涉及部门的上级部门与本部门的行政领导!由上

级部门领导总体负责!同时包括各开发小组主要成员"
其任务是管理&组织和协调" 其他小组要定期报告开

发进度和质量!管理组根据各组的工作情况制定和调

整开发计划和人员"

6?!23&4B8

$@%管理组)负责软件开发文档和构件的保存&管

理等工作"
在构件开发组中也应有一定的分工!尤其当软件

组织可能多次开发同一类型软件时!让熟悉某一类功

能构件的程序员开发同一种构件会提高构件的开发效

率和质量" 这同样是基于重用的原理!重用的是程序

员的开发思想和技能’’( "

?!总结

构件是一种前沿的软件设计思想!对整个软件行

业的发展有着推动作用" 如果回顾经典的工业化革

命!不难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功能再复杂的产品都是

由大量标准的零件$尽管零件可能只在本领域内有

用%组成!零件在生产线上装配成一个成品!所有零件

在成品中共同发挥作用" 分工越细致&专业生产的程

度越高!总体生产效率就越高" 而构件技术所扮演的

角色就是把零件&生产线和装配运行的概念运用在软

件工业中!可以预见!基于构件的软件开发技术是软件

产业化革命的必然发展趋势"
将软构件技术应用于 各行业领域信息系统开发

中!有以下几点需进一步研究)
$"%系统分析是一个复杂的工作!$RST T2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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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
$’% 撤销安排变异算子)随机选择一个开课!将其

所有进度类的安排撤销!并将其放入安排失败开课队

列的尾部"
?(% 重生

为了即避免搜索陷入局部最优解!又要保持搜索

的收敛速度!我们采取了重生方法生成下一代种群"
假设 为父个体C的适应度! 为该个体执行变

异等操作后生成的子个体 4的适应度! 为重生率!

!重生具体操作如下)

$"% 如果 !则将新个体4放入下一代种群#
$7% 如果 且个体 C是上一代最优个体!则

将 C放 入 下 一 代 种 群# 否 则! 产 生 一 个 随 机 数

!如果 !则将4放入下一代种群!否则将

C放入下一代种群"

’!结果与结论

我们以 AYYF/1H;作 为 开 发 工 具!采 用 U.:4H3
"#O作为后台数据库管理系统!通过采取初始化分类&
舍弃交叉&采用变异策略等手段!对传统遗传算法进行

了改进!设计和实现了基于改进的遗传算法的自动排

课系统" 系统 实 现 后!我 们 采 用 该 系 统 对 湘 潭 大 学

7##% 年下学期课表进行了编排!此学期课程涉及的数

据包括7#&"门开课!?%7D个进度类!77% 个教室!"$种

教室类型!7个教学区!7?&##名学生!7#周教学时间!
共 %##个时间单元" 设置算法种群大小为7#!最大遗

传代数为7###!重生概率为#(?!最终的优化可行解满

足所有约束!且较好的实现了课程&教师授课&学生上

课的均衡分布!以及教室的合理利用!有效的配合了学

校学分制选课&分组教学&分级教学等教学改革的实

施!取得的较好的应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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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方法&模型的科学表示等尚需进一步探讨"

$/%如何科学完整地描述构件!以便构件的制作

和提取"
$N%构件组装的细节尚待研究"
$O%尚需发现更好的模型以使系统分析&构件提

取制作和构件的组装过渡更平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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