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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选择 OWL 来描述本体 借鉴语义 Web 的思想 提出将基于本体的语义和 Web 服务进行结合 使用本体

对 Web 服务进行语义描述 对统一描述 ~发现和集成(Universal Description Discovery Integration UDDI)进行

扩充 实现对 Web 服务发现技术的语义支持 使得基于语义的 Web 服务发现过程比原有的基于服务属性的

服务发现过程更为准确和有效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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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mbination of Ontology semantic and Web services the Web services are
described in Ontology and Universal Description Discovery Integration ( UDDI) is extended. In
the operation the service discovery process based on semantic is more accurate and ef f icient than
the current discovery mechanism Which is conducted by matching of service attributes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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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Web 服务应用的不断增长 用户常常要面

对不同表现形式的 Web 服务 如何准确 ~ 高效地找

到所需的服务变得十分重要0传统的Web 服务标准

使用 XML 对服务进行描述 然而 XML 最大的局限

性就是采用基于语法的描述方式 缺乏明确的语义 
即两个完全相同的 XML 描述片断在各自的上下文

中可能代表完全不同的事物0 Tim Berners-Lee[1]在

XML2000 会议上首次提出语义 Web 的概念为解决

这一问题提供了良好的途径0
在语义 Web 中 不仅可以将语义添加到信息资

源 (如 Web 页)中 也可以将语义添加到 Web 服务

中 这样就能共享和集成信息资源和应用程序0要在

语义层次上实现信息的互操作性 需要对信息的意

思在领域里有一个一致的理解0语义 Web 引入了本

体的思想 Borst[2]给出了本体的定义0 本体为某领

域提供了一个共享的 ~通用的理解0
目 前 可 用 于 描 述 本 体 的 置 标 语 言 主 要 包 括

RDF ( 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 ) ~ RDF
Schema~ DAML - OIL ( DARPA Agent Markup
Language Ontology Inference Layer ) ~ OWL ( Web
Ontology Language) 0 OWL 已经成为 W3C 组织推

荐的标准 其设计思想是以尽可能清晰的语义描述

需要发布的资源(即本体范围内的不同名词)使机器

系统之间能够最大程度地理解信息的语义 实现资

源在网络结点间的开放和互操作0 OWL 是 DAML
-OIL 的延伸 基本语法和功能与 DAML-OIL 接

近 而且具有更丰富的语义和关系逻辑表示功能0本
文 选 择 OWL 来 描 述 本 体 借 鉴 语 义 Web 的 思 想 
提出将基于本体的语义和 Web 服务进行结合 即在

Web 服务中添加必要的语义注释 使用本体对 Web
服 务 进 行 语 义 描 述 对 统 一 描 述 ~ 发 现 和 集 成

(Universal Description Discovery Integration UDDI)
进行扩充 实现对 Web 服务发现技术的语义支持0
这将极大地提高 Web 服务发现的查全率和查准率0



1 结合的思路

要想使 Web 服务发现技术向语义层面发展 必

须对 Web 服务的某些协议栈层次进行修改和扩充 
使其支持语义信息 从而才能达到语义发现 向更高

的智能化程度发展 O UDDI 层次距离 Web 服务发现

比较近 又因为他们处于 Web 服务协议栈的高层 
具有较多的元素 也比较容易扩充 因此 我们利用

本体论相关技术对其进行一定的改造 相对于修改

更底层协议栈来说所花费的精力要小 O

2 OWL 与 UDDI 的结合

UDDI 注册中 心 使 用 的 核 心 信 息 模 型 由 XML
Schema 定义 O XML Schema 定义了商业实体信息 ~
服务信息 ~ 绑定信息和技术规范信息四种主要的信

息类型 O 服务在 UDDI 结构中的表示如图 1 所示 O

图 1 服务在 UDDI 中的表示

其中 技术规范信息的主要是作为描述一种技

术 规 范 的 机 制 存 在 的 O 一 个 技 术 规 范 信 息 是 描 述

UDDI 注册中心中各种商业 ~ 服务 和 模 板 结 构 的 一

种方式 3 O 技术规范信息结构用来描述与某一规范 ~
概念或共享设计的兼容性 O 技术规范信息使得不同

的公司可以通过技术规范信息识别不同的规范或者

在特定合作者间共享某些己经存在的规范 O 任何抽

象的概念都可以在 UDDI 注册中心以一个技术规范

信息的形式进行登记 O
基于技术规范信息的上述特点和机制 在这里

我们采用技术规范信息的方法对 UDDI 层进行语义

方 面 的 扩 展 会 非 常 的 方 便 并 且 与 现 行 的 标 准 的

UDDI 注册中心不产生冲突 包含语义的 Web 服务

注册信息可以方便的保存在 UDDI 注册中心 不需

要对原来的架构进行大的调整 发现技术也可以通

过 UDDI 注册中心找到特定的技术规范信息从而打

开其中封装的语义编码 O

参照文献 4 中的 DAML-S/UDDI 映射机 制 
采 用 一 对 一 映 射 的 方 式 建 立 OWL/UDDI 映 射 机

制 , 我们创建 5 个技术规范信息用 于 装 载 OWL 赋

予的其他 5 个元素 分别 是 rdfs, Property~ rdfs, sub
PopertyOf ~ rdfs, domain~ rdfs, range~ Individual 属 性

用于说明个体之间或个体到数值之间的关系 子属

性类相似 可以通过说明一个属性是另一个或多个

属性的子属性来建立属性之间的层次关系 属性的

域限定了可以应用该属性的个体的类 属性的范围

在另一个方向上限定个体的取值 个体是类的实例 O
可以用属性将一个个体与另一个个体关联起来 O 在

定义的 5 个非原 UDDI 的技术规范信息里 其元素

结构和其他的技术规范信息保持一致 O 当一个新的

技术规范信息被注册到 UDDI 中心后 它的类型便

被归类到 UDDI 类型分类法框架中 O 对于每一个相

应 的 划 分 技 术 规 范 信 息 的 引 用 键 值 都 将 被 加 进

categorybag 元 素 中 O 下 面 给 出 技 术 规 范 信 息 装 载

rdfs, Property 元素的具体描述 ,
< tModel authorizedname = " . . . " operator =
= " . . . " tModeIkey= " AAAAAA" >

<name>Service Property</name>
<description xml, lang= " en " >
Property of service

<Idescription>
<overvieWDoc>
<description xml, lang= " en " >
eguivalence of OWL rdfs, property

</description>
<overvieWURL>
http, / / localhost, 8888/OWL/example. oWl
</overvieWURL>

</overvieWDoc>
<categorybag>
<keyedReference
tModeIkey= " uuid, 0e727db0-3e14-11 d5-

98bf -002035229c64"
keyname= " uddi-org, property "
keyvalue= " oWlproperty "

</keyedReference>
</categorybag>

</t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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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执行字节码程序 这时候 安全管理器始终监测所

执行的没一步操作 检查其合法性 安全服务和工具

按预先的设置实现其安全功能 G

3 结束语

在 Java 安全体系结构中 Java 虚拟机内置了许

多 安 全 特 性 在 语 言 层 确 保 Java 应 用 程 序 的 安 全

性 而且在字节码运行前通过字节码校验器和类装

载 器 保 证 代 码 的 安 全 性 运 行 时 实 现 预 先 定 制 的

Java 安全服务和工具的功能 并通过安全管理器始

终监控 Java 程序的运行 G Java 安全系统结构的各个

组成部分都能为 Java 程序提供安全性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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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束语

本文选择 OWL 描述本体 并用它实现对 Web
服 务 的 标 准 UDDI 的 扩 充 G 该 方 法 用 本 体 来 描 述

Web 服务的语义信息 使得 Web 服务中包含了适当

的语义信息 从而服务发现就可以利用服务中的语

义信息 这将大大提高 Web 服务发现的查全率和查

准率 G 下一步我们将开发更丰富的本体来描述操作 ~
前提和结果的功能; 研究服务发现算法以便更充分

地利用 WSDL 和 UDDI 中的语义 其中将重点研究

根据匹配相似度排列查询结果的最佳算法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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