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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服务器消息分发组件的设计与实现① 
孙 倩 朱晓民 马 拓   

(北京邮电大学 网络与交换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876; 东信北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 100191) 

摘 要： 首先介绍应用服务器 EBAS(EB Application Server)的概况并分析其存在的弊病，然后据此设计消息

分发组件，详细介绍了消息分发组件的结构和处理逻辑，包括消息分组件与外部实体的消息交互方法、

维护外部实体的状态的准则、区别外部实体是重连还是重启的策略。添加消息分发组件的 EBAS 可靠

性更高，支持在线无损升级，更加适合大容量、高并发的业务模型。 
关键词： 消息分发; 心跳机制; 应用服务器; 无损升级; 注册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EBAS Message Distribution Component  

SUN Qian, ZHU Xiao-Min, MA Tuo 
(State Key Lab of Networking and Switching Technology, 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Beijing 100876, China; EBUP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Beijing 10019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application server EBAS (EB Application Server) and makes an analysis of the 

shortcomings of its existence. Then, it designs a module of distributing the message components 
accordingly, to achieve distribution and load sharing of messages. It expounds the structure of news 
distribution and the processing logic, including the message distribution components interaction with 
external entities, the rules to safeguard the state guidelines for external entities and the strategy to 
distinguish restart from reconnect of external entities. EBAS with message distribution component is more 
reliable, supportive of online non-destructive upgrade and more suitable for the service model with large 
capacity and high concurrency. 

Keywords: message delivery; heartbeat; application server; non-destructive upgrade; register 
   
   
1 应用服务器 

EBAS(EB Application Server)是东信北邮下一代

核心业务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基于事件的应

用中间件。它主要的任务是把来自于外部的事件消息

分发到具体的应用中去。它是一个完全开放的业务平

台，通过名为 XJoin 的事件驱动的业务框架提供一套

简单易用的业务开发规范，不同开发商所开发的符合

XJoin 业务开发规范的业务都能够在其上部署运行。 
它是一种独立于网络的业务平台，通过部署资源适配 
 

 
 
器，可以支持多种外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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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BAS 系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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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 所示，EBAS(以下简称 AS)包含资源适配

RA(Resource Adapter)组件 ,业务逻辑运行支撑

SLEE(Service Logic Execution Environment)组件,
业务框架 Xjoin[1,2]。增值业务的业务逻辑基于 Xjoin
提供的接口开发并运行在 ASI(AS Instance)上。 

AS 接收协议前台发来的消息(SIP,BICC, HTTP, 
MML 等)，处理并返回处理结果[3]。 

在原有架构下，每一个前台连接一个 AS，协议前

台把消息直接发送到当前连接的 AS 进行处理。 
这种架构存在着两个缺点：第一，如果 AS 进程

出现异常而宕掉，对于业务来说会处于一种不可用状

态，此时，与此 AS 相连的前台收到的消息均无法处

理，造成呼损，这种现象在电信级应用中是不可容忍

的；第二，前台的处理能力大于 AS，AS 与协议前台

一一对应配置，会造成协议前台永远无法最大效率的

发挥，当业务量扩大到一定数量级时 AS 会遇到处理

能力的瓶颈，此时前台的处理能力并没有充分发挥。 
 
2 消息分发组件的设计 

消息分发组件 Dispatcher 是一个消息中间件，

负责应用服务器中所有协议消息的接入与转发，对 AS
实例进行消息的负荷分担以及接入控制，处于 ASI(AS 
Instance)与协议前台之间。它可以接收外部命令控

制，有选择的屏蔽某个 AS 实例的消息接入，从而实

现业务无损升级的功能。 
消息分发组件 Dispatcher 是一个消息中间件，

负责应用服务器中所有协议消息的接入与转发，对 AS
实例进行消息的负荷分担以及接入控制，处于 ASI(AS 
Instance)与协议前台之间。它可以接收外部命令控

制，有选择的屏蔽某个 AS 实例的消息接入，从而实

现业务无损升级的功能。 
增加协议分发模块后的运行视图如图 2 所示。消

息从各协议前台直接发送给 Dispatcher，由该模块决

定将该消息转发到哪个 AS。一个 Dispatcher 下可以

挂多个 AS，各 AS 可以分布在同一个服务器的多个进

程中，也可以分布在多个服务器中[4]。 
在这种架构中，如果一个 AS 宕掉，只会损失此

AS 当前处理的呼叫，对于整体业务来说新的呼叫仍旧

可以路由到其他 AS 中，因此还是可用状态。同时，

业务整体处理能力也会成倍提高。 
除此之外，这种架构还能够提供业务的无损升级

功能。可以用一种平滑的方式来停止其中的一个 AS：
继续保持该 AS 中已有呼叫，不再路由给该 AS 新的呼

叫，直到呼叫数为零后关闭，同时启动一个新版本的

AS 来接收新的呼叫。按照同样的方式依次处理余下的

旧版本 AS 即可完成无损升级[5]。 
 
 
 
 
 
 
 
 
 

 
图 2 添加消息分发组件的 AS 运行视图 

 
3 消息分发组件的实现 

Dispatcher 中 主 要 包 含 Router ，

RouteMapInfo，Register，Listener 四大功能模块。

其中，Router 用于路由消息；RouteMapInfo 中存储

路由记录项，路由映射关系；Register 用于向 Dispat- 
cher 中注册外部连接的设备信息；Listener 用于监控

外部设备的连接状态。图 3 给出了 Dispatcher 结构

视图。 
 
 
 
 
 
 
 
 
 
 
 

 
图 3 Dispatcher 内部结构 

 
下面主要介绍 RouteMapInfo ， Register ，

Listener 三个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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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Register 
注册模块 Register 功能是区分各个外部实体的。

外部实体初次和 Dispatcher 通信需要首先注册，

Register 模块处理注册消息，以此标识外部实体。和

Dispatcher 通信的外部实体有前台和后台两种，这里

的后台设备是指多个 AS，下文同。 
3.1.1 前台注册消息交互 

当一个前台设备与 Dispatcher 建立连接的时候，

会向 Dispatcher 发送注册消息，注册消息中携带前

台的唯一标识。Dispatcher 根据唯一标识，来标识一

个前台。 
某些协议的前台不会主动发送注册消息，所以在

有此类协议新的 Socket 连入时，Dispatcher 自动分

配一个号作为新连入前台的标识。 
3.1.2 后台注册消息交互 

当有一个后台设备与 Dispatcher 建立连接的时

候，Dispatcher 会主动向后台设备发送注册消息，注

册消息体中含有 Dispatcher 分配给后台设备的唯一

标识号。后台设备在接收到注册消息后，检查自己是

否已经有 Dispatcher 分配的标识号，如果没有，则

将 Dispatcher 分配的标识号作为自己的标识存储起

来。 
后台向 Dispatcher 回送注册消息的响应消息，

消息体中含有后台设备的标识号以及后台设备所关联

的信息。Dispatcher 接收到注册响应消息后，取出设

备标识和以及关联信息。将设备标识号与发送的注册

消息中分配的设备标识号进行比较，如果相等，则代

表后台设备是一个新启动的设备；如果不相等，则代

表后台设备不是一个新启动的设备，新建立的 Socket
很可能是之前断开的 Socket 的重连。 

通过上述方法，Dispatcher 可以区分出一个后台

设备是重启还是重连。 
3.1.3 设备标识及状态维护 

在 Dispatcher 中，对每个设备都有两种状态标

识：Socket 状态和 Manual 状态。 
Socket 状态标识了 Dispatcher 与该设备连接的

链路状态，有 active，pending 以及 stop 状态，前

两种状态分别对应 activeMap，pendingMap。根据

所在 Register 中 Map 表的不同来区分不同设备的状

态。 
Active 代表与该设备连接的链路正常，可以正常

的收发消息。存放在 activeMap 中的设备认为是链路

正常的设备。 
Pending 代表与该设备连接的链路异常，不能进

行消息的收发。但是 Dispatcher 不认为对端设备已

经宕机，等待对端设备进行重连，将设备标识存放在

pendingMap 中。 
Stop 代表对端设备宕机或不存在。在 activeMap

以及 pendingMap 中不存在的设备都认为是 Stop 的

设备。 
3.2 RouteMapInfo 

当处理某一会话时，Dispatcher 需要记录此会话

的路由信息；当会话结束时，Dipatcher 需要删除次

路由。RouteMapInfo 模块主要用来存储路由信息。

路由表的维护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在 Dispatcher 中，有两类路由表：有定时器路

由表和无定时器路由表。路由表的基本存储结构为

Map<Integer, FeIdentityWrap>，其中键为会话号，

值为对应前台，后台的标识。 
3.2.1 有定时器的路由表 

这种路由表中，每个存入消息都会启动一个对应

的定时器，删除该路由项时会取消对应的定时器。如

果定时器超时，则会删除路由表中的对应信息。 
这种机制的路由表，每个路由项都是有定时器维

护的。不会由于某个设备连接断开而造成对应路由项

不能删除。但是这种定时器机制比较消耗系统定时器

资源。消息比较多的时候，不适合使用这种定时器机

制的路由表。 
3.2.2 没有定时器的路由表 

该路由表中，对于路由项不使用定时器管理。这

样，如果某个设备连接断开了，则会使得在路由表中

相应的路由项无法删除，造成内存泄露。 
对于这种路由表，在存储时，除了基本的存储结

构外，还需要附加的存储结构：即设备标识与所使用

会话号列表的对应映射关系 Map<String, List<Int- 
eger>>。每次插入或删除一个路由项时，要对设备

与会话号列表的映射关系也进行相应的操作。这样，

在某个设备连接断开时，Dispatcher 能够根据映射关

系表很快的得到与该设备相关联的所有会话，删除路

由表中对应会话号以及通知相应设备释放资源。 
3.2.3 资源清除 

有定时器的路由表可以根据定时器自动清除资

源。Dispatcher 中，对于没有定时器的路由表启动全

局定时器，在指定时间对路由表中路由项的时间进行

检查，如果时间大于指定门限的话，就清除该资源；

在判断出某个前台设备断开连接时，只需要向后台设

备发送连接断开消息通知后台进行处理，不发送针对

每个会话号的会话结束消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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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Listener 
Listener 模块用于监控 Dispatcher 与外部设备

的连接情况，每一个与 Dispatcher 通信的外部实体

(前台和 ASI)都有一个 Listener 与其对应。Listener
主要有如下 3 点功能。 
3.3.1 心跳机制 

Dispatcher 通过心跳机制检测前台和后台的系

统状态。Listener 启动发送心跳定时器，在指定时间

间隔发送心跳消息；启动接收心跳定时器，接收对端

发送的心跳消息。 
如果发送心跳失败或是在指定时间内没有收到对

端设备的心跳，则认为对端设备连接断开。当判定对

端设备连接断开时，在 Register 中，将对端设备的状

态设置为 pending。此状态下，从外部接收到新会话

的消息不再路由到该设备。从外部接受到的已存在会

话的结束消息会缓存在 Listener 中。 
3.3.2 判断重启还是重连 

由于前台重启后，标识仍然不变。所以设计时，

在 Dispatcher 中通过时间来判断前台是重连还是重

启。但是实际应用中发现前台重启的时间非常端，导

致通过时间无法判断出前台的状态。需要借助使用其

它的判断条件。 
现在与 Dispatcher 连接的前台主要有四种：SIP，

BICC，SMP，CMPP。 
SIP 前台重启后，会发送 clear 消息来通知对端。

所以通过这个消息可以判断出是重连还是重启。 
CMPP 前台不涉及到会话资源，并且没有唯一的

标识号。也就是说，在 Dispatcher 中，每次有 CMPP
前台连接，都认为是一个新的接入。 

SMP 前台标识唯一，并且没有消息指定是否重启。

但是在 Dispatcher 的 MML 路由表中，每个路由项都

对应有一个定时器，并且没有会话资源的对应。这样，

可以认为每次 SMP 前台都是一个新连入的，处理应该

没有问题。 
BICC 前台的标识唯一，并且没有消息指定是否重

启。而且在 BICC 模块中，有会话资源的保存，并且

没有对每个会话都启动定时器。所以，如果认为每次

BICC 前台都是一个新连入的，在 Socket 闪断时，会

造成会话损失。 
3.3.3 设备重连处理 

当判断出对端设备连接不正常后，Listener 启动

一个 Disconnect 定时器。 
在该定时器时间内如果连接断开的设备又重新连 

 

接，则认为该设备只是 Socket 断开，没有重新启动，

已经存在的会话可以继续正常处理。这时，将设备的

状态设置为 active，并且将 Listener 中缓存的结束消

息发送给重新连接的设备。 
在 Disconnect 定时器时间内如果连接断开的设

备没有重新连接，则认为该设备已经宕机。这时，将

Map 中保存的与该设备相关的资源全部删除掉，并且

在删除的时候，通知相关的其它设备。 
 
4 总结 

本文首先概述应用服务器 EBAS 并介绍其系统结

构，分析 AS 存在的 2 个弊病。一是当 AS 异常无法处

理呼叫时，会产生大量呼损，导致系统可靠性低；二

是 AS 与业务前台一对一分配无法充分发挥前台的能

力。然后据此在 EBAS 上设计添加消息分发组件Disp- 
atcher，并详细介绍主要模块的功能及处理策略。 

添加消息分发组件的 EBAS 能够灵活地与业务前

台和 ASI 组网，可靠性更高，并能够支持在线无损升

级，更加适合大容量、高并发的业务模型，已经应用

于多媒体彩铃业务系统、并在上海移动研究院完成了

业务的功能与性能测试，达到了理想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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