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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与 *76互连方法的实现

钱雪忠， 须文波
（无锡轻工大学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江苏无锡!#8"$2）

摘 要：介绍了$种456与*76互连方法，通过对不同互连方法及其实现的介绍，揭示出信息互

通、网络互连的发展变化及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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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企业信息化程度向纵深方向发展，企业金

字塔式信息体系结构逐步建立，而作为企业生产过

程控制中的集散控制系统（456）这底层系统与企业

管理信息系统（*76）这相对高层系统的互连是信息

体系建立首要解决的问题(作者从实际应用研究出

发，对互连多种方法的实现进行了探讨(

C 456与*76松散连接方法

456系统软件部分一般由上位机与下位机两

部分实现，因可控性、响应速度等的要求，上位机软

件开发一般采用汇编语言、5、;<675等过程式语言

开发的496系统，控制信号与采集数据一般经内

存、数据文件或桌面小型数据库文件交流展现(如

今*76系统绝大部分基于HNEO&WS，再与基于496

的456系统互连，比较简单的方法是文件级共享实

现，即456能读写数据文件，*76共享读数据文件，

或反之，从而实现信息互通互换(为了避免文件操

作时共享的频繁冲突，有时可安排数个共享文件采

取轮换式或不定时检测再读写的方法减少冲突(这
种典型的通过文件中介的互连就使456与*76间

处于松散的状态(
“布匹实时质量检测分析统计系统”就采取这

种互连方式，>5机作为上位机连接几十台下位机，

下位机采集布匹质检机上的质量数据，上位机将归

并到的实时采集数据写入数据文件中，*76系统中

的某>5不间断从数据文件中读取检测数据并转换

入%Y>数据库中，*76系统中的不同应用系统再

从%Y>数据库中取数据作实时分析统计处理(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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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在有自动质量调控系统情况下，根据实时质量

情况可从!"#系统直接调控布匹质量，完成双向控

制也是可能的$图%为&’#与 !"#松散连接方法

示意图$

图! 松散连接方法

"#$%! &’’()#*+),-#*.#*$/)+0’1

2 &’#与!"#多级客户／服务器（’／
#）互连方法

显然，以上方法有不足之处$首先以文件为中

介交换不安全，万一文件操作失败将使互连中断，

其次文件级共享影响响应速度，从而限制上位机挂

接下位机数量，再次因松散连接，可控性亦较差$
针对这些问题，对较大规模&’#与 !"#互连

需采用多级’／#互连方法$这时上位机除运行检测

监控程序外兼作数据服务器或应用服务器$避开普

通’／#方式，来看三级’／#方式，即客户机与数据

库服务器中间借助中间层应用服务器来互连，&’#
与!"#网相对独立，并通过网关设备或(’机安装

双网卡充当网关作用来达到硬件连接，!"#系统中

某(’机运行客户程序与上位机上应用服务器作双

向信息交流，应用服务器从&’#网中的中、小型数

据库（如)*(、+,,-..）或运行着的&&/服务器（此

时应用服务器又兼作&&/客户器）来存取实时控

制数据，从而实现管控集成$
如今(0、)0、&-1234等’／#开发工具均具有开

发多级’／#方式的能力，一般是从原客户端分离出

中间层对象，通过中间层对象的属性、方法引用来

实现应用服务器功能，中间层对象以&55或/6/
方式运行于网络中某应用服务器上$在“造纸过程

优化控制及管理系统集成”的研究中成功地采用了

该方法，用(0开发出&’#系统数据交换的中间层

对象，实现了众多生产控制&’#系统与企业 !"#
系统的互连，做到了全面反映生产情况并用于生产

优化调控$图7为&’#与!"#多级客户／服务器互

连方法示意图$

图2 多级3／4连接方法

"#$%2 56+#),3／4#*+),-#*.#*$/)+0’1

7 &’#与 !"#系统&’8!／’890+
互连方法

&’8!／’890+ 是7种 对 象 的 中 间 产 品，

&’8!（&4.:;4<=:->’?@2?A-A:8<B-,:!?>-1分布式

组件 对 象 模 型）是 微 软’8! 模 型 的 延 伸 产 品，

’890+（’?@@?A8<B-,:9-C=-.:0;?D-;+;,34:-,E
:=;-公共对象请求中介结构）是包括FGG多家公司

在内的协会———对象管理集团（8!H）的对象中间

体产品，它 们 有 基 本 相 似 之 处，&’8! 较 适 合 于

I4A>?J.分布式环境，而’890+有潜力包容现有

’／#中间件的每一种格式，更具开放性$它们是分布

式环境中最新的两种技术，当然亦适合普通意义的

&’#与!"#互连$仅以’890+为例稍作介绍$
一个’890+应用程序类似于其他面向对象的

应用程序，不同的是，当对象在另一台机器上的时

候，客户端和服务器端必须分别通过一个特殊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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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管理网络通讯，在客户端称为!"#$，而服务器端

称为!%&’&"()*+,-./ 应 用 程 序 的 结 构 如 图0
所示*

图! "#$%&应用程序的结构

’()*! "#$%&+,,-(.+/(01+2.3(/4./524
在+,-./客户端，!"#$就好象服务器端对象

的代理，客户访问!"#$的方式类似于访问一个实现

某种接口的对象*与一般的对象不同的是，!"#$要

通过安装在客户端的,-.软件来处理接口调用，

而,-.又通过!123"/4&)"（可能运行在局域网中

的其他机器上）所提供的目录服务来动态地定位一

个可用的服务器，该服务器才真正地实现了接口*
+,-./服务器端的,-.把客户的接口调用传递

给一个自动生成的!%&’&"()*!%&’&"()与,-.之间

通过.2567,$8&7"/92:"(3（.,/）通讯*通过.,/，

!%&’&"()在!123"/4&)"上注册对象，表明对象的作

用域，确定对象是否可用于远程环境，怎样创建实

例等*
+,-./的技术细节远不止这些，+,-./的机

理完全能用于;+!与<=!的互连*+,-./特别适

应于不同服务器对象语言，不同分布式操作系统环

境，不同网络平台的互连，能较好地实现;+!与

<=!异构平台的互连，能较易实现已有;+!系统集

成到新的<=!环境中来，能使;+!与更广泛意义

上的全球<=!系统集成，带来前所未有的低、中、高

级网络间互连，这必将极大地改变未来的信息社

会*
利用;&’:>6?*@开发工具，采用+,-./技术改

写了上述方法中原来由应用服务器担当的功能*其
简单设计过程为：创建一个+,-./服务器应用程

序!创建+,-./,$8&7"!利用AB:&C6$323B类型

库编辑器自动生成接口!向接口添加方法!实现

该方法；启动!123"/4&)"，然后运行服务器应用程

序，注册+,-./对象；创建+,-./客户应用程序

!创建+,-./对象实例!调用+,-./对象方法

!完成信息互连*其中+,-./服务器对象及具体

对象方 法 用;&’:>6开 发 实 现，并 运 行 于 上 位 机，

+,-./客户运行于 <=!网络中的某D+机上，通

过对+,-./服务器对象方法调用;+!网络中的

信息*;+!与<=!系统+,-./互连方法示意图见

图E*

图6 "#$%&互连方法

’()*6 "#$%&(1/42-(17(1)84/309
用;+,<／+,-./技术实现;+!与<=!互连

稍有造作之嫌，然而它代表着网络间互连、分布式

计算、集成等方面的发展方向*

6 结 语

以上0个互连方法，不光适用于;+!与 <=!
间的连接，同样适用于普遍意义网络间的互连方

法*就具体;+!与<=!互连来讲：松散连接方法适

用小型特殊系统，互连简单但局限性较多；多级+／!
互连方法适用范围广，具有普遍意义，只是通用性、

标准性、跨平台等方面略显逊色；;+,<／+,-./
互连方法代表着未来发展方向，它面向对象设计、

能重用更多的软件、具有语言及操作系统无关性、

具有更高抽象层次等突出优点，表现出了广阔前景

与勃勃生机，极具诱惑力，是值得深入应用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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