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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概述了基于 Parlay 个人多媒体移动业务体系结构以及 Web Services 的基本原理, 对 Web Services 与 Par-

lay 进行了比较 , 并给出了该系统的 Web Services 实现模型 , 最后通过一个模块设计详细介绍了具体的实现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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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SA is the framework of next generation network. This Paper describes briefly the architecture of personal mul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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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 IT 技术日新月异地更新和信息需求日益丰富及成

熟, 业界越来越重视网络业务的开放性和个性化, 采用开放式

业务体系结构是下一代网络提供业务的基本构架。OSA 通过

向业务提供商提供一种开放的、标准的、统一的网络应用编程

接口 , 为移动通信用户提供个性化业务 , 并通过将业务部署与

底层网络的分离 , 使第三方业务提供商能公平地参与竞争 , 以

利于实现多厂商环境和快速部署新业务。

目前的智能通信网络虽然也提出了业务控制和网络控制

分离的思想 , 并实现了快速创建新的增值业务 , 但业务控制和

业务创建环境只能由网络运营商来提供 , 采用的控制方式仍然

是电信网传统的集中控制模式, 个性化和快速业务生成能力不

足, 不能适应下一代网络业务综合、技术融合、IP 分组化和智

能分布的发展趋势。

个人多媒体移动业务的体系结构和实现是基于开放服务

访问规范、移动智能体技术 , 以及 Parlay API 技术 , 为用户提供

快速、高效个性化的多媒体业务。

2  Pa rla y / OS A 和We b S e rvic e s

3G 移动通信网络的发展将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数据业务 ,

特别是多媒体业务。与传统的基于语音的不同 , 它主要提供基

于包交换的业务 , 这就使得诸多计算机因特网上的业务得以实

现 , 如多媒体邮件、移动电子商务等。未来业务的特征是业务

的融合性和开放性。融合性表现在各种业务的包含, 特别是多

媒体业务的提供 ; 而开放性表现在网络对第三方的可接入性。

Parlay 包括两类接口 : ①业务接口 , 定义具体业务的功能

实现。功能包括通用呼叫管理业务 ( GCCS) 、通用消息业务

( GWS) 、通用用户交互 ( GUI) 和通用应用接口。②框架接口 ,

定义业务管理和第三方控制管理功能 , 包括业务登记、申请、发

现、认证和授权、完整性管理。由 Parlay 的应用服务器端调用

Parlay APIs。

随着 Internet 上各种应用程序之间相互通信和调用的日益

频繁 , 转换传统以数据或是应用程序导向的应用成为以服务为

导向的使用方式 , Web Services 技术逐渐成为大众关注的焦

点 , 它提供了一种标准的方法使得各种不同的应用程序之间可

以进行通信 , 提高了互操作性和可扩展性 , 以及集成不同的运

用来完成一项复杂的任务。Web Services 使得外界能够通过

Web 调用 API。调用 Web Services 的应用程序叫客户端。

Parlay 和 Web Services 环境的比较如图 1 所示。

图 1 P arlay 和 Web Services 环境比较

在 Parlay 环境中的业务能力就相当于 Web Services 的服

务。考虑到它们的相似性 , Web Services 技术可以用来实现

Parlay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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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arlay 中用We b S e rvice s 与CO RBA 的融合

3. 1 用 CORBA 实现存在的问题和 Web Se rvice s 技术的优势

传统的解决方案 : 对于每一个应用 , 程序员必须为每个需

要的企业资源或外部资源写连接代码 , 以使应用得以运行。而

每个企业与企业之间的集成更需要在两端部署统一的接口, 一

个企业需要提供多种接口与其他的企业应用程序对接 , 造成极

大的资源浪费。Parlay 和 Web Services 所提供的统一的 API 就

是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传统的 Parlay 实现采用 CORBA 方式 , 因为 Parlay 网关保

留了 CORBA 接口 , Parlay API 中有 IDL 文件。

在现存的 CORBA 部署过程中 , 应用部署连接信息激发与

Parlay 网关的连接 , 这个信息是要在 Parlay 客户端配置好的。

这个传统的方法使得配置脆弱 , 一旦 Parlay 网关出现任何错误

或改变 , 客户端的配置也要发生改变。而 Parlay Application 通

过查找 Web Services 注册器中的连接信息 , 它就能够通过一个

标准接口动态地检索到连接信息 , 且开发和部署比其他平台简

单。

使用 Web Services 的客户和 Web Services 的提供商之间的

关系是松耦合的。使用 DCOM 或 CORBA 实现商务逻辑层 , 客

户和组件之间是紧密结合的 , 这就需要在底层结构上保持一

致。如 CORBA 虽然提供跨语言、跨平台的互操作功能 , 但是

在应用集成双方必须都支持兼容的对象请求代理( ORB) 。

而且 Web Services 是面向组件的 , 客户可以在相同功能的

Web Services 之间任意地进行选择, 如用户可用不同企业定制

同样的业务。客户端利用 Web Services 调用远程服务器端与

RMI, DCOM, CORBA 一样 , 不同的是客户端和服务器端使用的

是业界标准 , 而不是 Java 或 Microsoft 独有的技术。由于采用

了 HTTP 作为缺省通信协议 , 使得 Web Services 可以透过各个

企业、公司的防火墙 , 真正实现跨 Internet 的分布式计算。

如果有了新业务 , 传统的应用集成模式是无法让服务需求

者主动发现的 , 这样也妨碍了信息服务被广泛的利用。有些服

务闲置 , 不是我们理想的状态。而当 Web Services 产生了接口

上或功能上的更改 , 服务消费者一方可以通过 Web Services 的

描述性文档及时地发现这样的更改 , 自动消化并适应这样的更

改。

3. 2 We b Se rvice s 的实现过程

目前 , Web Services 支持 UDDI 和 WSIL 两种注册方式。

UDDI 是一种通用的方式 ; WSIL 一般用于直接在服务器上发布

业务 , 它允许应用程序直接与 WSIL 服务器通信 , 并获取 Web

Services 列表。这两种方法的使用原理基本相同 , 只是 WSIL

的客户端必须知道服务器的位置 , 但 WSIL 服务器并不需要放

在 Parlay / OSA 网关中 , 可以放在 Parlay Web Services 网关中。

先发布接入信息。应用首先找到相应的 WSDL 文档 , 通过

它取得具体的接口。例如在一个 Parlay Web Services 中 , WSDL

的文件可能指明了应用到初始化接口 ( 如 IpInitial) 的接入方

法。

接着发布业务。在 WSIL 服务器中包含有一系列的 Web

Services 框架接入点和 CORBA 绑定操作的信息 , 还有一些端

到端的操作。

客户端获得发布信息( 图 2) 后 , 对于 Parlay Web Services

网关 , 客户端将解析 WSDL, 并获得 WSDL 文档的信息 , 利用它

来接入由 Parlay Web Services 网关提供的 IpInitial 接口。而对

于基于 CORBA 的 Parlay 网关 , 客户端将检索连接 CORBA 的

XML 文档 , 然后用它来建立 CORBA 命名服务与网关之间的连

接 , 从命名服务中获得 IpInitial 接口。

图 2 客户端获得发布信息的基本过程

但是如果将 Web Services 和 CORBA 结合起来实现 , Web

Services 开发工具可以将客户端( 如手机、PDA 等 ) 与服务器很

容易地结合起来 , 发布和发现由 Web Services 注册 , 然后绑定

基于 Parlay 的 CORBA 接口实现 , 信息发布到提供与 CORBA

命名服务连接的注册地。

4  个人多媒体移动业务系统的We b S e rvice s 实现

4. 1 系统总体设计

本系统运用 Parlay 的技术 , 并扩展和完善了 OSA 体系 , 在

其基础上又按照 Parlay 规范再次进行封装。

下一代网络的发展要求将网络运营和业务运营相分离 , 形

成一个独立于网络提供商的业务提供商( SP) 。这样 , 就可形

成由多方构成的开放式价值链 , 各参与方共同提供和使用业

务 , 共同获益。其中 , 网络提供商可以籍此提高网络利用率 , 增

加收益 ; 业务提供商利用网络提供商提供的基础设施构建多种

业务 , 有广阔市场前景的业务正是网络新技术赖以生存和发展

的基础 , 为用户订购业务 ; 应用开发商创建可在异种网络间互

连互通的新型业务 , 方便终端用户定制 ; 端用户则可以享用丰

富的业务 , 他们的消费成为业务提供商的收益。

图 3 的体系结构中也将网络运营商、业务提供商和第三方

业务提供商区分开。对于第三方来说能应用网络提供的功能 ,

为用户定制新的业务。业务提供商利用网络提供商的基础设

施构建多种业务 , 并向终端用户提供服务。业务提供商还为第

三方提供生成、管理和执行虚拟业务的平台。

图 3 基于 Web Services 的多媒体个人

移动业务的分布式多层体系结构

Parlay 的各类应用服务器可由独立的第三方开发 , 它们通

过 Parlay 调用基本网络功能 , 包括用户定位、呼叫控制等。

其硬件实体主要包括应用服务器和 Parlay 网关。前者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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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提供商提供 , 可以位于提供业务的企业网内, 也可以外包

实现, 位于 Internet中; 后者由网络运营商提供 , 其上装载各种

基本业务能力服务器 , 如呼叫控制服务器、用户交互服务器、通

用消息传讯服务器等 , 以及负责事件通知和协调功能的各类业

务管理器 , 它们是 Parlay 服务器端平台。该平台通过相应的接

口协议调用移动网络相关的实体动作, 如用户定位的 HLR( 原

籍位置登记器 ) 、WAP 网关等。Parlay 网关负责解释和处理

Parlay API请求 , 将其转换为相应的底层网络信令协议。

Parlay API 是一个标准的接口 , 能使第三方通过此接口利

用运营商的基础网络提供丰富多彩的逻辑。例如统一消息业

务、基于位置的业务和支付类业务等 , 这些业务可以相对独立 ,

也可以有机结合 , 它们的业务逻辑都位于应用服务器中。

其软件实体主要包括 Parlay 客户端程序、Parlay 服务器端

程序以及两者之间的分布对象计算环境。典型的环境可为

CORBA 和 DCOM, 我们运用的是 Web Services。

Parlay APIs 和 Platform API都是 Web Services, 它们之间就

能动态连接。例如 , 需要对企业业务的定制进行更新、新增业

务或功能时 , 只要将 Web服务器中相应的 Web Services 进行更

新, 变化会立刻反映到调用 Web Services 的客户中 , 客户端不

用做任何变化。

启动一个业务 :

( 1) 用户端通过 SIP 协议向网络发送请求 , 网络得到请求

后把业务控制权交给应用程序并占有网络资源。

( 2) 网络中用户位置的改变会给应用程序发送消息 , 应用

程序直接作用于网络资源并通知用户。

( 3) 用户端通过 HTTP, WAP, RMI 激发业务, 在执行过程

中由业务逻辑向网络性能发送请求 ( 如发现用户终端的位

置) 。

本系统以 Web Services 为核心 , 将负责的商务逻辑进行分

类、包装, 通过提供不同的 Web 服务模块来构建系统服务器

端, 以满足业务管理的需求 , 充分体现了模块化的思想。

4. 2 业务管理模块的具体设计

业务管理模块主要负责企业的业务定制和计费、业务协议

的签署 , 提供系统管理界面和用户界面。它与 Internet 应用、

VHE( 移动和可携带的个人业务环境) 模块和用户管理模块的

交互和集成通过 Web Services 完成。

业务管理是业务提供商 , 计费是针对客户, Parlay 计费网

关供无线运营商对第三方的内容进行计费 , 而传统的计费是在

网络层对终端直接计费。

( 1) 业务管理模块的设计

①业务管理模块以 Web Services 形式发布自身应用程序

访问接口。

②业务管理模块内部拥有一套完整的业务信息 , 并可靠地

存放在数据库中。它对外提供对业务信息的浏览和检索功能。

③业务管理模块面向 Internet 部署企业订购的接口 , 并提

供用户所属企业的所定业务的查询。

④业务管理模块最好具备 UDDI发布功能 , 方便和快速地

让其自身所提供的 Web Services 在 UDDI 注册中心登记。

⑤业务管理模块在 Web Services 与自己内部系统之间有

一层数据库交换模块 , 方便信息通过 Web Services 在内部系统

和外部系统之间交互。

( 2) 数据库的设计( 表 1)

业务管理的计费和定制的实现离不开数据库的设计和管

理, 一个好的数据库设计可以使业务管理系统的处理性能、应

用系统的扩展性得到很好的满足。吸收了电信计费数据库的

经验, 将客户、用户和账户分开 , 也就是将前台营业和后台分

开。
表 1

表名 表中所包含的字段

CUST CUST ID, CUST NAME, ADDRESS NAME, CUST TYPE ID⋯

CUST TYPE CUST TYPE ID, CUST TYPE NAME

ACCT ACCT ID, CUST ID, PAYMENT METHOD, BALANCE⋯

SERVICE SERVICE ID, SERVICE NAME, PROVIDER ID, RATE TYPE ID⋯

RATE RATE ID, RATE TYPE ID, BALANCE VALVE⋯

SERV SERV ID, CUST ID, ACCT ID, SERVICE ID, APPLY DATE⋯

SESSION SESSION ID, USER ID, SERVICE ID, REQUESTNUMBER

CHARGE TYPE CHARGE TYPE ID, CHARGE TYPE NAME

PROVIDER PROVIDER ID, PROVIDER NAME

 表中的第一个字段均为关键字

本模块在 Web 上部署提供与数据库接口功能的 Web

Services, 应用客户端( 包括第三方业务提供者、Web 服务器和

用户终端等) 要调用业务时 , 先登录成功后, 查找与数据库的

接口 , 包括查询业务目录服务、费率服务、账户余额等 , 如果申

请的业务可用 , 即由应用客户端产生 SESSION ID, 并开始使

用 VHE提供的业务 , 同时通知数据库计费接口开始对用户计

费。

5  结束语

虽然用 Web Services 来实现本系统有很大的技术优势 , 但

Web Services 应用程序的执行效率比以往模式的应用程序要

慢许多。以一个封包封装多个远程服务调用 , 以及每次调用

Web Services 的服务时 , 要尽量把有用的信息在一次调用中完

成 , 以增加数据的使用率。在今后的研究中 , 我们将不断完善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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