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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的超文本模型是基于过程的可扩展结构型
,

它通过面向过程的分布处理向应用程序提供超文本服务 ;通

过合并过程
、

面向对象和超文本模型
,

超文本的数据和功能可以和应用程序分开
,

并跨过网络进行分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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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超文本模型

一种简单的超文本模型如附图 1 所示
。

由锚将应

用对象连接到链
,

链是锚之间的接头
,

链和锚一起用

来表示超文本中各应用对象的结合
。

峡峡峡

超文本对象
:

锚
、

链

应用对象
:

结点
、

文本
、

图形
、

位图
、

声音
、

规则

和文字等对象
,

它们就能与其它对象相关或链接
。

这

就允许用户定义一种相关性
:

在一个节点里
,

对象与

一个 圆相关
,
在另一个结点里

,

却与一矩形相关
。

当

显示包含着圆的节点时
,

用户就被告知
,

在哪个应用

对象空间中
,

该圆与另一对象存在某种关系
。

当沿着

连接圆和矩形的超文本链浏览时
,

用户窗口就显示包

含着矩形的节点中的对象
。

上述例子说明
,

只要应用对象有唯一标识符
,

超

文本模型就可应用到这类环境中
。

锚和链可和各种应

用 (如象素
、

文本
、

结点
、

图象
、

声音剪辑
、

进程
、

规则等 ) 相关
,

也可有不同的功能
。

图 1 简单超文本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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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s im p l e h y伴
r t e x t m o d e l

对象可独立地存在于任何载体的实体 或被包含

在一些更高层次的载体对象中
。

以 P al n b r us h 为例
,

用 户可用 它产 生 文本和 图 形 的 各种对象
。

如果

P ia n br u hs 允许用户在一个文本中建立几种对象
,

那

么
“

帧
” 、 “

页
” 、 “

数字
” 、 “

画图 ”
等就可用来标识载

体
,

这载体就是用来组织对象供 P al n b r us h 用的
.

进一步假定每个节点在 aP ibn
r us h 中是一个对

象
.

并且有唯一的标志符和功能
,

它就能被识别并与

锚和链相关
.

如果 P ia n b ur hs 允许分别标识矩形
,

圆

1 9 9 5
一

07
一

0 1收稿
。

2 结构的成员和特征

结构由超文本
、

通讯协议
、

应用和后端等四层组

成
。

锚和链过程构成超文本层
,

应用过程构成应用层
,

一或多个信息路 由过程支持通讯协议层
,

各类对象服

务程序和数据库系统
、

文件系统等支持后端层
。

结构采用全局唯一命名法
。

所有成员可从公共资

源通过远方程序访问中心模型来请求对象标识符
。

各

成员也可通过连接多个数据如成员名
,

对象类型
、

过

程标识符
、

时间等来提供自己的命名机制
。

超文本模型与面向对象和过程模型的合并是通

过将超文本成员定义成类
,

再经消息传递的通讯进程

实现的
.

应用类和对象也以类似方法实现
。

通讯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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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支持消息的传递和继承
。

消息由进程间的通讯服务

传递给对象
,

继承性由类
、

子类和事件的关系来定义
.

这就允许单一对象在几个进程间分配
,

这些进程又可

在网络的不同地方执行
。

作为各进程的应用程序可设

计成每个成员去发送或接收自己的消息
,

或者需要所

有成员用集中式设备进行通讯
。

封装在进程中的类
、

子类和事件是任意的
,

不受结构限制
。

锚和链类可与所有子类和存在于它们各自进程

中的事件组成一个单一进程来实现
。

也可能锚和链

类、 子类以及事件独立地存在于单一的类或进程中
。

在后一种情况下
,

这些类
、

子类和事件可同时进行各

自支持的活动 (链跟踪或结构查找 )
。

·

通讯协议层
’

通讯协议层由消息路由器支持
.

它允许消息在结构成员间传递
.

消息路由机制由通讯

工具箱提供
。

消息路由器靠对象定义表工作
。

该表标

识系统的对象
,

这些对象代表了应用程序和超文本层

的面向对象层的类和子类
。

表入口指明类名
、

网络地

址
、

超类或子类的标识符
。

当消息路由器收到 消息时
,

就用表入 口将目标对象和进程联系起来
.

网络地址用

来把消息发送到驻留在网络远方机器中的进程
。

消息路由器也支持继承机制
。

它收到消息后
,

从

中找出消息对象和与对象有关的内容及其在对象定

义表的入 口
。

如果目的类或对象能执行消息路由器指

定的方法
,

该消息就被传送到类或对象中
。

否则
,

路

由器就在类结构中寻找能处理这消息的超类或子类
。

·

超文本层 锚和链类构成超文本层
.

过程模型

提供的独立性允许锚和链对象以并行方式参与超文

本结构的数据管理
。

超文本层也能用于支持与操作系

统有关的较复杂操作
。

用户使用超文本时
,

超文本层

可安排一个进程去执行各类任务
。

当属性或关键词与

锚和链相关时
,

超文本层能过滤送到应用程序的消

息
,

以便为信息空间提供不同的窗 口
.

·

应用层 应用层有一或多个应用程序
,

每个应

用程序可定义为一或多个类
。

被定义为单一类的应用
·

程序为单一应用程序
。

当它从消息路由器收到一个消

息时
,

就将消息送到嵌在应用程序内的成员中
。

在这

种情况下
,

应用程序或成员对常驻在应用环境外的进

程或类是不可见的
。

如果应用程序成员被定义为一个

消息路 由器的类
,

它就是可见的
。

类可在一个分立的

进程实现或在网络中的多个机器中分配
,

使得开发者

能从现有的成员中构造一个新的应用程序
,

或把一个

应用程序的成员封装到任意进程中
。

·

后端层 后端层可包含一个单一的对象服务

器
、

数据库系统
、

一组使用基本操作系统的文件管理

设备模型或各类应用程序的专用工具
。

它给信息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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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 (存贮
、

检索和高速缓存等 ) 提供数据管理服务
.

3 超文本的建立和导航

为使应用程序能充分地集成到结构中
,

必须遵守

约定的通讯协议
,

并且唯一地命名和标识对象
。

因为

结构不限制任何成员的实现
,

路由器和链类可设计成

支持几种链接模型的锚和链类
。

结构协议是基于逻辑锚概念的
,

锚对象逻辑地与

应用对象相关
,

并且不占据显示空间
.

链标志用来标

识符号和图符等
,

以指明链接对象的存在
。

逻辑锚模

型允许决定和显示链标记的功能分布在用户接口
、

应

用程序和超文本层
,

支持超文本的很多操作可从应用
·

程序移到接 口层 (窗口管理程序 )
。 .

锚类负责维持应

用对象和链的相关性
,

链类则维持锚对象间的相关

性
。

它们同时为计算机环境提供超文本服务
。

导航消息使锚和链对象去为超文本导航
.

如果只

有一个锚与对象有关
,

与该锚相关的链立刻被跟踪
。

如果多个锚与对象有关
,

锚类可显示菜单
,

让用户选

择跟踪的链路
。

对每个被跟踪的链
,

锚对象都给链对

象发送消息
。

链跟踪到达一个锚对象时
,

则发出
“

到

达
”

消息来通知应用程序
。

由于链对象可能以任何方

式实现
,

所以必须支持单向
、

双向或无方向的链接
.

应用程序收到
“

到达
”
消息后

,

就显示在到达表中标

识的对象
.

表中可以标识一个或多个对象
,

一个或多

个这样的对象可初始化其它对象的显示
。

导航一条链使链对象成为链类高速缓存对象标

识符
.

链对象标识符被组织到历史堆栈中以便应用程

序能回溯查找
.

通过扩展协议的链类
,

让应用程序区

分持续时间
、

上下文或其它属性
,

为单独用户维持多

链路历史
,

就能使用户在一个超文本中检索时
,

还可

在另一个超文本中执行导航和回溯查找
。

4 结构的优点

本结构的设计使得现有的应用程序能以最小的

成本来合并超文本的操作
。

由于不需要应用程序去管

理锚和链的数据
,

可修改现有的应用程序来支持超文

本服务而本身的数据不受影响
。

当应用程序建立在提

供分配和进程间通讯设备 (如 X w in do w s ) 的接 口系

统时
,

应用程序能在共同的超文本模型下被集成到用

户接 口中
,

通过设备的消息来初始化应用程序和远端

机器的超文本成员
,

从而有效地利用网络化环境
。

超

文本层中锚和链成员的分离使得该结构易于更新
,

以

适应为特别应用程序服务的商业化超文本成员的更

大环境的需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