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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介绍了Ig’技术)&-*模式和H2>9_,210W02@06模式"同时结合事例给出一种在Ig’体系结构中采用经

过H2>9_,210W02@06模式优化的&-*模式进行图像数据存取的方法#

关键词!Ig’ &-*模式 H2>9_,210W02@06模式

"!引言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人们对信息服务需求的

不断增长#R1906109上所应用的数据存储类型已经由开

始的简单结构化数据扩展到复杂非结构化数据#尤其

对于图像这类二进制字节流的非结构化的数据#并没

有一种通用的处理规范#各个数据库厂商对于自己的

产品分别采用了各自不同的处理方法#彼此之间并不

兼容$ 例如#在 *62540中常采用 ’,*’数据类型#)7C

32>0中采用 R(-YI数据类型#并相应提供了 -QR$ 数

据库环境发生变化导致重新修改程序代码$ 本文介绍

了一种在Ig’体系结构中采用经过 H2>9_,210W02@06

模式优化的&-*模式存取图像数据的方法来解决此

不足$

+!Ig’与设计模式

+/"Ig’

Ig’是)=1公司 g+II平台的核心技术之一#是一

个用于开发和部署多层结构的*分布式的*面向对象的

g2F2应用系统的跨平台的组件体系结构$ 通过 Ig’应

用程序开发者可以专注于企业应用所需的商业逻辑#

而不必担心周围框架的实现问题$

Ig’组 件 是 Ig’组 件 体 系 结 构 的 核 心$ 它 分 为

)0>>:;1!会话"’021>和I19:97!实体"’021>以及消息

驱动组件三种类型$ )0>>:;1’021>代表了与业务处

理相关逻辑的实现#是一种作为单个的 S4:019执行的

对象$ I19:97’021>代表了与数据逻辑相关的实现#通

常用来对数据库中数据提供一种对象的视图$ I19:97

’021>按应用服务器管理持久性的方式来划分#可分

为S(Q!S;192:106管理持久性"和 ’(Q!’021管理持

久性"两种$ S(Q通过 g&’S自动生成标准的数据库

访问代码#并将组件的实例映射到数据库中#从而能够

自动管理插入*更新*删除数据库中与实体有关的数

据$ ’(Q则要求程序员自行编写代码来操作后台数据

库#因此它比 S(Q独立性差#但它能更好地处理复杂

的或不规则的数据$

+/+ 设计模式

!"" 设计模式概念$ 设计模式!&0>:B1Q299061"简

单说就是一个常用的方案$ 在我们的开发过程中经常

会遇到一些相同或相近的问题# 如果每次都寻找一个

相应的解决办法# 那么就会增加开发时间# 降低开发

效率$ 为了节省时间# 提高开发效率# 就需要提供一

些解决类似问题的* 在应用中被证明可行的方案 __

设计模式$ 所以一个设计模式就是描述了一个被证明

可行的方案#这些方案可以重用#有良好的伸缩性$

!+" &-*模式$ 在基于g+II平台的应用程序模式

中#&-*!&292-550>>*3O059#数据访问对象" 模式是

一个位于业务层之上的集成层的模式#它实现了操作

对数据源的访问机制$ &-*的作用主要是抽象数据

源#提供对数据源的透明访问$ &-*模式为 ’(Q提供

了业务层和资源层之间的松散耦合$ 由于数据访问对

象会截取和服务所有对数据存储层的访问#就使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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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存储层的实现细节对客户透明$ 通过使用该模式#

可以创建更加轻便灵活*低耦合度的应用程序$

!$" H2>9_,210W02@06模 式$ H2>9_,210W02@06

模式不通过Ig’组件#而是更直接地通过 &-*来读取

数据#从而消除 Ig’的经常开支!例如远程方法调用*

事务管理和数据序列化等"$ 与&-*模式不同#H2>9_

,210W02@06模式是一种优化模式#但他不是要替代原

有的访问机制#而是作为补充使其完备$ 需要注意的

是#H2>9_,210W02@06模式可以使数据的提取更加快

速和有效#同时又存在因为绕开 Ig’组件而带来的过

时数据的风险$ 如果数据经常改变#不宜使用这样的

模式#而是使用 Ig’组件来保证修改的正确性和查询

到最新的数据$

$!在Ig’中利用&-*模式存取图像数据

$/"实体’021直接访问后台数据库的不足

实体组件通过g&’S访问后台数据库#然而对于图

像数据g&’S并未提供相应的 -QR#因此持久性逻辑必

须由开发者自己编写$ 但是这样导致 Ig’组件过分依

赖于固定的数据库资源#产生以下不足(

!"" 商务逻辑与数据访问逻辑耦合紧密#改变存

储机制时要修改大量程序代码%

!+" 绑定了后台数据库资源#降低了组件的可复

用性%

!$" 如果采用 S(Q方式#不仅减少了大量的编码

量#而且可由S;192:106自动进行许多性能优化$ 但由

于图像数据对象的参与#组件不得不采用 ’(Q方式#

使得性能大大降低%

!." 在网络负载较大的情况下#从客户端读取用

户信息十分缓慢#尤其是图像数据对象#每次从客户端

读取数据往往会给网络带来巨大压力#同时也消耗大

量的系统资源$

$/+ 利用经 H2>9_,210W02@06模式优化的 &-*模式

存取图像数据的方法

!"" 采用’(Q与S(Q相结合#使’(Q继承 S(Q$

这样不会打乱S(Q潜在优化机制#一旦将来 g&’S-QR

升级#对图像数据对象有了更完善的支持#我们只需独

立部署S(Q$

!+" 在业务层与数据源之间引入 &-*模式#使商

务逻辑与数据访问逻辑解耦合$ 当业务层发起的对数

据源的访问时#首先发送给 &-*组件#然后由 &-*组

件实施具体的对数据源的存取操作$ 这样一来#从业

务层的角度来看#数据源是不可见的#即业务层只需要

关心如何访问&-*组件提供的接口#而不必考虑如何

获取数据源的连接*操作数据源等细节问题#数据源发

生变化时只要保证 &-*组件提供的对外接口不发生

变化#业务层Ig’的实现就无需改动#此时针对数据源

的变化#只需改动&-*组件的细节即可$

!$" 使用H2>9_,210W02@06模式进行优化$ 当客

户端频繁地对图像数据进行只读查询时#通过 H2>9_

,210W02@06模式直接到达&-*组件#从而对数据源进

行访问#这样做节省了系统资源#提高了效率$

.!应用事例

在Ig’体系结构中#用户是一个基本的实体#因此

下面以用户实体为例设计一个名为 )9=@019的 I19:97

’021#实现对图形数据的存取$ I19:973021存储在数

据库的表)9=@019中!见表""#表中的各个字段是描述

)9=@019的属性#其中 8E;9;字段代表学生照片#是图

像数据类型$

表 "!)9=@019表结构

字段 12D0 =>06:@ B01B@06 >805:24:97 2@@60>> 8E;9;

含义 姓名 学号 性别 专业 地址 照片

./"框架设计!如图""

从结构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对学生属性进行编

辑时#通过Ig’对后台数据源进行操作%当对学生属性

进行频繁只读查询时#直接通过 )9=@019&-*访问后台

数据库$

./+ 实现细节

在具体实现时#&-*模式结构包含了 ’6:@B0模式

和-@28906模式$ ’6:@B0模式将数据访问逻辑的抽象

部分!)9=@019’(Q" 与它的实现部分!)9=@019&-*" 分

离#使它们都可以独立地变化%-@28906模式将$个互

不兼容的具体实现类! )9=@019&-*)d,)06F06#)9=@019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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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40#)9=@019&-*)732>0"#转换为另一个公共接

口!)9=@019&-*"#这样能够同时支持 )d,)06F06**62540

和)732>0三种数据库$

图 "!框架结构图

./+/"业务层

!"" )9=@019S(Q#实现商务逻辑#如 B09U2D0! "*

>09-@@60>>!"*B09QE;9;!"等$

!+" )9=@019’(Q#继承)9=@019S(Q#实现一些标准

数据对象的存取逻辑#如 0O3H:1@’7Q6:D267i07!"等#当

涉及到操作图像数据对象的方法时#调用 &-*实现类

型对象#这样就把)9=@019’(Q和后台资源类型完全屏

蔽$

./+/+ &-*组件

!"" )9=@019&-*#定义实现类的接口#包括 0O3S60C

290!"# 0O3,;2@!"# 0O3)9;60! "等#提供持久性相关的

-QR#供)9=@019’(Q访问和管理后台资源$

!+" &-*实现类! )9=@019&-*)d,)06F06#)9=@019C

&-**62540#)9=@019&-*)732>0"#针对各种具体类型的

后台数据库资源#相应实现了 &-*接口中定义的方

法#对-@28900接口!数据库资源"与 T26B09接口!)9=C

@019&-*"进行适配%

./+/$ 数据源

定义对已经存在的数据库驱动接口#通过 -@28906

模式对该接口进行适配$

K!结束语

Ig’体系结构中运用经过 H2>9_,210W02@06模式

优化的&-*模式进行图像数据存取#能够有效的解决

由于后台数据库资源变化导致重新编译应用程序的不

足#并能够提高图像读取速度#增强应用程序的伸缩性

和可移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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