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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ＲＩＡ模型的Ｗｅｂ－ＩＴ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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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和研究当前Ｗｅｂ－ＩＴＳ技术现状的基础上�介绍了ＲＩＡ模型和 ＦＬＥＸ技术平台的特性�探讨了如何将
ＦＬＥＸ技术与Ｗｅｂ－ＩＴＳ结合�建立一个高效、实时、稳定和安全的智能交通综合服务系统。通过试验性系统的设计
和实现�验证了其可行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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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交通系统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简称ＩＴＳ）是将先进的信息技术、数据通讯传输技
术、电子传感技术、控制技术、图像处理及计算机技
术和3Ｓ（ＧＩＳ�ＧＰＳ�ＲＳ）技术等有效地集成�运用于
整个地面交通管理系统而建立的一种在大范围内、
全方位发挥作用的�实时、准确、高效的综合交通事
务处理和服务系统。

早期的ＩＴＳ系统是建立在Ｃ／Ｓ构架基础上。由
于Ｃ／Ｓ构架自身的缺点�ＩＴＳ的广泛应用受到了严
重的影响。在此背景下 ＩＴＳ技术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技术的
融合形成了 Ｗｅｂ－ＩＴＳ技术。Ｗｅｂ－ＩＴＳ技术利用
ＷＷＷ方式向用户提供 ＩＴＳ服务的信息系统�它使
产品的应用环境、产品的概念、软件的结构都发生了
变化。与Ｃ／Ｓ构架下的ＩＴＳ系统相比�在空间框架
下实现图形、图像数据与属性数据的动态链接�提
供可视化查询和空间分析的功能。系统访问范围更
加广泛�数据可分布管理�操作也更简单�适用于不
同的硬件平台和软件系统�降低了系统开发、管理和
升级维护成本。

随着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的日益普及�人们对交通信息的
需求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对 Ｗｅｂ－ＩＴＳ系统的
实时性、高效性和直观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简
单高效交换文档为目的的 Ｗｅｂ技术�例如超文本传
输协议 （ＨＴＴＰ）和超文本标记语言 （ＨＴＭＬ）�都来
源于单页性 （ｐａｇｅ－ｂａｓｅｄ）和无状态 （ｓｔａｔｅｌｅｓ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一个页面
是自给自足 （ｓｅｌｆ－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的�并且是沟通客户
端与服务器端的最小单位。在这种单页性 （ｐａｇｅ－
ｂａｓｅｄ）的模式上开发一个现代的应用程序也是一
个极大的挑战。在这种模式中�运行在服务器上的
应用程序必须处理来自从语法上分析请求�送出回

应�连接用户从一个页面到另一个页面路由的一切�
并且处理用户的各种错误。由于单页性 （ｐａｇｅ－
ｂａｓｅｄ）模式与现代模式 （ＲＩＡ）之间的巨大差别�开
发Ｗｅｂ－ＩＴＳ系统本身就是非常复杂和头疼的工
程�更无法提升直觉感知 （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和简化。Ｗｅｂ
－ＩＴＳ和其他 Ｗｅｂ应用程序一样�其模型是基于页
面的模型�而且缺少客户端智能。目前技术下的
Ｗｅｂ－ＩＴＳ提供的功能过于简单�响应速度慢�直观
感知性较差�几乎无法完成复杂的用户交互 （如直
接与图形图像进行交互 ）。这使得Ｗｅｂ－ＩＴＳ的可
用性受到极大的限制�同时也制约了 Ｗｅｂ－ＩＴＳ的
发展。

近几年来�ＲＩＡ（Ｒｉｃｈ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模式
的出现�提供了全新的 Ｗｅｂ应用解决方案。实现了
更加直观的、响应性的、有效的、用户体验的应用服
务�可以开发出桌面级的Ｗｅｂ应用程序。采用Ｆｌｅｘ
作为 Ｗｅｂ－ＩＴＳ的开发平台�对基于 ＲＩＡ模型的
Ｗｅｂ－ＩＴＳ做了初步研究�以期对解决目前 Ｗｅｂ－
ＩＴＳ技术所面临的问题有所贡献。

ＲＩＡ模式即客户端通过Ｗｅｂ浏览器以ＨＴＴＰ协

议调用Ｗｅｂ页面。界面能够显示系统状态、下达配
置参数、显示现场采集的数据。Ｗｅｂ页面与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组件通信�把用户的参数传递给 ＷｅｂＳｅｒｖ-
ｉｃｅ。使用Ｆｌｅｘ技术可以构建体验丰富的客户端程
序�同时Ｆｌｅｘ还具有Ｐｕｓｈ技术�可以把服务端的信
息适时的显示到客户端上 �也是把Ｆｌｅｘ技术使用到
Ｗｅｂ－ＩＴＳ领域的重要原因�也是本系统选择使用
Ｆｌｅｘ技术的主要原因。

ＲＩＡ模式下的Ｗｅｂ－ＩＴＳ系统的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设
计采用面向服务的ＳＯＡ设计�这样可以提高系统的
反应速度。对于软件设计的总体符合门面模式的软



件架构�上层直接调用下层的接口�而不是具体的实
现�这样有利于软件的扩展和维护。
1　Ｆｌｅｘ体系结构与特点
1．1　体系结构

Ｆｌｅｘ是一个表现层服务器和应用程序框架。提
供基于标准的、声明性的编程方法和流程�并提供
运行时服务�用于开发和部署丰富客户端应用程序
的表示层。它拥有丰富的用户界面组件、用于排
布。这些组件的基于ＸＭＬ的标记语言�以及可以处
理用户交互的面向对象编程语言。Ｆｌｅｘ开发者使用
直观的基于 ＸＭＬ的语言来定义丰富的用户界面；
该语言由Ｆｌｅｘ服务器翻译成智能的客户端应用程

序�在普遍存在的 Ｆｌａｓｈ环境中运行。所以说�可以
用它将桌面应用的可用性和 Ｗｅｂ应用的易于管理

性融合在一起�开发更为复杂的 Ｗｅｂ应用。提供前
所未有的最终用户体系。体系结构如图1所示。

图1　ＦＬＥＸ体系结构
1．2　Ｆｌｅｘ的特点
1．2．1　强大的编程模型与类库

Ｆｌｅｘ以ＭＸＭＬ为表示层描述语言。ＭＸＭＬ与
ＨＴＭＬ一样都是标记语言�它描述了反映内容与功
能的用户界面。与ＨＴＭＬ不同的是�ＭＸＭＬ可对表
示层逻辑与用户界面和服务器端数据绑定提供声明

抽象�将表示与业务逻辑的问题彻底分开�以实现最
大程度地提高开发人员的生产率及应用程序的重复

使用率。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编程模型消除了Ｗｅｂ-
Ｃｌｉｅｎｔ和 ＤｅｓｋｔｏｐＣｌｉｅｎｔ的差异目前来说开发 Ｗｅｂ

应用和开发 Ｄｅｓｋｔｏｐ应用各自遵循着自己的模式�
比如说�在 Ｄｅｓｋｔｏｐ应用中作为标准。Ｗｅｂ应用中
十分方便的ＵＩ设计�却由于Ｄｅｓｋｔｏｐ应用中特有的
编程模式而无法发挥。Ｆｌｅｘ的出现使解决类似这样
的问题变成可能。

1．2．2　开放灵活的开发
ＦｌｅｘＸＭＬ方案充分利用了ＸＭＬ工具中的代码

提示和语言支持。使用与 Ｆｌｅｘ集成的集成开发环
境�提供给可视化开发者进行 Ｆｌｅｘ应用程序开发。
对Ｆｌｅｘ应用程序进行设计、编码和调试时可以提高
效率。ＦｌｅｘＢｕｉｌｄｅｒ提供布局 Ｆｌｅｘ应用程序界面给
可视化开发人员使用�包括可视界面设计器、代码
编辑器、调试器和部署功能�尤其是ＦｌｅｘＢｕｉｌｄｅｒ与
Ｆｌｅｘ绑定。ＡｃｔｉｏｎＳｃｒｉｐｔ性能评测器可以查找性能
瓶颈�并且它可报告应用程序花在每一个方法上的
时间。异步延迟报告将跟踪从应用程序启动到得到
结果经过了多长时间。调试播放器通过内置的
ＦｌａｓｈＰｌａｙｅｒ体验增强的错误报告。Ｆｌｅｘ可以帮助查
找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错误和非脚本ＨＴＴＰ、ＦＴＰ以及网络错
误。命令行调试器使用强大的命令行调试器来对程
序进行逐行跟踪。它支持完整的源码级调试�包括
行号、作用域和其他符号。
1．2．3　强大的运行时服务

Ｆｌｅｘ提供标准 Ｗｅｂ存档文件的部署�可在
Ｊ2ＥＥ服务器上或Ｊａｖａｓｅｒｖｌｅｔ容器中将Ｆｌｅｘ应用程
序打包及部置成标准的ＷＡＲ文件。在数据模型方
面�使用强大的数据管理功能�创建并控制客户端数
据模型�用于反应快、互动性强的应用程序。数据访
问使用面向服务的架构与企业数据系统相整合。使
用Ｗｅｂ服务或ＨＴＴＰ访问后端资源�或者作为Ｊａｖａ
对象的ＲＰＣ访问后端资源。Ｆｌｅｘ支持的数据交换
格式有ＳＯＡＰ、原生ＸＭＬ和ＡＭＦ。数据绑定使用强
大而易于使用的机制将一个对象与另一个对象进行

数据绑定。缓存使用服务器端内存中的缓存并管理
生成的内容�以提高应用程序的性能。除非改动了
应用程序�否则在默认状态下�请求的页面都来自于
缓存中。延迟实例化 Ｆｌｅｘ仅在用户请求的情况下
才将部分应用程序实例化�这样可以缩短应用程序
的启动时间。
1．3　使用Ｆｌｅｘ进行Ｗｅｂ－ＩＴＳ开发的优点
1．3．1　数据可视化

Ｗｅｂ－ＩＴＳ具有丰富的图形界面元素�例如几何
图形、专题图表等。但就目前来讲�很难将不同数
据源中的数据集成到某个一目了然的界面中�并且
用户无法与图形元素进行直接交互。Ｆｌｅｘ可以完善
地解决这一问题�不但使页面内容更加丰富�而且还
使用户能够和图表进行直接交互�以便深入了解数
据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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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直接管理
直接管理是指应用程序能够对用户操作进行即

时反馈。由于 Ｗｅｂ－ＩＴＳ应用程序必须返回到服务
器获取指令�再将处理结果返回到客户端�所以需要
耗费大量的等待时间。而利用 Ｆｌｅｘ则可以在客户
端直接实现对用户操作的响应。
1．3．3　多步骤处理

Ｗｅｂ－ＩＴＳ通常具有复杂的业务流程�通常涉及
到多步骤处理问题�按照传统的方法�用户需要输入
数据进行提交�等待下一个页面的出现�然后进行配
置过程的下一个步骤。Ｆｌｅｘ的出现允许开发人员将
所有内容放在一个屏幕中�并添加转换和效果�使用
户更容易了解应用程序的上下文和工作流程。可以
集中处理某个步骤�并在应用程序各步骤间轻松移
动。
2　Ｆｌｅｘ环境下Ｗｅｂ－ＩＴＳ的实现

在分析了Ｆｌｅｘ体系结构与功能特点的基础上�
开发了一个基于 Ｆｌｅｘ的 Ｗｅｂ－ＩＴＳ试验系统�系统
框架如图2所示。

图2　Ｗｅｂ－ＩＴＳ系统框架
2．1　系统目标要求

（1）具有丰富的界面表现力与快捷的交互速
度。

　　 （2）数据的实时刷新。
（3）在信息表现与可视化方面�提供多元的信

息表现与可视化功能。
2．2　空间数据的组织模式

众所周知�地理空间数据是用来描述地理空间
现象的�一般可分为空间几何数据和属性数据。由
于空间几何数据比较复杂�因此在传统的ＧＩＳ中�空
间几何数据是以文件的形式进行存储�且采用拓扑
数据模型或空间实体模型来对空间几何数据进行组

织。ＭＸＭＬ目前仅支持一些基本的图形元素�为了
能够有效地通过ＭＸＭＬ对地理空间数据进行描述�
必须将空间几何数据按空间实体模型来进行组织。
另外�各地理实体由目标标识码来描述组成该地理
实体的几何数据和属性数据。一个图层可以包含不
同类型的地理实体�而若干图层则可组成一幅地图。
3　结束语

响应速度与界面表现力是当前Ｗｅｂ－ＩＴＳ所面
临的严峻考验�ＲＩＡ技术的出现为该问题提供了一
种良好的解决方案�本文在这方面作了初步研究。
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富客户端技术的进步�ＲＩＡ术
将在Ｗｅｂ－ＩＴＳ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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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综上所述�将物料进行表层预热再进行蒸汽
瞬时灭菌�能够保证蒸汽灭菌后物料的水分不增
加�有效成分不破坏�颜色不发生明显变化�因此
大大拓宽了湿热灭菌法的使用范围�如果将广泛
的应用于食品和药品的灭菌�逐步取代其他化学
灭菌法�提高了食品和药品的安全性�可为广大消

费者提供一个安全放心的消费空间。同时�将物
料提前预热再进行灭菌所需的蒸汽量大大减少�
这也符合当今社会提倡的节能理念�此法在以后
的大量试验验证成功后�将使湿热灭菌法的适用
性和使用性更宽更广。
参考文献：
［1］　医疗保健产品灭菌确认和常规控制要求．ＧＢ18278－

2000�工业湿热灭菌 ［Ｓ］．
［2］　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Ｓ］．2005．

14 　　　　　　　　　　　甘　肃　科　技　　　　　　　　　　　　　　　　第27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