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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首先介绍了 W eb环境下异构数据集成技术产生的背景和研究目的以及相关的概念、技术和方法 ,然后针对 XML作

为合适的数据交换格式的特点介绍了基于 XML的信息集成的关键因素 ,基于此 ,提出了一种基于 XML的 W eb数据集成操作模型 ,

并讨论了该模型在 W eb数据集成时数据交换和共享过程。最后 ,给出了集成构架的结构及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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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rstl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rigination background and research object of technology of heterogeneous data integration under

W eb environment, as well as the related concep ts, technologies and method, the key factors XML2based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are p resented

fo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XML as the data interchange format well. A W eb data integration interoperation model of XML based is p roposed ac2
cording to it, and discusses the p rocess of exchanging or sharing data under the W eb data integration using thismodel. A t last the structure and

constitution of the integration framework are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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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随着 WWW的蓬勃发展 ,网上可共享的数据资源急剧增

加 ,W eb数据成为网络数据库应用的主流。如何很好地集成

W eb上日益广泛的半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 ,成为当前异

构数据集成研究的一个热点。

异构数据不仅指不同的数据库系统之间是异构的 ,而且还

包括不同结构数据之间的异构。数据集成是对各种异构数据提

供统一的表示、存储和管理。它屏蔽了各种异构数据间的差异 ,

通过异构数据集成系统进行统一操作。集成后的异构数据对用

户来说是统一的和无差异的。

数据集成的主要内容是基于网络环境下的不同硬件、操作

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应用软件组成的异构数据处理环境下的

数据模型、数据库的模式、查询语言、事务处理、并发性控制与数

据库状态的一致性维护等一系列问题的集成 ;目的是提供一个

统一的、集中的视图 ,确保应用之间的互操作性 ,为企业解决多

平台、多结构数据的集成问题提供一条解决途径 ,并为很好地整

合企业内外各种相关的数据资源提供了可能。

而 XML对于数据集成过程中所面临的异构的数据结构和

数据操纵语言、异构的属性表示和语义 ,异构的数据模式、对象

标识和数据融合等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都有相应的处理对策 ,因

而 ,它对数据集成提供了一种新的处理手段。

2　信息集成技术及方法

211　异构数据集成技术
异构数据集成涉及多种计算机技术 ,如分布式对象技术 ,

XML,面向对象技术及数据库技术等。

(1) 分布式对象技术 　分布式对象技术主要包括 : M i2
crosoft的 COM /DCOM 标准 , Sun公司的 Java RM I( Java Remote

Method Invocation)标准 , OMG(ObjectManagement Group)标准。

(2) XML [ 1 ] 　由于 XML (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的可

扩展 ,自描述 ,结构、内容和表现分开 ,以及具有以下特点 ,使得

XML在数据存储、数据表示、数据交换、数据集成等领域具有十

分广泛地应用。

①可以表达数据内容 ,也可以表达数据的结构 ;

②对特定的应用 ,创建特定的数据类型 ;

③以 XML为中介 ,在不同系统之间交换异构的结构化数

据 ;

④有助于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的集

成。

(3) 面向对象技术及数据库技术 　借助于面向对象技术可

以把异构环境下的数据和对数据的操作融为一体。数据库技术

包括数据模型技术 ,数据的查询及优化技术 ,数据的表示和描述

等。

212　数据集成方法
(1) 联邦数据库 　数据源是独立的 ,通过数据源之间的数

据交换格式进行一一映射 ,一个数据源可以访问任何其它数据

源提供的信息。这种方法工作量大 ,扩展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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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仓库 　把来自多个数据源的数据副本 ,按照集中、

统一的视图要求 ,进行预处理和转换 ,形成统一的模式 ,存储到

数据仓库中 ,以便于进行联机分析处理 (OLAP)和数据挖掘

(DM )。这种方法数据重复存储 ,及时更新困难。

(3) Mediator　Mediator是一种软件组件 , Mediator不存储

任何自己的数据 ,而是将用户的查询翻译成一个或多个对数据

源的查询。Mediator将那些数据源对用户的查询响应进行综合

处理 ,把结果返回给用户。

(4) 基于知识的信息集成 　对底层关系数据库进行数据抽

象 ,利用面向属性的泛化构造知识库 ,派生出来的知识库可以利

用关系模型来实现和存储 ,底层的关系数据库和知识库可通过

关系查询语言 ,采用同一种形式进行处理 ,从而可降低信息集成

的难度 ,提高信息集成的效率。但这种方法不通用 ,难以扩展。

3　数据集成中基于 XML的互操作

311　基于 XML互操作的特点
XML与 HTML的最大区别是 XML具有丰富的结构信息和

明确的语义 ,而 HTML只对表现形式作了约定。目前 , W eb上

的数据信息都能用 XML表示 ,并且可以表示以往 HTML无法表

示的内容。文档类型声明将文档类型定义 (DTD )附加到 XML

文档或提供有关的文档结构声明 ,使 DTD与文档分离 ,便于复

用和保证一致性。

对于频繁使用和重用的 DTD、模板和 Agent等 ,可以存储在

公共资源库中 ,可被开发人员引用和下载。开发人员只需创建

当前公共资源库中没有的对象。但要解决创建公共资源库时对

象的增加、删除、更新等管理问题 ,以及对象的同步更新问题。

在数据集成过程中 , Agent可起下列作用 :

(1) 结合 DTD进行的 XML文档的有效性检验。

(2) 结合 XSL将 XML转换成 HTML或 WML文档格式。

(3) 支持 XML文档的数据库中间件。

(4) 公共资源库中所引用 DTD或模板的检索。

(5) 与已有数据的交互。

XML通过制定标准元数据 ,解决应用系统内部的数据 /信

息的语义问题。

XML语义特征表现为 :

(1) 信息提供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定义新的标记和特性

名称。

(2) 文档的层次结构可以任意复杂。

(3) 可以建立 DTD作为定义 XML特定类型的一组规则。

因此 , XML可以作为中间介质语言 ,定义相关的请求 DTD

和操作结果 DTD。另一方面 , XML作为一种文本标记语言 ,利

用现有网络的底层协议 ,可用 XML作为文档传输。

由于 , XML将作为下一代浏览器支持的语言 ,可根据 XML

的语义信息和 XSL (XML样式表语言 )格式信息完成信息的显

示。并且未来会有更多的网络软件产品全面支持 XML操作 ,所

以 ,基于 XML的互操作将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312　基于 XML的异构数据操作模型
基于 XML的异构数据操作模型由使用方平台和数据提供

方平台构成。结构模型如图 1所示。

31211数据使用方平台

它由以下四个模块组成 :

用户界面模块 　作为用户指定操作对象和操作要求的入

图 1　基于 XML的异构

数据操作模型

口 ,以及操作结果返回的出口。必须支

持操作对象和操作要求的多样性。因此

使用方界面接口请求操作如下 :

Request(用户信息参数 ,操作要求

参数 ,操作对象参数 ,操作条件参数 ,操

作目标值参数 ) ;

请求 XML文档生成模块 　按照一

定的规则 ,如使用 DTD,将用户请求生

成查询 XML文档。

结构如下 :

< ? xm l version =“1. 0”>

< ! DOCTYPE　请求文档 >

< ! ELEMENT请求文档 (用户信息 ,操作要求 ,操作对象 + ,操作

条件 3 ,设定值 3 ) + >

< ! ELEMENT用户信息 (用户名 ,用户密码 ) >

< ! ELEMENT用户名 ( #PCDATA) >

< ! ELEMENT用户密码 ( #PCDATA) >

< ! ELEMENT操作要求 ( #PCDATA) >

< ! ELEMENT操作对象 (领域范畴 ,数据对象或表达式 ) >

< ! ELEMENT领域范畴 ( #PCDATA) >

< ! ELEMENT数据对象或表达式 ( #PCDATA) >

< ! ELEMENT操作条件 (域名或表达式 ,符号 ,值 ,关系 ) >

< ! ELEMENT域名或表达式 ( #PCDATA) >

< ! ELEMENT符号 ( #PCDATA) >

< ! ELEMENT值 ( #PCDATA) >

< ! ELEMENT关系 ( #PCDATA) >

< ! ELEMENT设定值 ( #PCDATA) >

结果 XML文档解析模块 　对数据提供方返回的结果进行

有效性检查 ,并提取数据返回给用户界面模块。

通信控制模块 　基于底层通信协议 ,实现连接的建立 ,使用方

文档的发送 ,结果文档的接受 ,控制 Web数据的实际数据传输。

31212数据提供方平台

它由以下几个主要模块组成 :

用户接口模块 　实现与使用方通信控制模块相互连接和数

据传输 ,接受请求文档和返回操作结果文档 ,接受或拒绝用户连

接请求。

请求 XML文档分析模块 　按照 DTD验证用户请求文档的

有效性 ,提取操作对象和操作。

结果 XML文档合成模块 　按一定的规则 ,将语义转换后的

操作结果生成 XML文档。

语义转换模块 　实现标准化操作对象与系统内部的对象相

互转换。按不同的领域设计相应的转换平台 ,确定系统内部对

象与标准对象的对照关系及其存储位置。

操作转换模块 　从语义转换模块得到本地语义及其本地存

储位置后 ,形成标准化操作。语义转换模块可设计统一的转换

平台 ,完成操作请求到特定数据库的转换。通过统一平台 ,数据

提供方无需另外开发转换工具 ,只需在提供服务前设定本地数

据库系统的类型。

操作验证和安全性验证模块 　对转换后的操作和语义 ,由

数据库系统验证该操作命令的可行性 ,同时对请求的信息和操

作要求进行安全性及合法性检查。

313　模型实现及相关技术研究
实现异种 W eb数据的操作首先要解决相关领域的数据术

语标准化 ,在此基础上 ,按标准化的术语制订特定应用领域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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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型的数据 DTD。在标准 DTD基础上 ,面向使用方设计各种

特定领域的标准化用户请求平台或接口 ,作为用户直接加以利

用或作为再次开发请求生成器的工具。面向数据提供方 ,提供

应用平台 ,让数据提供方确定自己的应用范围 ,建立本地术语与

标准化术语之间的对照关系 ,并指定数据在本地的位置。

为实现跨平台的数据操作问题 ,模型在用户方请求文档中

包含了操作请求 ,操作请求在语义上可以定义为查询、修改、增

加等操作。在形式上可借助标准的数据操作语言 ,达到精确表

达请求的目的。

模型中的文档处理部分包含了请求文档和结果文档的生成

与分析。Java提供了处理 XML文档的类和方法 , SAX是 Java的

XML处理器的 AP I, DOM定义了 XML文档的对象模型 ,可以利

用 Java实现文档的有效性验证、数据提取和查找等操作。利用

Java的 XML处理器来实现 XML文档分析与生成 ,可以避免底

层文本处理细节。

4　基于 XML的信息集成 [ 3～7]

为了摆脱对特定技术的依赖 ,应采用 UML作为建模标准 ,

XML作为数据交互标准 , SQL、XML2QL、XQL作为查询标准。

411　集成框架
逻辑上分为以下 3层 :

W eb数据资源层 　主要指各种遗留的关系数据库及对象

数据库、XML文档、HTML页面、文件系统、电子表格等。

集成模式层 　指由多 W eb数据资源集成产生的 XML文

档。如 DTD、Schema、XML文档。

用户视图层 　用以满足用户和显示属性要求的视图 ,提供

用户端浏览操作。

412　重要组成部分　包括以下四个模块 :

XML文档解析模块 　是 XML文档索引、查询、检索和数据

库存储、管理的基础。主要有基于树的 DOM和基于事件驱动的

SAX两种解析方式。

支持 XML文档的数据库中间件模块 　由于数据库在事务

处理、并发控制、可靠性和安全性等方面的特性 ,许多利用 XML

做为数据交换格式的应用要求能在关系数据库和 XML文档之

间传送数据。而通过支持 XML文档的数据库中间件 ,依据模板

驱动或模型驱动方式可以实现数据库模式和 XML文档结构之

间的映射。

XML文档检索模块 　可以使用值索引、标识索引、边索引、

路径索引等多种索引技术 ,并且通过构建关键词表、索引条目表

的多级检索体系实现 XML文档的索引、查询。

基于 Ontology的元数据读取模块 　提供在查询和存取半结

构化数据及非结构化数据过程中获取相应的语义解释 ,即元数

据。

另外 ,在 XML的信息集成过程中要考虑 ,由于 XML文档的

长度显著增加 ,在网络传输时 ,传输效率问题。解决的办法可使

用压缩技术 ,以减少其大小。另外 ,还要考虑采用一些网络安全

技术 ,以便提高数据集成过程中的安全性。

5　结 　论

本文提出的基于 XML的 W eb数据集成互操作模型和集成

构架 ,具有以下特点 :

(1) 基于术语标准化的一致性的操作平台 ,分布、异构环境

下的信息集成方案和构架结构。

(2) 灵活的资源共享方式 ,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提出访问

请求。半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的统一、集中管理 ,提高了

网络传输速度。

(3) 安全的验证控制措施。半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

的有效检索方案。

(4) 兼容不同数据库结构和平台 ,模型中的中间文档采用

标准化的语义及操作表示 ,通过语义和操作的转换 ,兼容现有的

数据库结构和平台。为信息增加语义信息 ,提高检索效率。

(5) 实现模块之间逻辑和技术的低耦合性。

(6) 适合 W eb应用 ,便于用户通过 Internet访问。

(7) 一定的扩展性和可移植性。由于 XML将作为数据表

示的标准 ,既可以表示结构化数据也可以表示非结构化数据 ,以

XML为数据交换中介的应用将非常普及 ,该模型和集成构架在

W eb领域将会具有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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