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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商用文件传输系统① 
王佳亮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信用卡中心, 上海 200120) 

摘 要: 研究了一种在商业上使用的高可靠性和高效性的文件传输系统. 基于 Socket 传输, 通过 XML 对传输信

息进行记录与信息交互, 对传输系统进行了完善的传输保障机制设计, 在传输过程中发生的网络瞬断, 在网络恢

复时, 系统可以自动恢复传输, 并可以对于一些已经传输且未传输完成的文件进行断点续传. 系统具有极好的容

错机制, 不会由于一些传输异常而导致系统崩溃. 最后, 商用文件传输系统有详细全面的日志记录, 万一当系统

发生问题时, 可以准确定位问题, 解决问题. 系统配置简单, 操作方便, 在传输大文件时, 由于支持断点续传, 因

此保证了传输的效率, 并在 Windows 7 企业版系统中测试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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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udied on a commercial use of high reliability and efficiency of file transfer system. Based on the Socket 

transmission. Records and information of transmission through XML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Perfect transmission 

guarantee mechanism for transmission system design, when it transfers the file, the network transient fault, then the 

network recovery, the system can automatically recover the transmission, and it can transfer the file which not completed 

transmission. The system has the good fault tolerance; it cannot breakdown because of the abnormal transmission. The 

last, the commercial file transmission system has the detailed logging in an all-round way, when the system has the 

problem, it can position the problem accurately, and solves the problem. System configuration is simple, and easy to 

operate, when transfer the large file, supporting resume transmission, so it ensures the efficiency of transmission. The 

system test passed in Windows 7 Enterprise Edi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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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从1969年投入使用以来, 到如今, 已有40

多年的时间. Internet 的出现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工作

和生活, Internet 最常用的应用层协议, 很多人已不陌

生, 如: Telnet、FTP、HTTP、SMTP、DNS 等. Internet

的 FTP 协议应用很广泛, 市面上基于 FTP 的传输软件

也很多, 单仅仅是作为基本的文件传输使用, 这些软

件功能简单, 当使用环境对数据传输要求比较高且复

杂时, 这些软件往往力不从心. 常见的客户端文件传

输软件, 如: CuteFTP[1], LeapFTP[2]与 FlashFXP[3]. 在

FTP 服务器端软件中, Serv-U[4]是一种被广泛运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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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P 服务器端软件 , 支持 3x/9x/ME/NT/2K 等全

Windows 系列. 可以设定多个 FTP 服务器、限定登录

用户的权限、登录主目录及空间大小等, 功能非常完

备. 它具有非常完备的安全特性, 支持 SSl FTP 传输, 

支持在多个 Serv-U 和 FTP 客户端通过 SSL 加密连接

保护您的数据安全等. 以上这些, 配合起来使用, 可

以实现文件的传输的功能, 但是, 用于商业, 缺乏一

个统一的管理平台, 实现文件传输的自动化也比较困

难, 也不支持文件的并行传输. 文献[5]提出了并行下

载最优机制, 从而优化对等(peer-to-peer,简称 P2P)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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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并行下载. 在日常使用中, 由于对等网络对一些

文件往往可以提供数百个源节点, 对于一些热门的资

源, 往往可以达到上千, 并行下载可以获得良好的效

果. 但是, 在商用环境中, 使用环境相对封闭, 源节点

往往就只有一个, 效果就不会很好.  

商业上的文件传输, 一般在企业的局域网内对相

关文件进行传输, 首先必须要满足高可用性的要求, 

有完善的异常处理机制, 当传输大文件时, 可以实现

断点续传, 同时, 商用文件传输, 也要满足一定的传

输时效要求, 传输效率要高. 传输系统对文件源传输

的直接好处是传输的总带宽增加了, 带宽利用率得到

提升, 当源文件的节点突然离开网络或者发生故障时, 

传输系统也能提供更好的稳健性. 对于大文件传输, 

效果尤为明显, 发生传输错误时, 只需将未传完的部

分传输即可, 不必整个文件重新传输, 传输的效率也

大大提高[6].  

本文所设计的商用文件传输系统使用环境的前提

是企业内部网络是安全的, 然后本文从商用角度出发, 

结合商用实际使用环境, 通过对文件传输服务器以及

客户端统一进行系统分析, 设计和软件架构, 达到商

用文件传输使用的目的.  

 

1 商用文件传输系统需求分析 
1.1 用户需求 

商用文件传输系统, 主要用于企业内部网络中文

件的传输. 首先, 系统间的文件传输有很多, 不同的

系统间文件传输, 又需要有不同的权限. 同时, 各个

系统间文件传送的路径也不同. 因此, 商用文件传输

系统, 需要具备完善的权限机制, 和传输分配机制, 

不同的权限配置用户进行文件传输, 系统可以按照权

限与传输配置, 自动分配传输路径, 达到文件自动传

输的目的. 其次, 商用文件传输系统有完善的传输保

障机制, 在传输过程中发生的网络瞬断, 在网络恢复

时, 系统可以自动恢复传输, 并可以对于一些已经传

输且未传输完成的文件进行断点续传. 系统应该具有

极好的容错机制, 不应该由于一些传输异常而导致系

统崩溃. 最后, 商用文件传输系统应该有详细全面的

日志记录, 万一当系统发生问题时, 可以准确定位问

题, 解决问题.  

1.2 分析建模 

根据商用文件传输系统实际的用户需求, 结合系

统的实际运行情况, 构建出系统相关功能模块. 系统

用户管理配置模块, 用于对用户权限和文件传输规则

进行配置, 如用户注册, 用户登录验证, 用户文件传

输路径配置, 用户文件传输时间配置等. 系统管理模

块, 用于对系统相关的参数进行配置, 如服务端地址

和端口配置, 日志路径地址配置, 断点续传间隔时间

配置等. 文件传输模块, 主要负责服务端和客户端的

文件传输, 包括正常客户端与服务端的文件传输, 以

及对客户端与服务端传输异常的文件进行续传. 系统

日志模块, 主要负责对系统运行中的状况进行记录, 

生成日志并可以对相关日志进行调阅 . 本文使用

Microsoft Visio 2010 进行系统相关图的设计, 商用文

件传输系统的功能层次模型图如图 1 所示.  

 

 

 

 

 

 

 

 

 

 

 

 

 

 

 

 

 

图 1 商用文件传输系统功能层次模型图 

 

商用文件传输的实现, 主要需要解决三个方面的

问题: (1)极强的文件传输容错机制, 在网络发生瞬断, 

对文件已传输的部分不会丢失, 当网络恢复时, 系统

可以自发继续传输; (2)功能完善的权限与传输配置; (3)

详细全面的日志记录.  

 

2 商用文件传输系统概要设计 
考虑到商用文件传输系统数据交互的特点, 因此

系统采用 C/S 结构设计, 并以星型拓扑作为客户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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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端的连接形式. 商用文件传输系统, 主要分为两

个部分, 一个是服务端软件, 一个是客户端软件. 系

统以服务端为主要核心节点, 服务端程序部署在服务

器上, 提供数据接收与分发的服务, 客户端软件部署

在客户机上, 用于向服务端发送文件. 对于数据传送

异常的处理原则是客户端负责传输失败后重新发起传

输请求. 商用文件传输系统的总体传输流程如下:  

(1) 在服务端软件配置传输的用户名和密码, 以

及此用户在服务端接收的目录, 同时设置服务端软件

所在机器的 IP 和端口, 日志保存路径.  

(2) 客户端与服务端连接成功后, 用户选择需要

上传的文件上传, 客户端记录所传输的文件名称和文

件路径, 服务端记录客户端通过 Socket 发过来的文件

信息[7], 并反馈客户端可以传输, 客户端开始传输文

件. 服务端接收.  

(3) 若文件传输成功, 服务端反馈客户端传输完

成, 传输结束. 并将各自的传输记录文件移入传输已

完成的文件夹内.  

(4) 若文件传输失败, 如网络断开, 传输中断, 客

户端会按照配置的时间, 发起与服务器的连接请求, 

当客户端与服务端再次连接成功后, 客户端通过检索

传输记录, 得到传输失败的文件, 发送给服务器, 服

务器检索已经传输的文件大小, 反馈给客户端, 客户

端进行断点续传. 传输成功后, 服务端反馈客户端传

输完成, 传输结束. 并将各自的传输记录文件移入传

输已完成的文件夹内.  

(5) 客户端与服务端的连接, 文件传输, 系统都会

对这些行为进行记录, 以日期为文件名生成系统日志

记录文件.  

系统的业务流程图, 如图 2 所示.  

 

 

 

 

 

 

 

 

 

 

 

 

 

 

 

 

 

 

 

 

 

 

 

 

 

图 2 商用文件传输系统业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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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商用文件传输系统传输报文设计 
3.1 报文定义 

报文主要分为报文头, 报文体和报文尾三个部分, 

报文头由三位代码组成, 客户端发送的以字母 C 开头, 

服务端发送的由 S 开头. 报文体会包含多个信息, 包

含多个信息间用字符"!@#!" 分割, 报文尾统一由字符

"\r\n"结尾. 报文格式如下所示.  

 

 

3.2 客户端、服务端报文设计 

(1) 客户端与服务端请求连接 

 

 

(2) 服务端对客户端请求连接的响应 

 

 

 

(3) 服务端向客户端传输文件 

 

 

 

(4) 服务端对客户端的传输响应 

 

 

 

 

 

(5) 客户端文件传输完成服务端的反馈 

 

 

 

(6) 客户端请求关闭连接 

 

 

(7) 客户端向服务端发送断点续传请求 

 

 

(8) 服务端向客户端响应断点续传请求 

 

 

 

4 商用文件传输系统详细设计 
4.1 XML 操作模块 

商用文件传输系统中, 用户名, 密码的配置, 用

户上传路径的配置, 客户端传输的记录文件, 服务端

传输的记录文件, 都在相关的 XML 文件中进行数据

交互. XML操作模块, 主要对相关的XML文件进行创

建[8], 读取以及对其内容进行编辑或删除.  

(1) 用户名, 密码, 文件上传保存路径信息 XML

格式: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UserConfig> 

<UserInfo UserName="用户名" UserPassword="

密码"> 

<FilePath> 服务器保存传输文件的路径

</FilePath> 

</ UserInfo > 

</ UserConfig > 

(2) 客户端记录文件 XML 格式: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ClientTransfer> 

<FileInfo FileName="要记录的文件名" Guid="

为所传输文件分配的 Guid"> 

<FilePath>要传输的文件全路径</FilePath> 

</FileInfo> 

</ClientTransfer> 

(3) 客户端记录文件 XML 格式: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  

<ServerTransfer> 

<FileInfo FileName="服务器记录的文件名 " 

Guid="传输文件的 Guid"> 

<FileServerPath>服务器保存文件的全路 

</FileServerPath>  

</FileInfo> 

</ServerTransfer> 

4.2 前端文件传输模块 

客户端首先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 向服务端发送

C01 报文请求与服务端连接. 若连接成功, 且用户名和

密码正确, 服务端向客户端返回 S01 报文, 否则返回

S02 报文[9]. 客户端接收到服务端的 S01 报文后, 用户

从客户端向服务端发送文件, 客户端会为即将发送文

件, 分配一个 Guid 编号, 客户端会对即将发送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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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XML 文件记录, 生产的 XML 文件以传输文件的

Guid 编号为文件名, 保存在客户端的未完成传输任务

目录下, 然后客户端向服务端发送含有用户信息和文

件信息的C11报文, 服务端接收到后, 会对服务端发来

的文件信息进行 XML 记录, 同样文件名采用从客户端

传来的 Guid 来进行命名并保存在服务端的未完成传输

任务目录下. 服务端记录成功后, 向客户端返回 S11 报

文. 客户端向服务端传输文件. 服务端文件接收完成

后, 向客户端发送 S21报文后关闭连接. 客户端和服务

端的文件记录 XML 文件, 从未完成传输任务目录移入

到已完成传输任务目录下. 文件传输结束.  

4.3 后端断点续传模块 

客户端会按照设定的时间间隔, 不断循环读取未

完成传输任务目录下的 XML 文件, 根据 XML 文件中

记录的内容, 向服务端发送 C31 报文, 服务端接收到

信息后, 获得客户端报文中的 Guid 值, 检索服务端未

完成传输任务目录下是否有此文件, 有的话根据服务

端记录的文件路径信息, 获得未完成传输的文件, 并

获得未完成传输的文件大小, 向客户端返回 S31 报文, 

客户端获得未传输文件的大小后, 进行运算后, 对未

完成部分进行续传. 如果服务端没有客户端发来的

C31 报文中所请求的文件, 则返回 S31. 客户端 XML

文件记录则移入到异常传输记录文件夹, 用于手工处

理. 文件传输成功, 客户端和服务端的文件记录 XML

文件, 从未完成传输任务目录移入到已完成传输任务

目录下. 文件断点续传结束.  

4.4 日志模块 

客户端日志, 和服务端日志, 都以天为单位记录. 

日志信息包括时间, 传输客户端的 IP, 客户端的用户

名, 传输的文件时系统所分配的 Guid 编号, 文件名, 

和文件传输路径, 传输结果. 日志记录格式如下:  

 

 

4.5 UML 建模 

将系统的详细设计, 进行 UML建模[10], 生成的设

计类图, 如图 3 所示.  

 

 

 

 

 

 

 

 

 

 

 

 

 

 

 

 

 

 

图 3 商用文件传输系统设计类图 

 

5 商用文件传输系统的实现 
系统客户端上传文件选取了一个 58M 的 PDF 格

式的文件, 系统传输正确. 同时, 模拟了系统文件传

输过程中由异常引发的传输中断, 在系统恢复后, 文

件断点续传功能实现, 文件传输正确. 达到了最初的

设计要求. 实现过程截图, 商用文件传输系统的客户



2014 年 第 23 卷 第 3 期                       http://www.c-s-a.org.cn                      计 算 机 系 统 应 用 

 System Construction 系统建设 75 

端界面如图 4 所示, 商用文件传输系统的服务端界面 如图 5 所示.  

 

 

 

 

 

 

 

 

 

 

 

 

 

 

 

 

图 4 商用文件传输系统的客户端 

 

 

 

 

 

 

 

 

 

 

 

 

 

 

 

 

 

图 5 商用文件传输系统的服务端 

 

6 结语 
本文讨论的是基于 Socket 的商用文件传输系统的

设计与实现. 满足了最初的商用传输的设计要求, 实

现了商用文件传输的功能, 系统配置简单, 操作方便, 

在传输大文件时, 由于支持断点续传, 因此保证了传

输的效率. 并在 Windows7 企业版系统中测试通过. 

文件配置和信息记录采用 XML 数据格式, 简化了配

置, 并提升了效率. 本系统主要有如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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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详细的信息反馈机制.  

(2) 可靠的传输保证机制(断点续传).  

(3) 操作简单, 便捷.  

(4) 完善的日志记录, 易于排错.  

由于目前大多数企业的文件传输使用的是操作系

统自带的FTP功能, 配置复杂, FTP较为分散且不利于

管理, 也没有断点续传功能. 由于大多数企业数据还

没有达到一定规模, 商业的文件传输系统并没有得到

企业的重视, 商用文件传输系统还没有实际应用的环

境, 但随着企业不断发展, 数据量不断增大, 大数据

时代的逐渐来临, 商业文件传输, 作为客户端与服务

端的数据传输工具, 极大地方便了工作, 提升了工作

效率. 如果在此基础上对系统进行进一步完善, 构建

成复杂大型的文件传输引擎, 将会产生极大的商业价

值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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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聚类起来相对容易, 均能获取较好的聚类效果. 但

对比 Aggregation1、Aggregation2 、Aggregation3 这三

个较难的数据集来说粒子群算法的聚类精度就明显不

如 PSO-AP 算法. 总的来说 PSO-AP 算法在对数据集的

适应度与聚类精度上都要优于粒子群算法与普通的 AP

算法.  

 

5 结语 
本文针对近邻传播(AP)算法中偏向参数与收敛系

数对 AP 算法的聚类效果的局限性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研究. 首先, 本文通过实验分别对偏向参数与收敛系

数进行调试取值, 研究了偏向参数与收敛系数的特性. 

然后, 结合偏向参数与收敛系数的特性, 提出了通过

粒子群算法搜寻最优的偏向参数与收敛系数的方法, 

使近邻传播算法达到一个最佳的聚类结果. 最后, 通

过实验证明了 PSO-AP 算法的有效性, 且在聚类精度

与适应性上要优于普通的 AP 算法与粒子群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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