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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QEM作为一种新的与平台无关的通信协议!可以实现异构系统间信息的交换!使得各种孤立系统的通信变

得容易( 本文在分析<QEM’ A3B<3-@,D3等技术的基础上!结合 OJ)*语言提出了一种基于 <QEM协议的 OJ)*
语言通信实现方法(
关键词&<QEMA3B<3-@,D3OJ)*通信

"!引言

Ê32.)""&* 技术已被广泛用于人工智能和 ‘2.3-23.
领域的研究活动中# 人们期望 Ê32.可以如同人一样

在网上进行合作# Ê32.要在网上进行合作" 首先必

须具有在网上进行通信的能力" 因而异构多 Ê32.系

统’)/1.,90̂32.<L5.38")E<( 之间的通信方法成为

了人们研究的一个热点# 在 Ê32.的通信研究方面"
有OJ)*$G‘MEE6*$Ê32.X01e等 Ê32.通信语言问世#
很多组织成功的基于 OJ)*或 E6*构建自己的多 Eb
3̂2.系统# 国内的研究大都是在OJ)*或 E6*的基础

上"实现了 Ê32.或者 )7B,13Ê32.的通信模型)H"I* #
但是" 当前的分布式通信协议 ?6Q) C6Q)$6QR:E
和%0@0R)‘要求服务器端和客户端有明确的同类型$
同构架的对等协议" 从而使基于它们构建的)E<间形

成了通信障碍,而<QEM是基于()*和 FXXM的分布式

对象的通信协议"它不仅可以包容这些协议"实现这些

协议间的互通"而且简单清晰$有优秀的开放集成的能

力# 基于<QEM的A3B<3-@,D3因为 <QEM的跨平台的

信息表示和数据交换的特点而满足互操作性$普遍性

和低进入屏障"使得各种孤立系统的通信变得容易#
本文从<QEM$OJ)*等相关标准和协议出发"提出了一

种基于()*的<QEM协议实现OJ)*通信的方法#

&!简单对象访问协议<QEM
<QEM)K* ’<,8413QBj3D.EDD355M-7.7D71(是一种基

于()*的与平台无关的通信协议# ()*’ ’Z.325,B13
)0-e/4*02̂/0̂3(是AH6组织在"WWf年设计和定义

的一种跨平台的数据交换规范"已经成为被广泛接受的

数据编码和数据处理标准# 当前最新的 <QEM版本是

AH6于&##H年f月 &I日发表的 <QEM规范 "N&版#
<QEM为在一个松散的分布式环境中使用()*对等地交

换结构化和类型化的信息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轻量级机

制# 它把成熟的基于FXXM的 A3B技术与 ()*的灵活

性和扩展性组合在一起"使现有的软件不论基于什么样

的编程模型都可以通过‘2.3-23.通信# <QEM本身并不

定义任何应用程序语义"如编程模型或特定语义实现"
而只定义一种简单的机制"通过一个模块化的包装模型

和对模块中特定格式编码的数据重编码机制来表示应

用语义# <QEM的这项能力使得它可被很多类型的系统

用于从消息系统到 MR6’R387.3M-7D3;/-36011(的延

伸# <QEM本身没有定义任何底层的传输协议"被%默

认&绑定到FXXM协议"因此<QEM是相当强大和自由的#
<QEM是跨平台的纯消息协议"通过<QEM编码规则"可

以把任何与应用程序相关的数据编码成()*文件"并封

装成 <QEM消息"使用基于 X6MC‘M的应用协议 FXXM$
<)XM$GXM$%)<或自定义的M&M等"进行传输"可以与现

有通信技术最大程度地兼容#

&N"<QEM协议的内容

<QEM协议主要由I部分组成!<QEM封装’<QEM

’2@3174("定义了整体 <QEM消息的表示框架"可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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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QEM消息的内容$发送者和接收者,<QEM编码

规则’<QEM’2D7;,2̂ R/135("定义了一个编序机制用

于交换应用程序定义的数据类型实例,<QEMRM6表示

’<QEMRM6R34-3532.0.,72(定义了一个用于表示远程

调用和响应的约定,<QEM绑定’<QEM:,2;,2̂ (定义了

一个使用底层传输协议来完成在节点间交换 <QEM封

装的约定# 这 I部 分 在 功 能 上 是 正 交 的"且 彼 此 独

立的#
<QEM消 息 ’83550̂3( 是 在 对 等 的 <QEM节 点

’<QEM27;35(间通信的基本单位# <QEM消息是由一

个强制的<QEM’2@31743$一个可选的<QEMF30;3-和

一个强制的 <QEM:7;L组成的 ()*文档!<QEM’2@3b
1743"’2@31743是表示该消息的 ()*文档的顶级元素"
必须作 为 第 一 个 元 素 出 现 在 文 档 中,<QEMF30;3-"
F30;3-用于为<QEM消息添加特征"可用来实现认证"
路由等,<QEM:7;L":7;L为该消息的最终接收者提供

了一个容器承载传输的数据# :7;L元素的典型应用

包括MR6以及出错报告等#
和<QEM"N"不 同 的 是"<QEM"N&规 范 不 允 许 [

B7;L_元素后再出现元素#
&N& <QEM与其他通信协议的比较

在<QEM出现前的分布式通信协议如 Q)V组织

制定的公共对象请求代理体系结构’6QR:E("微软公

司提出的分布式组件对象模型’6Q)C?6Q)("以及

<YS公司提出的远程方法调用’R)‘("这些协议都可

以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没有一种协议可以相互

兼容"它们的优越性只是在单一厂商条件下才能得以

充分的体现"这意味着基于6QR:E和 ?6Q)的解决方

案必须依赖于单一的应用程序"又因为每个系统使用

不同的二进制编码"系统间的互操作就很难实现# 虽

然?6Q)和6QR:E适合于服务器与服务器间的通信"
但是对于客户端与服务器之间的通信十分脆弱"尤其

当客户程序分布在‘2.3-23.上更是如此# 虽然 %0@0应

用程序可以使用R)‘与6QR:E连接"但是与 ?6Q)却

无法通信# <QEM的出现为这个领域带来了结合统一

的可能性"它不仅可以把现有的 6QR:E或 6Q)应用

变成可以基于‘2.3-23.调用的服务"并且可以把6QR:E
和6Q)整合起来"成为二者之间的通信桥梁#

由于<QEM一般是基于 FXXM进行传输使得它对

防火墙比其他协议更容易发挥作用# 防火墙绝大多数

都对$#端口开放"而该端口正是 FXXM传输网页的端

口"所以<QEM可以穿过防火墙# 传统方法使用 6QRb
:E或6Q)通信时常有不知道或不常用的端口被使

用"防火墙不允许其通过使得通信失败#
总之"<QEM和其他通信协议的关系并不是竞争"

而是相互协作的# <QEM自身并不能代替组件技术它

仍然需要6QR:E或6Q)对象在服务器端进行真正的

处理"<QEM仅仅定义了它们之间进行互操作的一种

标准#

H!A3B<3-@,D3
在<QEMCFXXM方式下"服务器端处理 <QEM请求

的程序叫A3B<3-@,D3)f* # A3B<3-@,D3是自包含$组件

化的分布式应用与服务"这些应用与服务基于一组通

用的 标 准 与 协 议"其 中 包 括 ()*$<QEM$A<?*’A3B
<3-@,D3?35D-,4.,72*02̂/0̂3"A3B<3-@,D3描述语言(
和Y??‘’Y2,@3-501?35D-,4.,72$?,5D7@3-L02;‘2.3̂-0b
.,72"统一描述$发现和集成协议(# A<?*是一个描述

接口$语义及A3B服务为了响应请求需要经常处理的

工作的()*文档# Y??‘是一套面向A3B<3-@,D3的信

息注册中心的实现标准和规范"利用 <QEM消息机制

’标准 ()*CFXXM( 来发布$编辑$浏 览 及 查 找 注 册 信

息# A3B<3-@,D3主要解决了异构平台上不同系统之

间互相通信和共享数据的问题# 根据图"所示的结构

图显示了这三种技术的工作过程#

图 "!A3B<3-@,D3技术结构

在图"中"A3B<3-@,D3提供者首先使用 Y??‘目
录注册自己提供的服务"之后A3B<3-@,D3请求者通过

查询 Y??‘目 录 来 定 位 自 己 需 要 的 服 务"Y??‘’A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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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3代理(返回符合条件的服务的 A<?*"请求者根

据该服务的A<?*生成 <QEM消息"并按 <QEMC()*格

式调用A3B<3-@,D3"最后运行结果从提供者反馈给请

求者#
在<QEM应用中"()*$<QEM$A<?*都是独立于平

台的"而最后的本地映射则与平台有关"A3B<3-@,D3
以此实现跨平台的可互操作性# 又因为 A3B<3-@,D3
具有跨防火墙通信的能力"更便于在 A3B环境下"实

现松散耦合的$跨平台的"与语言无关的"与特定接口

无关的异构系统间的通信#

I!基于<QEM协议的OJ)*消息表示

IN"知识查询操纵语言OJ)*
由美国?ERME知识共享组织的外部接口工作组

开发的知识查询操纵语言’O27>13;̂3J/3-L02;)0b
2,4/10.,72*02̂/0̂3"OJ)*(是一种用于软件 Ê32.之

间的通信语言"目前已经成了 Ê32.通信语言的实际

标准# OJ)*提供了一系列消息’43-=7-80.,@3(类型实

现 Ê32.间信息的交流和知识的共享# OJ)*规定了

消息格式和消息传送系统"为多 Ê32.系统通信和协

议提供了一种通用框架#
概念上"我们可以把一条 OJ)*消息分为三层!通

信层$消息层和内容层# 全部技术通信参数都在通信

层规定"消息层规定与消息有关的言语行为的类型"内

容层规定消息内容# 习惯上"一条 OJ)*行为原语也

称为一条消息"典型的 OJ)*消息例如"Ê32.E发送

一个动作表达式到 Ê32.:!
’05e9011

!!102̂/0̂3M-717̂
!!72.717̂L=77
!!532;3-E
!!-3D3,@3-:
!!,29-341L9.7,;#
!!-341L9>,.P,;"
!!D72.32.]B0-’Z"L( ](
它想知道内容B0-’Z"L(是否为真#
其中]!532;3-" !-3D3,@3-"!,29-341L9.7" !-341L

9>,.P]构成了通信层,]05e9011" !102̂/0̂3" !72.71b
7̂L]构成了消息层,]!D72.32.]为内容层#
IN& 基于<QEM的 Ê32.通信消息结构

虽然OJ)*是第一个使用的 Ê32.通信语言"经

过多年的使用和检验"但还是有许多不足之处!不同的

OJ)*系统不能互操作"没有一个固定的规范标准去

实现通信机 制# 为 解 决 这 一 问 题"我 们 在 充 分 利 用

A3B<3-@,D3技术的基础上运用了一种基于 <QEM协议

的OJ)*通信实现方法# 在此方法中"用 ()*来表示

OJ)*语言的执行原语"并把这些执行原语放在 <QEM
协议的:7;L之中"最后通过<QEM协议在 Ê32.5之间

进行OJ)*通信# 由于()*是基于数据内容的而不是

基于数据结构的"同时目前流行的编程语言"比如 %0@0
等都支持()*解析器"因此在 OJ)*通信实现中不需

要定义自己的OJ)*解析器# 这种方法的消息结构由

三层 组 成!<QEM层$OJ)*层 和 672.32.层" 如 图 &
所示#

图 &!基于<QEM协

议的消息结构

OJ)*消息 05e9011的例

子如 第 IN"节" Ê32.E使 用

<QEM协议向 Ê32.:发送一个

消息"该消息用 ()*表示"并封

装到<QEM协议的 :7;L中# 下

面给出绑定到 FXXM的 <QEM消

息的实现#
MQ<XC<.7DeJ/7.3FXXMC"N

"CC消息最外层<QEM层

F75.! >>>N5.7Dek/7.353-@3-ND78
672.32.9XL43! .3Z.CZ81, DP0-53.\]/.=9$]
672.32.9*32̂.P! 2222
<QEMED.,72! ]<7839YR‘]
[- Z81+3-5,72\]"N#]32D7;,2̂ \]YXG9$]- _
[<QEM9’S+!’2@31743
Z8125!<QEM9’S+\]P..4!CC5DP3805NZ815704N7-̂C

5704C32@31743C]
!<QEM9’S+!32D7;,2̂<.L13\]P..4!CC5DP3805NZ81b

5704N7-̂C5704C32D7;,2̂C]_
[<QEM9’S+!:7;L_
![83550̂3Z8125!8\]<7839YR‘]_CC消息中间

层OJ)*层

!![743-0.,72@01/3\]05e9011]C_
!![102̂/0̂32083\]M-717̂]C_
!![72.717̂L2083\]=77]C_
!![532;3-2083\]E]C_
!![-3D3,@3-2083\]:]C_
!![,29-341L9.7@01/3\],;#]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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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L9>,.P@01/3\],;"]C_
!!![D72.32._CC消息最内层672.32.层
!!!![,.382083\]B0-]_
!!!![40-0@01/3\]0]C_
!!!![40-0@01/3\]B]C_
!!!![C,.38_
!!![CD72.32._CC消息最内层672.32.层
![C83550̂3_CC消息中间层OJ)*层

[C<QEM9’S+!:7;L_
[C<QEM9’S+!’2@31743_CC消息最外层<QEM层

Ê32.:接到 Ê32.E发来的消息后进行处理"同

样 Ê32.:通过使用 <QEM协议向 Ê32.E发送一个

回复# 用上述的<QEM消息可以实现 Ê32.之间的通

信#
INH 基于A3B<3-@,D3的 Ê32.通信

A3B<3-@,D3是建立可互操作的分布式应用程序

的新平台# 当 <QEM客户端以 FXXM传送一份请求消

息至目标服务器"该 A3B服务器会拦截该消息# A3B
<3-@,D3都是放在A3B服务器后面的"A3B服务器会把

该<QEM请求消息转发给 A3B<3-@,D3请 求 处 理 器#
A3B<3-@,D3请求处理器解译该 <QEM请求消息"然后

将客户所请求的过程名及参数映射为本地的在它的管

辖范围的过程调用"然后再生成相应的 <QEM应答#
A3B服务器得到<QEM应答后"再通过 FXXM应答的方

式把它送回到客户端# Ê32.5通过 A3B<3-@,D3进行

通信的过程如图H所示#

图 H!基于A3B<3-@,D3的 Ê32.通信

客户端 Ê32.E与客户端 Ê32.:进行通信时"
Ê32.E使用<QEM协议用 ()*封装请求消息后通过

FXXM传送到服务器端"服务器端监听程序收到 <QEM
请求后解析出请求消息数据"执行相应的服务请求"把

消息传送到客户端 Ê32.:"Ê32.:接收到消息后进

行处理"若需回复同样发送请求消息到服务器端"服务

器端将操作的结果数据同样以 <QEM封装后返回给 Eb
3̂2.E#

K!结束语

采用基于()*的<QEM协议来实现 Ê32.5之间的

OJ)*通信"解决了跨平台的多 Ê32.系统互连的接口

问题# 由于<QEM能够被应用于从消息传递到RM6的各

种系统"使得我们完全能实现异构平台间的组件调用和

通讯"有利于构建开放集成性的分布系统# <QEM作为

一种简单轻量的协议"使系统的扩展和维护的复杂性降

低# 随着<QEM技术的日益成熟"其优越的跨平台特性

必将使其在基于A3B异构分布式系统的服务构建方面

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 我们下一步的研究将关注<QEM
消息的安全性"<QEM的事务处理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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