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算机网络是将多个具有独立工作能力的计算

机系统，通过通信设备和线路介质、网络软件等连接

起来，从而实现资源共享和数据通信的系统。网络计

算!"#$%&’( )*+,-+*$.&/0实际上是指以网络为中心的

计算!"#$%&’(1)#/$’., )*+,-+*$.&/0，或者是基于网络

的 计 算 !"#$%&’(12*3#4 )*+,-+*$.&/0，它 把 计 算 功 能

和负荷合理地分配到联网的各计算机上。所谓网络

计算模式就是指完成网络上的一个计算任务或应用

服务占用共享资源的形式和使用共享资源的方式。

网络计算模式有时也称为网络应用模式。

5 网络计算模式的演变

回顾计算机网络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网络计

算模式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的演变历程：

· 以大型机为中心的集中式计算模式；

· 应用于局域网的分布式计算模式；

· 面向电子商务应用的 6#7 计算模式。

585 以大型机为中心的集中式计算模式

在 9: 世纪 ;: 年代以前，功能强大的大型机应

用普遍，许多用户同时共享 )<= 资源和数据存储功

能。这时采用的就是以大型机为中心的集中式计算

模式，也称为时分共享模式。

集中式计算模式包括：主机终端系统和工作站 >
文件服务器系统，前一种的各种计算主要集中在主

机上；而后一种的各种计算主要集中在工作站上完

成。

58585 主机 > 终端系统

主机 > 终端系统又简称主机系统，是 9: 世纪 ?:
年代后期形成的以一台大、中、小型计算机为中心的

多用户系统。在该系统中，用户通过无智能的终端与

主机相连，在主机操作系统的管理下共享主机的硬

件资源，包括中央处理器、内外存、输入 > 输出设备

等。所有数据和程序都在主机上，进行集中管理，各

终端只相当于一个显示器加键盘的功能。这种系统便

于集中处理大量的信息，如科学计算、数据统计等。

58589 工作站 > 文件服务器系统

9: 世纪 ;: 年代初，随着局域网的兴起，连网的

计算机被分为两类：一类称为文件服务器，专门为网

络上的其它用户提供共享文件!或数据0，管理网络

通讯，它是网络的核心，网络操作系统也安装在文件

服务器中。另一类称为工作站，它可访问文件服务器

中的数据和文件，而本工作站的资源不被其它工作

站或服务器共享。每个局域网中可有一台或多台文

件服务器。工作站用户通过磁盘映像，使用文件服务

器上的硬盘。网络上传递的只是文件，计算任务在工

作站上完成。

589 应用于局域网的分布式计算模式

到了 9: 世纪 @: 年代，应用计算环境从集中走

向分布，其目的是将计算工作分摊到各个计算机中，

降低集中在单部计算机上运算的负载及可能风险。

其中，客户机 > 服务器计算技术成为分布式计算的主

流，并在企业计算环境中得到广泛应用。

58985 客户机 > 服务器计算结构

客户机 > 服务器!)+.#/$ > A#’B#’0计算结构把主机

系统擅长于数据处理和工作站 > 文件服务器系统便

于使用、成本低廉这两种结构的优点结合起来，增加

服务器的处理能力，网络上的服务器不仅提供文件

服务功能而且也提供数据处理功能。

这种结构是由客户机、服务器构成的一种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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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三层 " # $ 结构模型

图% 分布式计算结构

计算环境，它把应用程序所要完成的任务分派到客

户机和服务器上共同完成。客户机是一种单用户工

作站，保持完善的信息处理功能，它提供与业务应用

有关的表现、计算、连网访问数据库和各类接口服

务；服务器是一种存储器共享型的多用户处理机，它

提供业务所需的计算、连网、数据库管理和各类接口

服务。

%&!&! 分布式计算结构

分布式计算结构综合集中计算结构和 " # $ 结

构的优点，在 " # $ 结构的环境中通过软件技术创造

出类似于集中式结构的操作环境。整个计算结构可

分为物理层、分布式计算平台和应用层三个方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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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所示。

在物理层上，采用 " # $ 结构的服务器仍散置在

网络各处，并保持传统的 " # $ 结构的特性。在分布

式计算平台上，其网络上的所有服务器均被抽象成

一个大型的计算单元，使用户感觉不到有网络和服

务器的存在。在应用层面上，程序开发人员和用户不

必考虑其低层有哪些服务器，自己是在一个统一的、

一致的操作环境下工作。

总之，分布式计算平台隐藏了网络的物理层面，

它使传统的网络操作环境内的所有机器间的操作，

能如同一部机器内的不同元件之间的操作一样，创

造出无缝的分布式计算环境，这种网络计算环境的

产生为 ()* 计算模式的推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 面向电子商务应用的 ()* 计算模式

()* 计算模式适用于局域网、广域网和国际互

联网，包括浏览器 # 服务器系统和浏览器 # 应用服务

器 # 数据服务器系统，这种结构是网络计算模式的发

展方向。

%&+&% 浏览器 # ()* 服务器结构

早期的 ,-.)/-). 的计算结构是以 ()* 技术为核

心的浏览器 # ()* 服务器体系结构，该 ()* 服务的

最 大 特 点 在 于 为 用 户 提 供 良 好 的 信 息 查 询 界 面 。

()* 服务把各种各样的信息，如文本、图像、声音和

视频等无缝隙地集成在一起，用户只需要通过浏览

器提出自己的查询要求，()* 服务器就会自动完成

查询，将与查询条件相关的文件返回给用户并显示

在屏幕上，用户无需关心这些文件存放在 ,-.)/-).
上的哪台计算机中。

%&+&! 浏览器 # 应用服务器 # 数据服务器系统计算结

构

0 # $ 结构是在传统 " # $ 结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适用于分布环境的新型网络计算模式，它把 " # $
结构的服务器端进一步细化，分解为一个应用服务

器1()* 服务器2和一个或多个数据库服务器，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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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之为三层 ! " # 结构模型，如图 $ 所示。

第一层是用户界面层，即 %&’ 浏览器层，主要

完成用户接口功能。它负责管理用户的输入和向用

户的输出，但并不负责解释其含义。

第二层是业务逻辑层，即 %&’ 服务器层，主要

利用 %&’ 服务器完成客户的应用功能。它是上下两

层的纽带，建立实际的数据库连接，根据用户的请求

生成 #() 语句检索或更新数据库，并把结果返回给

用户。这一层通常以动态链接库的形式存在并注册

到服务器的注册表中，它与用户界面通信的接口符

合某一特定的组件标准（如 !*+）。

第三层是数据库层，即数据库服务器层，主要利

用数据库服务器完成实际数据的存储和管理功能，

数据库服务器应客户请求独立地进行各种处理。

以上三层 ! " # 结构模型各成体系且相互独立，

当软硬件环境发生变化时，其适应能力比传统 ! " #
结构更强，更具有可伸缩性和可扩展性。

$ 网络计算模式的发展

,- 年代初期，! " # 结构一度成为计算技术的主

流。在 ! " # 计算系统中，系统集成是决定其成败的

关键因素之一。然而，当今企业计算的分布性、可扩

展性和异构性等要求使 ! " # 结构在大型企业和机

构的分布式计算应用方面遇到了新的挑战。与此同

时，随着分布对象计算技术和软构件技术的发展，各

软件生产商和研究机构纷纷推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如 ./012& 3 " 4!*+、!*56. 和 7828 " 5+9 标 准 ，从

而推动了网络计算模式新的发展。

$:; ./012& 3 模型

./012& 模型又称 ./012& 平台，是 +1/<=>=?0 公司

的 分 布 式 计 算 环 境 的 基 础 ， 为 用 户 开 发 9@0&<@&0 "
9@0<8@&0 应用提供一个全新的网络计算环境。

./012& 平台的技术种类繁多，规模宏大，但总体

来 看 ， 可 包 括 三 个 方 面 的 内 容 ：./012& 服 务 器

A#&<2&<B、./012& 桌 面 AC&>D0=EB和 ./012& 技 术 ，如 图 F
所示。

./012& 服务器是 ./012& 平台所有服务技术的总

称，也是构成整个 ./012& 平台的主体。它负责信息

的处理、存储、管理及传递，并提供一套完整的

./012& 服 务 器 端 的 应 用 开 发 环 境 ， 主 要 包 括

+1/<=>=?0 的 9@0&<@&0 信 息 服 务 器 （99#）、.#GA8/012&

>&<2&< E8H&，动态服务器页B、文件索引（9@C&I）等。

./012& 桌面是 ./012& 平台的客户端，它直接面

对网络用户。用户可利用 +1/<=>=?0 的 9J 获得一般

的 %%%A万维网B服务和 ./012& 服务器的服务。

./012& 3 技 术 是 一 群 联 系 ./012& 服 务 器 和

./012& 桌 面 的 所 有 技 术 的 总 称 。 它 主 要 由 传 统 的

KL+)、 脚 本 程 序 A#/<1E0B 语 言 和 ./012& 3 组 件

A!=ME=@&@0B构成，具有跨平台、与程序语言无关、面

向文件及组件的特点。

$:$ !*56. 技术

!*56. A!=MM=@ *’N&/0 5&OP&>0 6<=D&<
.</Q10&/0P<&， 公 共 对 象 请 求 代 理 体 系 结 构 B 是 由

*+RA*’N&/0 +8@8H&M&@0 R<=PE，对 象 管 理 组 织 B提
出的应用软件体系结构和对象技术规范，其核心是

一套标准的语言、接口和协议，以支持异构分布应用

程序间的互操作性及独立于平台和编程语言的对象

重用。

!*56. 是一个面向对象的分布式计算平台。在

网络环境中，各个对象间的通信并不需要了解对方

的位置和通信实现的方法等，从而为各类应用的互

操作提供了公共平台。它充分利用了现今各种软件

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在基于网络的分布环境下实

现应用的集成，使得面向对象的软件在分布、异构环

境下实现可重用、可移植和互操作。

$:F 7828 计算模式

自从 #P@ 公司于 ;,,S 年正式推出 7828 以来，

作为一种与底层硬件和操作系统无关的、“编写一

次，到处运行”的计算语言和计算平台，天生就具有

将网络上的各个平台连成一个整体的能力，是实现

了“网络就是计算机”诺言的分布式计算环境，并由

此开创了一种崭新的网络计算模式。

图 F ./012& 3 计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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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应用程序开发平台，它按照高性能、

可移植、可解释的原则，提供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和

运行环境。!"#" 计算的本质就是利用分布在网络中

的各类对象共同完成相应的任务。!"#" 的软件构件

称为 !"#"$%"&，或者简称 $%"&，它是能够在构造工

具中进行可视化操作的可重用软件。

近年来，!"#" 又提出了企业 !"#"$%"&’(!$)的思

想，其结构完全采用基于软件构件模型的分布对象

计算体系。

*+, 对以上 - 种构件模型的比较

./01#% 2 是由 31/456570 推出的对象构件模型，

最初用于集成 31/456570 的办公软件，目前已发展成

为 31/456570 世界的应用系统集成标准，并集中反映

在其产品 ./01#% 2 中。在分布计算技术上，839 的

优势比 31/456570 至少领先 *:- 年。目前，只有 839
的技术能够支持异构环境中大型分布式应用的开

发。31/456570 的优势主要表现在应用和市场能力上。

从 未 来 市 场 策 略 考 虑 ，31/456570 决 定 支 持 839 提

出的 8;( < =83 与 =8>$. 的互操作标准，从而使

=83 对象能够与 =8>$. 对象进行通信。今后一段

时间内，839 和 31/456570 的分布对象技术将共存，

并在许多方面相互渗透。

!"#" 是一个应用程序开发平台，它提供了可移

植、可解释、高性能和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及运行环

境。>3?’>%@50% 3%0A5B ?&#5/"015&)是分布在网络中

的各类 !"#" 对象之间进行方法调用的 8>$ 机制。

=8>$. 技术与 !"#" 技术存在天然的联系，=8>$.
技术与 !"#" 技术的融合已成为今后发展的必然趋

势。

- 结论

在现在和未来的电子商务时代，互联网的自由、

开放已经将电子商务的市场范围扩展到全球各地。

全球化、协作化、个性化决定了商用计算必将采用全

新的计算模式是基于 ?&0%4&%0 的 $ < C 模式。但在今

后一段时间内，网络的计算模式很可能是 = < C、$ < C
同时存在的集成开发环境。

但在网络计算模式中占主导地位的技术将是

./01#% 2 < D=83 和 !"#" < =8>$.。./01#% 2 < D=83
的应用丰富，占据了 E= 用户的绝对优势，一旦大力

投入市场优势不可阻挡。!"#" < =8>$. 的技术优于

./01#% 2 < D=83，发展势头和潜力绝对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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