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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块 xt
e r

模型的体系结构和基本组成
,

并着重讲述了超文本系统中的几个重要的基本概念
。

主要是存储

层
,

运行层及两个接口机制的介绍
.

关镇词 超文本 链 锚 成员 组合 接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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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文本是 80 年代开始兴起的一种新的信息管理

技术
,

提供了与传统数据库技术不同的动态信息存贮

方式和以链访问数据的信息检索手段
,

超文本技术的

兴起给计算机信息管理领域带来了一场新的革命
,

并

迅速成为计算机界的研究热点
,

随之各种超文本系统

也纷纷涌现
,

就 目前来说
,

有名的超文本系统有

N o t eC
a r d s 、

N e p t u n e 、

K M S
、

I n t e r m e d i a
及 A u g m e n t

等
。

这些系统应用在不同的领域和范围
,

又各有其特

定的数据模型和函数集
。

那么
,

同为超文本系统
,

它

们所共有的性质是什么呢 ?如何判断一个系统是否真

是超文本系统呢 ?如何在两个不同的系统间进行比较

及分析其异同
、

或进行交互作用呢 ? 开发一个新超文

本系统又有什么标准可循呢 ?这一连串的间题实际上

提出了超文本的标准和本质问题
,

也就是是否存在一

种衡量现有超文本系统并为将来超文本系统的开发

提供一种依据的标准
。

本文所讲述的 块xt e r
标准超

文本系统正是这样一种标准
。

块xt e r
不是一个实际

的超文本应用系统
,

而是一个抽象模型
,

它综合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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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现有超文本系统的模式
,

同时考虑 了将来超文本技

术的发展而在现有的功能上有所扩展
。

这种对现存及

未来系统的适应性是 块xt e r
成为一种衡量超文本系

统的标准的主要原因
。

2 D ex t er 模型概述

压 x et r
模型创始于从事超文本研究的两个小小

工作室
,

其中一个工作室于 1 9 8 8 年在 N e w H a m p
-

hs ier 的一个名叫 eD xt e r
的小酒吧里成立

,

模型由此

得名
。

在工作室里
,

超文本系统的共同抽象得 以讨

论
、

定形 ;超文本领域的专业术语也得以完善和确定
,

以方便人们对各种系统中共同的或不同的概念的理

解
。

需要特别指明的是
,

作为一种通用标准和抽象模

型
,

为了不致于与具体应用系统相混淆
,

在超文本系

统中普遍使用的
“

节点
”

的概念在 eD xt e r
模型里均用

“

成员
”
这个词来代替

。

块 xt e r
将整个超 文本 系统分为三 层

:

运行层

( R u n 一
t im e L a y e r )

、

存储层 ( S t o r a g e l
矛 a y e r )

、

内部成

员层 ( w it h i n 一

C o m p o n e n t I
J a y e r )

。

运行层与存储层之

间 的 接 口 关 系 是 表 示 说 明 ( P r e se n t a t io n

S ep ic ifc at io n)
,

存储层与内部成员层之间的接口则采

用 T 锚接机制 ( A n e h o r in g )
,

如 图 l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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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层I
介
表示说明

时
,

以可以修改的编辑方式取出动画
;
当跟踪学生链

时
,

以运行方式取出动画
。

为区分这两种情形
,

表示

说明机制将运行层所需要的显示信息编码
,

送入存储

层的网络中
。

通过这种机制
,

实现了存储层与运行层

的通讯而又保持了两层各自的独立性
。

”“““梦

{存储层 }

锚接机制

}丙部成鼻层 }

图 1 eD xt er 模型的层次结构图

F ig
·

1 BL ye sr of t h e d e x t er

运行层用于超文本表示
,

用户在此层与超文本进

行会话及交互作用
。

此层提供了给用户访问
、

察看及

处理网络结构的工具
,

但由于 eD xt e r
是一个通用模

型
,

所以在 eD
x et r

里运行层仅仅是一个将超文本提

交给用户察看和编辑的表示机制的一个梗概模型
,

这

种表示机制抓住了超文本系统动态地
、

交互作用方面

的本质
,

但并不想覆盖用户与超文本交互作用的所有

细节
;
存储层是超文本系统的重点和关键

,

在此层建

立了超文本系统必不可少的基本节点 /链网络结构的

模型
,

描述了由被关系链交互连接的包含数据的成

员体系所构成的数据库
,

这里成员对应的就是各超文

本系统中的节点
。

不同的超文本系统节点的内容是不

同的
,

如在 N o t e C a r d s 和 H y p e cr a r d 中是卡片
、

K M S

是帧
,

A u g m e n t 和 In t e r m e d i a
是文档

,

H y p e r t ies 是文

章
,

在压xt er 中
,

成员只是作为数据的通用载体来处

理
,

在其内部并不建立任何结构模型
,

因而在存储层

里对文本成员和 图形成员或其它的成员类型并不加

区别
,

也不涉及成员内的结构
; 内部成员层则专门考

虑超文本 网络中成员内部的具体内容和结构细节
,

超

文本中成员的内容和结构是不受限制的
,

可以是文

本
、

图片
、

/声音
、

动画等各种媒体的数据类型
,

作为

一种通用标准和抽象模型
,

不可能也不必要覆盖所有

的数据类型
,

因而对于此层
,

eD xt
e r
特意不加完善

,

而是将它作为一个外部处理过程
,

留待超文本系统的

开发者自己去定义
。

氏
x et r
模型对超文本系统的贡献还在于所提出

的两个接口机制
:

表示说明和锚接
。

通过表示说明机

制
,

有关` 个成员网络是如何显示给用户的情况能够

编码送到存储层的超文本网终 中
,

因而
,

成员表示给

用户的方式可 以不仅仅是一 个执行显示 的特定超文

本工具的函数
,

也可以是一个成员自身及到该成员的

访问路径 (链 ) 的性质
。

如图 2
,

有一个从基于计算

机的训练超文本系统中产生的动画成员
,

这个动画成

员可通过两条链成员进行存取
。

当跟踪教师编辑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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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接 口机制是锚接
。

锚接是一种提供维护

存储层和 内部成员层之间的独立性的锚接函数的机

制
,

通过这种机制
,

既维持了存储层网络与内部成员

层数据之间的独立性
,

又能够较好地查找与处理成员

的内容和结构
。

它的实现方法将在下面详细论述
。

eD
x et r

的重点是放在存储层
、

运行层及其两种

接口机制上
,

下面分别介绍这两层
。

3
·

存储层

存储层由一个成员的有限集合与两个函数组成
,

在这里
,

成员可以是节点
,

链或一个包含若干节点和

链的组合
。

节点是信息数据的载体
。
链是反映两个节

点间关系的一种实体
,

最基本的表示就是两个或更多

端点所组成的序列
,

其中每一个端点都与超文本中的

一个成员有关 ; 组合由若干成员构成
,

当一个组合包

含有另一个组合时
,

所建立的组合成员层次关系被限

制为一个有向非循环图 ( D A G )
,

这意味着一个成员

可以是多个组合的子成员 ; 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

的
,

组合都不能包含自身
。

两个函数是分解函数 ( -er
so vl er ) 和访问函数 ( ac ce o

r )
,

它们共同负责成员的

检索 (如将成员说明映象到成员自身 )
。

存储层里每个成员都有一个标识符
,

称为 U ID
。

U ID 是超文本中的一种基本的直接寻址机制
,

也就

是说
,

通过一个给定的有效的 U I D
,

即可找到一个相

应的成员
,

这也就限定了 U ID 在整个超文本系统中

具有唯一性和全局性
,

利用 U ID 可为在超文本中寻

址成员提供一种保护机制
,

但作为一种基本寻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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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

直接使用 U I D 来寻址限制太多
。

如给一条语句建

一条链是可能的
,

但这条链所说明的目标语句可能不

存在或在文档编辑期间已被改变
,

因而链不能仅仅依

赖于一个特定语句的 U I D 去寻找 目标语句
。

相反
,

当

链被跟踪时
,

表示说明必须被分解为能够用来访问正

确成员的一个 U ID 或 U ID 的集合
.

因此
,

存储层提

供了一种间接寻址方式
:

成员说听
粤碧

一u ID s 鱼粤婴
一被说明的成员

于翎 山 2 , 牡生 方尧

按照 eD
x et r 系统的存贮层模型

` ,

一个超文本系

统应遵循以下约束条件
:

1) 访间函数从 U I D 到成员的映象是可逆的
;

2) 分解函数必须能产生有效的 U I D ;

3) 成员与子成员之间不存在循环关系
,

即成 员

不能是自身的子成员
;

4) 成员的锚 id 必须与分解成此成 员的链说明符

的锚 id 一致
;

5) 超文本必须是连接一致的 (即当删除一个成

员时
,

说明符能分解成此成员的链也必须被删除 )
。

也就是说
,

分解函数负责将成 员说明 转化 为

U I D
,

U I D 被送给访问函数以检索被说明的成员
。

需

要注意的是
:

一个给定 的说明可 能无法被 分解 为

U ID (如被说明的成员不存在 )
,

但对于每一个成员来

说
,

至少有一个说明可以分解为它的 U ID
。

另一种间接寻址机制是存储层与内部成员层之

间的接口机制
:

锚接
。

通过这种机制
,

保持了超文本

网络自身与成员内部内容和结构细节的独立性
。

简单

地说
,

锚是一种间接寻址实体
,

它由两部分组成
:

锚

值和锚 记
。

锚记 是一个标识符
,

在成员的工作域内唯

一说明锚
,

是一个不变量
;
锚值则是一个说明某些位

置
、

区域
、

项或成员内部子结构的随机值
,

即锚值是

会变化的
,

且这种变化是系统所无法预料的
.

如当一

个成员被改变时 (如在运行层里被编辑 )
,

那么内部

成员应用程序会改变锚值以反映成员内部结构的改

变或锚所连接到的点
、

区域或项的内部成员的移动
。

锚 id 机制和成员说明机制结合起来就可以提供

一种定义链端点的方法
,

这是通过一种称为说明符

( S p ec iif
e r ) 的实体来实现的

.

说明符的组成如下
:

一

个成员说明 ( oC m p o n e n t S p e e i f ie a t io n )
、

一个锚 i d
、

两

个附加字段
:

方向字段 d( i r ec it on ) 和表示说明字段
,

其中方向字段反映的是链的起始和指向
,

可为以下四

个编码之一
:

F o r m (链源 )
、

T o (链 目标 )
、

B ID I R E C T

(即是链源又是链目标 )
、

N O N E (即不是链源又不是

链目标 )
。

从而链又可定义如下
:

链是两个或更多说

明符组成的序列
。

在大多数模型里
,

一条链允许有多

个说明符
,

但必须至少有一个说明符的方向域是 T 。

或 B I D I R E C T
,

也就是说链必须至少有一个目标
。

以上是存储层中定义的数据模型
。

此外
,

存储层

还定义了一个操作集
,

可用来访问和修改超文本
,

如

在超文本中增加一个成员
;
从超文本中删除一个成

员 ;
修改一个成 员的内容或辅助信息

,

等等
,

在这些

操作中
,

一些 可用来检索给定 U ID 或能够分解为

U ID 的说明符的成员
,

一些则是帮助决定网络结构

的交互连接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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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运行层

运行层是用户与超文本 系统交互作用的地方
,

涉及到的主要基本概念是实例 i( n st an it at ion ) 和会话

( 、 es is o n )
。

实例是提供给成员的一种运行缓冲区
,

存

放成员的备份
,

用户可以对它进行观察
、

编辑
,

然后

被改动过的缓冲区内容又写回到存贮层中
.

象成员和

锚一样
,

实例也具有唯一的标识符
,

称为 n D
。

一个成

员可以拥有多个实例
,

会话是保持成员和它们的各实

例之间的映象的轨迹的一种实体
,

实际上也就是用户

与超文本系统的交互活动
。

会话实体包括
:

正被访间

的超文本
、

当前实例的 ll D 到它们所对应的超文本中

成员的映象
,

操作历史 ( hi st or y )
、

运行分解函数 ( R u n
-

t im e r e s o lv e r )
、

实例函数 ( i n s t a n t ia t o r ) 和实现函数

( r ea ilz e r )
。

操作历史是从最近打开会话操作开始执行

的所有操作的序列
;
运行分解函数是前面所讲述的存

贮层分解函数的运行版本扩实例函数是运行层的核

心
,

它的功能是在传送到实例的表示说明和附加到被

实例化的成员上的表示说明之间作出判断
,

在目前的

模型中
,

这种判断尚不是很明确
。

·

实例函数是表示成员操作的核心
,

表示成员操作

又是跟踪链操作的核心
。

跟踪链产生实例的 n D 及包

含在实例内部的链标识
,

然后表示处于所有链的 目标

端的成员
。

与实例函数相反的是实现函数
,

该函数产生实例

并返回一个新成员
,

此成员反映出实例的当前状态
,

这是将编辑后的实例写回缓冲区的基本机制
,

实现函

数所产生的成 员作为一个变量送到存贮层修改成 员

操作中
,

用编辑过的成员代替原来的成员
。

5 实际超文本系统与 D ex ter 模型的一致性

判断

如何判断一个超文本系统是否真 的称得上是超

(下转第 7 4 页 C o n t i n u e o n p a g e 7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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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点的显示
,

这里的端点指的是被组合的封装结

构所指向的成员
。

如何将存储层的成员和 内部成员层的数据对象

统一起来
,

及如何将成员和组合的内部统一起来是在

开发开放式的基于 块
x t er 模型的超媒体系统时能够

支持成员内容的大范围浏览所必需要解决的问题
。

下

表对成员内容作一个小结
。

成员内容三要素

5 结束语

压
x et r

模型虽然已成为超文本系统设计的一个

标准
。

但作为一个初步的抽象模型
,

还有许多方面需

要完善
,

许多概念需要清理与扩展
.

本文所论述的问

题仅涉及到链
、

锚
、

成员等主要超文本对象类的设计
,

可作为开发基于 eD xt e r
的超媒体系统时的参考

。

结结 构构 类型 /位!!! 定 义义

··

原子型型
·

数据对象象
·

封装在 此此
··

非结构化 集集 一在成员内部部 成员内内
习习、、 一在成员外部部

·

全局可见见口口口 ·

成员员员
··

结构化集合合 一具有严格类类类

一一检索清单单 型的的的

一一关健字表表 一无限制的的的

一一树树树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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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系统
,

它与块xt e r
标准模型是否一致? 一种方法

就是将实际超文本系统中的数据类型和函数映象到

侠
x et r

中的每一种数据类型和 函数上
,

且充分论证
、

对干 eD
x et r

模型中的每一个抽象值在实际超文本系

统中都有一个有效的表示
,

换句话说就是
,

在模型中

可表达和可实现的每一件事在实际系统中都必须是

可表达和可实现的
。

但事实上
,

由于考虑到将来超文本系统的发展
,

eD xt e r
模型的功能远远超出 目前超文本系统所必需

的
,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

允许多路链接和链到链的连接
.

具有组合的概念
·

具有同时拥有显式源和 目标的链

在这里
,

要解释的是组合这个概念
,

这里的组合

不是指节点
,

链等原子的简单组合体
,

在 eD xt e r
模型

里
,

这种组合体和节点
,

链一样
,

都属于基本成员
。

所谓组合是指包含基本成员及一些相关的描述成员

性质而不是内容的成员信息
,

同时还包括一个能索引

成员的锚系列
、

将成员显示给用户的表示说明和一系

列任意数目的属性一值对
。

属性一值对可将任意性质

附加到一个成员上
,

这种组合的概念是目前已有的各

种超文本系统所不具备的
。

6 结束语

eD xt er 模型 目前尚处于开发的早期阶段
.

许多

方面还未能很好完善
,

但功能及结构定义已能满足并

远远超过现存的超文本系统
,

一些概念
,

如 n 元链和

组合成员的构造就是为
一

了
_

适应将来超文本系统的发

展和设计的
.

因而
,

作为衡量及判断超文本系统的标

准
、

块
x et r

模型可以说是一种理想的模型
,

对于指导

我们开发超文本系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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