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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有很多非)*+,’-,.’/-*的0,1’-的对象"在默认条件下"它们是不能通过流的方式来完成持续性的#
本文则探讨了如何通过对象流的子类来完成这些类对象的)*+,’-,.’/-*#
关键词!持续性 系列化 对象

!! &’(’#中有很多非 )*+,’-,.’/-*的 0,1’-的对象!
如"2’3’4+’56’78*3类# 这些类对象是不能通过正常

的系列化$是将数据分解成能够在信道中传输的过程!
如整数分解成"个字节!并写入一个9:3;:3)3+*’5中!
它是用于对当前对象进行编组的术语以使对象在所有

的域甚至其他参考类型中能够被不加改动地传送和分

解%方式进行存储和保存的!这些类对象通常是随生成

该对象的程序终止而消失!当不存在到该对象的引用

时!&’(’虚拟机$&<=%中的自动垃圾收集器$4’+/’4*
7>--*73>+%就会回收分配给该对象的内存空间# 我们如

何保存这些非)*+,’-,.’/-*的0,1’-的对象呢&

?! 非)*+,’-,.’/-*的0,1’-类对象完成持续

性的可行性分析

通常情况下!没有实现 )*+,’-,.’/-*接口的类对象

中是不能被系列化的!对于非 )*+,’-,.’/-*的类对象解

决系列化的通用方式是该用类对象实现)*+,’-,.’/-*接

口的子类 来 增 加 系 列 化 的!但 由 于 这 些 类 又 是 0,1’-
的!是 0,1’-就说明不能通过子类化来增加系列化功能

的# 我们通过分析 &’(’对象流的 @6A文档发现!9/B
C*739:3;:3)3+*’5流的 D+,3*9/C*73$9/C*73>/C% 是通过

调用它;+,(’3*的方法 D+,3*9/C*73%$>/C! 0’-E*%来写对

象>/C的!而在方法 D+,3*9/C*73%$>/C! 0’-E*%的实现中

有以下一段程序"
,0$*1’/-*F*;-’7*% ’
!9/C*73+*;G+*;-’7*9/C*73$>/C%(
!,0$+*;) G>/CHH+*;) G1:--% ’
!!7-G+*;I4*3J-’EE$%(
!!K*E7G9/C*73)3+*’5J-’EEI->>8:;$7-! 3+:*%(

!*
!>/CG+*;(
!*
同样9/C*73A1;:3)3+*’5流的 +*’K9/C*73$ %是通过

调用它 ;+,(’3*的方 法 +*’K9/C*73%$ 0’-E*% 来 读 对 象

>/C的!而方法 +*’K9/C*73%$ %要调用 7L*78F*E>-(*$ %
方法!在方法 7L*78F*E>-(*$ %的实现中也有以下一段

程序"
,0$) *1’/-*F*E>-(*MML’1K-*EI->>8:;NO7*;3,>1

$;’EEP’1K-*% ) G1:--% ’
!+*3:+1>/C(
*
9/C*73+*;G+*E>-(*9/C*73$>/C%(
,0$+*;) G>/C% ’
!L’1K-*EIE*39/C*73$;’EEP’1K-*! +*;%(
*
+*3:+1+*;(
这说明对这些非 )*+,’-,.’/-*的 0,1’-类对象 &’(’

可以通过间接的方式来系列化它们!即通过对象流的

子类!在对象流子类中加入对象替换和对象恢复机制!
就是说在系列化之前将该对象替换另一个可以系列化

的对象进行传送!而在反系列化$指数据接收后的解包

过程!如收到整数的"个字节!将这"个字节还原成一

个整数%时再将保存的对象还原成原始的对象!这样就

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 在具体过程中!除了对 &’(’对

象流进行子类化处理之外!我们还要在对象输出流子

类及输入流子类中重载以下方法#
?I?对象输出流子类重载

;+>3*73*K9/C*73+*;-’7*9/C*73$9/C*73>/C% 3L+>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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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NO7*;3,>1(
;+>3*73*K/>>-*’1*1’/-*F*;-’7*9/C*73$/>>-*’1

*1’/-*%
3L+>DE)*7:+,3QNO7*;3,>1(

其中"+*;-’7*9/C*73$%方法的原型为"
;+>3*73*K9/C*73+*;-’7*9/C*73$9/C*73>/C% 3L+>DE

A9NO7*;3,>1’
+*3:+1>/C(
*
它的功能是在传送前用另一个可以系列化的对象

来替换对象这里的9/C*73>/C!对它我们应该在对象输

出流子类中重载!以完成对象的替换工作# *1’/-*F*B
;-’7*9/C*73$%方法的原型为"

;+>3*73*K/>>-*’1*1’/-*F*;-’7*9/C*73$/>>-*’1
*1’/-*%

3L+>DE)*7:+,3QNO7*;3,>1
!’
!!,0$*1’/-*GG*1’/-*F*;-’7*% ’
!!!+*3:+1*1’/-*(
!*
!,0$*1’/-*% ’
!!)*7:+,3Q=’1’4*+E5 G)QE3*5I4*3)*7:+,3QB

=’1’4*+$%(
!!,0$E5 ) G1:--% ’
!!E5I7L*786*+5,EE,>1$)RS)TATRTA9UV6NF=A)B

)A9U%(
!!*
*
*1’/-*F*;-’7*G*1’/-*(
+*3:+1) *1’/-*F*;-’7*(
!!*
在这里应重载它让它返回 3+:*!因为该方法引入

了某种安全问题!它在初始时是不能用的# 为了使对

象能替换!应将它返回3+:*!所需要的工作就是让参数

*1’/-*G3+:*#
?I# 对象输入流子类中重载

;+>3*73*K9/C*73+*E>-(*9/C*73$9/C*73>/C% 3L+>DE
A9NO7*;3,>1(

;+>3*73*K/>>-*’1*1’/-*F*E>-(*9/C*73$/>>-*’1
*1’/-*%

3L+>DE)*7:+,3QNO7*;3,>1(

同样"+*E>-(*9/C*73$%方法的原型为"
;+>3*73*K9/C*73+*E>-(*9/C*73$9/C*73>/C% 3L+>DE

A9NO7*;3,>1’
+*3:+1>/C(
*
它的功能是用来在接收某一对象后用原始类对象

替换这里的对象 9/C*73>/C!它常常是与一个 9/C*7B
39:3;:3)3+*’5流的 +*;-’7*9/C*73$ %方法一起使用的!
从而达到传送那些常常不能系列化的对象!这个方法

必须总是返回一个与原始类相兼容的 9/C*73!它应是

原始类或原始类的一个子类!这里也应该重载它!以完

成对象的替换工作# *1’/-*F*E>-(*9/C*73$ %方法的原

型为"
;+>3*73*K/>>-*’1*1’/-*F*E>-(*9/C*73$/>>-*’1

*1’/-*%
3L+>DE)*7:+,3QNO7*;3,>1
!’
,0$*1’/-*GG*1’/-*F*E>-(*% ’
!+*3:+1*1’/-*(
*
,0$*1’/-*% ’
!)*7:+,3Q=’1’4*+E5 G)QE3*5I4*3)*7:+,3Q=’1B

’4*+$%(
!,0$E5 ) G1:--% ’
!E5I7L*786*+5,EE,>1$)RS)TATRTA9UV 6NF=A)B

)A9U%(
!*
*
*1’/-*F*E>-(*G*1’/-*(
+*3:+1) *1’/-*F*E>-(*(
!*
它和 9/C*739:3;:3)3+*’5流 的 *1’/-*F*;-’7*9/B

C*73$%方法一样!也应让它返回 3+:*!同样只要让参数

*1’/-*G3+:*就可以了# 有了这些分析之后!我们便

可以系列化非 )*+,’-,.’/-*的 0,1’-对象了!下面通过一

个具体实例来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非)*+,’-,.’/-*的0,1’-类对象系列化

和反系列化的实例

下面通过系列化 2’3’4+’56’78*3类的具体实例

来说明上述操作# 由于它是一个非 )*+,’-,.’/-*的 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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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在具体系列化时由于要进行对象的替换操作!所以

我们要在该类的基础之上定义一个转换类#
#I?转换类的具体定义

! 7-’EE=Q2’3’4+’56’78*3,5;-*5*13E)*+,’-,.B
’/-*

! ’
;+,(’3*/Q3*+, K’3’(
;+,(’3*,13-*143L!;>+3(
;+,(’3*A1*3@KK+*EE’KK+*EE(
;:/-,7=Q2’3’4+’56’78*3$2’3’4+’56’78*3;’78B

*3%
’
!K’3’G;’78*3I4*32’3’$%(
!-*143LG;’78*3I4*3W*143L$%(
!’KK+*EEG;’78*3I4*3@KK+*EE$%(
!;>+3G;’78*3I4*36>+3$%(
*
;:/-,72’3’4+’56’78*33>2’3’4+’56’78*3$%
’
!+*3:+11*D2’3’4+’56’78*3$K’3’!-*143L!’KB

K+*EE!;>+3%(
*

*
该类的作用是"在系列化 2’3’4+’56’78*3类对象

时!我们利用该类将 2’3’4+’56’78*3转换成 =Q2’3’B
4+’56’78*3类对象!在=Q2’3’4+’56’78*3类对象中我

们保存了 2’3’4+’56’78*3类对象的信息!而 =Q2’3’B
4+’56’78*3类对象是可系列化的# 而在反系列化时!
我们利用=Q2’3’4+’56’78*3类对象方法 3>2’3’4+’5B
6’78*3$ % 将 =Q2’3’4+’56’78*3类 对 象 还 原 成 2’3’B
4+’56’78*3类对象#

上面只是定义了一个辅助类!具体系列化和反系

列化工作要在对象流的子类中进行#
#I# 对象输出流子类的定义

7-’EE=Q9/C*739:3;:3)3+*’5 *O3*1KE9/C*739:3B
;:3)3+*’5

’
;:/-,7=Q9/C*739:3;:3)3+*’5$9:3;:3)3+*’5>:3%

3L+>DEA9NO7*;3,>1
’
!E:;*+$>:3%( XX调用超类构造方法

!*1’/-*F*;-’7*9/C*73$3+:*%(XX返回3+:*
*
;+>3*73*K9/C*73+*;-’7*9/C*73$9/C*73>/C*73%

3L+>DEA9NO7*;3,>1
’
!,0$>/C*73I4*3J-’EE$ % G G2’3’4+’56’78*3I

7-’EE%
! +*3:+11*D =Q2’3’4+’56’78*3$$2’3’4+’5B

6’78*3%>/C*73%(XX进行替换

!*-E*
! +*3:+1>/C*73(
*

*
#IY 对象输入流子类的定义

程序代码与#I#所述类似不重复描述

有了以上子类定义之后!当我们调用标准对象输

出流9/C*739:3;:3)3+*’5的 D+,3*9/C*73$9/C*73>/C%方

法时!如果写入的对象是 2’3’4+’56’78*3类对象时!
就会将它转换成=Q2’3’4+’56’78*3类对象!实际写入

的是=Q2’3’4+’56’78*3类对象# 当我们调用标准对

象输入流 9/C*73A1;:3)3+*’5的 +*’K9/C*73$ % 方法时!
如果返回的对象类型是 =Q2’3’4+’56’78*3类!就会将

对象转换成 2’3’4+’56’78*3类对象返回# 这样就完

成了2’3’4+’56’78*3类对象的系列化的反系列化工

作# 主程序见所附实例$=Q9/C*73)3+*’5IC’(’%!所附

实例中的2’3’4+’56’78*3类对象的 A6地址是Z3,5*[
@I3,5*0+*\I/-K+K>7I4>(Z!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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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址!
而端口号是;>+3G?Y#

Y!总结

上面我们通过具体实例介绍了如何通过自定义对

象流的方法来系列化非 )*+,’-,.’/-*的 0,1’-类对象!从

上述过程可以看出!主要的工作是"
$?% 要实现一个辅助类!该类将非 )*+,’-,.’/-*的

0,1’-类对象转换成一个可)*+,’-,.’/-*的类对象(
$#% 写出对象流的子类!在对象流子类中重点重载

方法 +*;-’7*9/C*73$ %-*1’/-*F*;-’7*9/C*73$ %-+*E>-(*B
9/C*73$%和*1’/-*F*E>-(*9/C*73$%# 对于其他非)*+,’-B
,.’/-*的0,1’-类对象的系列化工作完全可仿照完成#

$上述方法原型来自&’(’?I"的@6A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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