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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 放 分 布 式 处 理 中 的 交 易 服 务 

                                  东 南 大 学 计 算 机 科 学 与 工 程 

系     龚 俭 

                                                        南 京  210096 

 

 摘 要： 开 放 分 布 式 处 理 系 统 的 交 易 功 能 是 构 成 开 放 合 

作 系 统 的 基 础， 它 是 网 络 目 录 服 务 功 能 和 远 程 过 程 调 

用 中 binder 功 能 的 进 一 步 发 展， 具 有 更 强 的 形 式 语 义 描 

述 能 力。 本 文 在 介 绍 ODP 交 易 功 能 基 本 概 念 的 基 础 上 讨 

论 了 交 易 功 能 的 实 现 依 据 和 应 提 供 的 交 易 操 作。 

 

 关 键 词： 开 放 分 布 式 处 理， 交 易 功 能， 交 易 者。 

 

1.   引 言 

         大 规 模 互 连 网 络 的 出 现 以 及 它 与 并 行 工 程、 远 

程 教 育 等 新 型 分 布 式 应 用 的 结 合 已 开 始 迅 速 地 影 响 现 

实 的 生 产 活 动 和 社 会 活 动。 这 种 结 合 促 使 分 布 式 应 用 

的 设 计 与 实 现 从 全 局 模 型 方 式 转 向 集 成 方 式， 即 分 布 

式 应 用 的 处 理 元 素 以 标 准 的 形 式 进 行 交 互 合 作， 并 支 

持 一 致 的 语 义， 这 就 是 开 放 分 布 式 处 理 的 含 义。 开 放 分 

布 式 处 理（ODP） 的 基 本 参 考 模 型 为 开 放 的 分 布 式 应 用 提 

供 了 一 个 体 系 结 构 框 架， 以 支 持 系 统 的 集 成[1]。 

         按 照 ODP 的 概 念， 分 布 式 处 理 的 各 处 理 元 素 可 以 

不 是 预 先 指 定 的， 而 是 根 据 一 定 的 合 作 条 件 动 态 地 集 

成 在 一 起。 这 些 合 作 条 件 通 过 ODP 的 企 业 观 点、 信 息 观 

点 和 计 算 观 点 来 刻 划， 而 它 们 的 使 用（ 定 义、检 查 和 协 

商）则 由 ODP 的 交 易 功 能 来 实 现， 交 易 功 能 以 增 量 的、 动 

态 的 和 开 放 的 方 式 提 供“ 服 务 提 议（Service Offer）” 和“ 发 

现 服 务 提 议” 的 手 段。 本 文 将 在 介 绍 ODP 交 易 功 能 基 本 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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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的 基 础 上 探 讨 交 易 服 务 的 实 现 原 理 和 实 现 结 构。 

 

2.   交 易 的 基 本 概 念[2] 

         在 一 般  的 意 义 下， 交 易 是 双 方 或 多 方 经 协 商

（ 讨 价 还 价） 而 

-------------------------------------------------------- 

 本 文 的 研 究 内 容 受 江 苏 省 青 年 科 技 基 金 课 题（BQ94002） 资 

助。 

达 到 一 致 的 过 程， 它 基 于 某 种 需 求， 用 口 头 或 书 面 的 形 

式 表 述， 具 有 一 致 同 意 的 含 义， 并 可 能 需 要 中 介 介 绍 人 

和 具 体 的 交 易 地 点。 ODP 的 基 本 参 考 模 型 中 借 用 了 交 易 

的 一 般 概 念， 按 照 ODP 的 观 点， 交 易 的 目 的 是 把 不 同 的 

ODP 系 统 结 合 起 来 以 形 成 一 个 针 对 某 个 特 定 应 用 的 共 同 

体 或 联 邦。 

         参 加 交 易 的 基 本 元 素 称 为 活 动， 它 是 一 个 遵 从 

ODP 概 念 的 独 立 系 统 的 抽 象， 也 是 构 成 整 个 分 布 式 处 理 

的 基 础。 共 同 体 是 活 动 的 集 合， 它 是 一 个 完 整 的 系 统， 

完 成 特 定 的 分 布 式 处 理 需 求。 共 同 体 可 以 递 归 定 义， 所 

有 包 含 共 同 体 的 共 同 体 称 为 联 邦。 共 同 体 和 活 动 均 可 

抽 象 为 可 嵌 套 定 义 的 域， 因 此， 交 易 可 用 域  及 域 中 所 

包 含 的 元 素（ 称 为 对 象） 作 为 讨 论 的 基 础。 对 象 是 资 源 

的 抽 象， 它 可 以 代 表 数 据， 也 可 以 代 表 处 理 功 能（ 服 

务）。 按 照 交 易 的 要 求， 域 中 的 对 象 应 分 为 三 类 

(1)  私 有 对 象 － 仅 属 于 共 同 体 中 的 某 个 活 动( 称 为 用 户 

域 )； 

(2)  系 统 对 象 － 可 移 出 和 移 入 的 对 象， 它 们 构 成 交 易 域 

的 元 素； 

(3)  共 享 对 象 － 从 交 易 域 中 移 入 的（ 外 来） 对 象。 

 移 出 的 对 象 同 时 属 于 用 户 域 和 交 易 域， 然 而 对 象 的 控 

制 权 总 是 属 于 用 户 域， 因 为 实 际 移 出 的 只 是 对 象 的 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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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而 不 是 对 象 本 身。 

         域 中 的 交 易 功 能 由 交 易 者（ trader） 提 供， 通 过 交 

易 者 移 出 或 移 入 它 们 的 服 务。 移 出 时 活 动 向 交 易 者 提 

供 服 务 的 描 述（ 类 型 定 义） 和 服 务 的 位 置（ 通 过 一 个 特 

定 的 接 口） ； 移 入 时 活 动 向 交 易 者 提 出 所 需 服 务 的 特 

性， 交 易 者 将 其 与 可 提 供 的 服 务 描 述 进 行 比 较， 选 取 适 

合 者 并 将 其 位 置 通 知 申 请 的 对 象。 

         在 大 规 模 网 络 中， 交 易 者 会 有 多 个， 每 个 交 易 者 

都 有 自 己 的 一 批 用 户， 形 成 一 个 交 易 共 同 体， 并 受 一 个 

交 易 政 策 控 制。 当 用 户 的 需 求 在 自 己 的 共 同 体 中 得 不 

到 满 足 时， 可 直 接 或 间 接 地（ 通 过 本 共 同 体 的 交 易 者） 

访 问 其 他 共 同 体。 用 户 只 固 定 地 与 本 共 同 体 的 交 易 者 

联 系， 跨 共 同 体 的 交 易 必 须 通 过 交 易 者 ， 由 其 代 理 进 

行 或 通 过 它 透 明 进 行。 因 此 交 易 功 能 可 概 括 为： 移 出 服 

务， 移 入 服 务， 交 易 者 之 间 的 交 互 工 作。 

         交 易 共 同 体 是 递 归 定 义 的，共 同 体 中 的 活 动 可 担 

任 下 列 角 色（ 可 兼 任） 

（1） 交 易 者： 负 责 接 受 服 务 的 移 出 请 求 并 响 应 的 服 务 

移 入 请 求 的 对 象。 

（2） 移 出 者： 向 交 易 者 移 出 服 务 的 对 象。 

（3） 移 入 者： 从 交 易 者 处 获 得 服 务 移 入 的 对 象。 

（4） 交 易 管 理 者： 贯 彻 交 易 政 策 的 对 象。 

（5） 交 易 政 策 制 定 者： 制 定 并 管 理 交 易 者 的 交 易 政 策 

的 对 象。 

（6） 服 务 提 供 者： 服 务 描 述 的 维 护 者。 

 整 个 交 易 环 境 中 可 包 括 多 个 交 易 共 同 体， 因 此 一 个 活 

动 可 同 时 属 于 多 个 交 易 共 同 体。 一 个 交 易 共 同 体 中 的 

交 易 者 可 同 时 是 另 一 个 交 易 共 同 体 中 的 移 入 者 或 移 出 

者。 一 个 共 同 体 可 跨 越 多 个 域。 移 出 者 可 移 出 在 自 己 的 

接 口 提 供 的 服 务 的 提 议， 也 可 移 出 别 的 服 务 提 供 者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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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务 提 议。 移 入 者 可 为 自 己 或 为 别 人 移 入 服 务。交 易 共 

同 体 中 的 交 易 管 理 者 对 自 己 的 交 易 者 有 完 整 的 控 制 

权。 在 移 入 服 务 时 要 求 进 行 计 算 接 口 调 用 结 构 类 型 的 

检 查， 另 外 还 可 对 其 子 类 型 或 超 类 型 关 系、 行 为 兼 容 性 

和 环 境 变 量 进 行 检 查。 交 易 者 有 责 任 及 时 清 除 过 时 的 

服 务 提 议， 例 如 可 在 服 务 提 议 接 受 政 策 中 要 求 服 务 提 

议 规 定 失 效 时 间， 或 者 在 移 入 动 作 政 策 中 要 求 服 务 提 

议 的 有 效 时 间。 

         发 起 组 成 共 同 体 的 活 动 在 自 身 用 户 域 的 基 础 

上， 根 据 需 求 并 利 用 交 易 功 能 在 交 易 域 中 寻 找 合 适 的 

系 统 对 象， 然 后 在 一 个 交 易 协 议 的 支 持 下 与 拥 有 这 些 

系 统 对 象 的 活 动 协 商 使 用 权， 从 而 形 成 合 作 关 系， 并 一 

起 构 成 相 应 的 共 同 体。 这 个 共 同 体 中 各 活 动 之 间 合 作 

关 系 的 形 式 化 表 述 记 为 一 个 合 同， 它 定 义 了 共 同 体 存 

在 的 条 件 和 共 享 对 象 的 使 用 约 束。每 个 活 动 都 有 发 起 组 

成 共 同 体 的 能 力， 因 此 一 个 活 动 可 以 为 响 应 另 一 个 活 

动 组 建 共 同 体 的 请 求 而 发 起 一 个 新 的 组 建 共 同 体 的 请 

求， 其 结 果 是 构 成 联 邦。 

 

3.   交 易 的 依 据 

         交 易 是 从 目 录 服 务 演 化 而 来 的。 传 统 的 域 名 服 

务 器 将 一 个 正 文 名 映 射 成 一 个 物 理 地 址； 若 将 正 文 名 

抽 象 为 接 口 定 义，则 需 使 用 Binder 来 描 述 服 务 可 提 供 的 

操 作 以 及 操 作 的 变 量 和 结 果（ 这 为 远 程 过 程 调 用 的 实 

现 中 所 经 常 使 用）。 交 易 服 务 可 看 成 是 Binder 的 进 化， 它 

允 许 用 户 在 移 入 服 务 时 具 有 一 定 的 灵 活 性， 即 不 要 求 

精 确 的 匹 配， 同 时 使 用 更 为 复 杂 的 交 互 协 议。 交 易 是 分 

布 式 计 算 与 面 向 对 象 技 术 相 结 合 的 产 物， 后 者 的 封 装 

性、 抽 象 性 和 多 态 性 也 是 交 易 的 重 要 性 质。 

         由 交 易 共 同 体 构 成 的 交 易 环 境 中 包 含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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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服 务 提 议 集， 即 交 易 域， 服 务 提 议 由 服 务 提 议 标 识 

符 加 以 区 分， 它 们 是 唯 一 和 无 二 义 的， 因 此 同 一 个 服 务 

提 议 若 移 出 给 不 同 的 交 易 者， 则 应 使 用 不 同 的 服 务 提 

议 标 识 符 予 以 区 分， 从 而 可 对 不 同 的 使 用 者 定 义 不 同 

的 使 用 权 限。 

（2） 交 易 者（ 称 为 结 点 node） 集， 它 们 是 交 易 操 作 的 执 

行 者， 并 各 自 拥 有 一 个 服 务 提 议 子 集。 

（3） 弧 集， 表 明 结 点 之 间 的 合 作 关 系， 这 些 有 向 弧 构 成 

交 易 图， 对 这 些 弧 可 分 别 定 义 不 同 的 性 质 以 控 制 查 找

（ 即 移 入） 的 传 播。 

         交 易 的 依 据 有 移 出 者 提 供 的 服 务 提 议、 移 入 者 

提 供 的 查 找 请 求、 共 同 体 的 交 易 管 理 政 策、 交 易 者 使 用 

的 各 种 标 准 和 约 束 等。 

         服 务 提 议 包 括 服 务 描 述、 服 务 提 议 标 识 符 和 接 

口 标 识 符， 还 可 包 括 一 些 服 务 提 议 性 质。服 务 描 述 为 一 

个 接 口 调 用 结 构 类 型， 还 可 包 括 一 组 服 务 性 质。 服 务 提 

议 标 识 符 在 交 易 共 同 体 内 是 唯 一 的。 服 务 提 议 性 质 描 

述 了 服 务 提 议 的 特 性， 以 及 binding 行 为 的 规 范。  

         查 找 请 求 是 运 用 于 特 定 查 找 动 作 的 移 入 者 政 策 

规 范， 它 可 包 括 移 入 者 的 匹 配、 优 先 和 范 围 标 准， 以 及 

所 需 服 务 的 接 口 调 用 结 构 类 型。 所 有 满 足 移 入 者 匹 配 

要 求 的 提 议 的 接 口 调 用 结 构 类 型 必 须 是 指 定 接 口 调 用 

结 构 类 型 的 子 类 型。 

         共 同 体 的 交 易 管 理 政 策 包 括： 与 服 务 移 出 有 关 

的 移 出 政 策； 与 服 务 移 入 有 关 的 移 入 政 策；在 交 易 活 动 

期 间 对 冲 突 的 规 则 进 行 仲 裁 的 仲 裁 政 策；限 制 交 易 者 接 

受 服 务 提 议 的 服 务 提 议 接 受 政 策； 与 类 型 规 范 和 类 型 

间 关 系 有 关 的 类 型 管 理 政 策；标 识 放 置 新 服 务 提 议 的 位 

置 的 提 议 放 置 政 策（ 即 如 何 实 现 服 务 提 议 的 分 布）； 以 

及 用 以 指 导 在 交 易 系 统 中 寻 找 合 适 服 务 提 议 的 查 找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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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交 易 者 使 用 的 各 种 标 准 和 约 束 有： 匹 配 标 准， 指 

出 筛 选 时 必 须 满 足 的 条 件； 优 先 标 准， 定 义 在 满 足 条 件 

的 服 务 提 议 中 确 定 选 择 次 序 的 规 则； 范 围 标 准， 定 义 匹 

配 标 准 筛 选 范 围 的 规 则； 匹 配 约 束、优 先 约 束 和 范 围 约 

束， 分 别 定 义 由 交 易 系 统 的 政 策 对 匹 配 标 准 、 优 先 标 

准 和 范 围 标 准 所 施 加 的 约 束。 

 

4.   交 易 的 操 作 

         交 易 功 能 包 括 两 个 方 面： 交 易 的 实 施 和 交 易 的 

管 理。 交 易 的 实 施 通 过 交 易 操 作 来 实 现， 而 交 易 的 管 理 

则 为 交 易 操 作 提 供 环 境 支 持。 交 易 的 实 施 至 少 应 包 含 

下 列 操 作： 

（1） 移 出 

         将 新 的 服 务 提 议 加 入 至 服 务 提 议 集， 与 一 个 结 

点 相 联 系， 并 由 交 易 者 产 生 一 个 服 务 提 议 标 识 符。 

（2） 移 入 

         从 交 易 者 获 得 一 个（ 或 一 组） 服 务 提 议。 该 操 作 

应 分 两 步： 首 先 根 据 查 找 请 求 在 范 围 标 准 的 限 制 下 对 

交 易 环 境 进 行 查 找， 返 回 满 足 匹 配 标 准 的 服 务 提 议 集； 

其 次 按 照 优 先 标 准 对 返 回 的 服 务 提 议 集 进 行 排 序， 排 

序 的 标 准 是 移 入 者 的 优 先 标 准 和 交 易 者 的 约 束 条 件

（ 如 交 易 者 优 先 约 束、 仲 裁 政 策 等） 的 结 合。 

（3） 撤 消 

         从 服 务 提 议 集 中 撤 消 指 定 的 服 务 提 议， 并 解 除 

它 与 结 点 原 先 存 在 的 联 系。 

（4） 修 改 服 务 提 议 

         根 据 服 务 提 议 标 识 符， 用 新 的 服 务 性 质 和 新 的 

服 务 提 议 性 质 来 修 改 原 有 的 服 务 和 服 务 提 议 的 性 质。 

由 于 要 保 留 服 务 提 议 标 识 符， 所 以 该 操 作 不 是 简 单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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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 消 和 移 出 操 作 的 组 合。 

         根 据 如 上 所 述 的 交 易 原 则， 与 交 易 管 理 有 关 的 

操 作 应 包 括： 

（5） 加 弧 

         在 交 易 图 中 指 定 的 两 个 结 点 之 间 加 一 条 弧， 并 

定 义 该 弧 的 性 质， 以 表 示 一 方 可 使 用 另 一 方 所 拥 有 的 

服 务 提 议 集； 这 种 使 用 是 单 向 的。 

（6） 撤 弧 

         从 交 易 图 中 移 去 一 条 弧 及 其 相 应 的 性 质， 即 解 

除 两 个 交 易 者 之 间 的 合 作 关 系。 

（7） 改 弧 

         修 改 一 个 指 定 弧 的 性 质， 即 调 整 两 个 交 易 者 之 

间 的 合 作 关 系。 

（8） 加 点（ 初 始 化 操 作） 

         在 交 易 环 境 中 增 加 一 个 新 结 点， 即 增 加 一 个 新 

的 交 易 者。 为 保 证 交 易 管 理 操 作 的 简 单 性， 新 增 加 的 结 

点 在 一 开 始 不 包 含 任 何 服 务 提 议， 且 与 其 他 结 点 无 合 

作 关 系（ 即 是 图 中 的 一 个 孤 立 点）。 

（9） 撤 点（ 结 束 操 作） 

         从 交 易 环 境 中 删 除 一 个 结 点， 要 求 被 删 除 的 结 

点 已 没 有 服 务 提 议， 且 不 存 在 与 其 它 结 点 的 合 作 关 系， 

理 由 同（8）。 

         根 据 ODP 基 本 参 考 模 型 的 规 定， 活 动 在 与 交 易 者 

进 行 交 易 操 作 之 前 应 首 先 建 立 彼 此 的 联 络（liason）， 即 

建 立 起 共 同 的 应 用 上 下 文， 因 此， 交 易 操 作 的 实 现 需 要 

一 个 专 门 的 交 易 协 议 的 支 持。 另 外 这 个 协 议 还 应 能 支 

持 交 易 的 不 同 特 性， 如 交 易 的 可 靠 性、 安 全 性 等。 结 点 

或 弧 的 撤 销 是 否 会 影 响 共 同 体 的 存 在 也 应 由 有 关 的 活 

动 根 据 共 同 体 存 在 规 则 和 交 易 协 议， 按 具 体 的 合 同 内 

容 判 定。 限 于 篇 幅， 交 易 协 议 的 具 体 内 容 不 在 本 文 中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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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6.   结 论 

         ODP 的 交 易 功 能 是 支 持 开 放 合 作 的 基 本 功 能。 本 

文 探 讨 了 交 易 服 务 的 依 据 和 应 提 供 的 操 作 。 交 易 服 务 

适 合 于 在 一 种 开 放 的 和 广 泛 连 网 的 环 境 中 动 态 构 造 各 

种 虚 拟 组 织 以 支 持 CSCW 应 用， 如 虚 拟 学 校、 虚 拟 企 业 或 

虚 拟 实 验 室。 进 一 步 的 工 作 包 括 研 究 ODP 计 算 观 点 下 活 

动 之 间 的 接 口 规 范 语 言， 为 交 易 服 务 所 需 的 服 务 描 述、 

接 口 调 用 结 构 描 述、 服 务 的 移 入/ 移 出 政 策、 仲 裁 政 策 

等 提 供 形 式 化 的 描 述 工 具， 从 而 为 交 易 服 务 的 实 现 打 

下 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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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ng is the fundamental function of open distributed 

processing systems to compose an open cooperative system. It is a 

kind of improvement of network directory service and binder service 

in RPC, and with more comprehensive formal semantic description 

capability. The basic functions of trading service is introduced in 

the paper, and its working mechanism and required operation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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