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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ＯＰ技术在数据交换与共享系统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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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数据交换与共享系统通用模块存在代码冗余的问题，引入 ＡＯＰ技术，对系统通用服务进
行代码植入操作，实现了ＡＯＰ框架在数据交换与共享系统的应用．试验结果证明，ＡＯＰ技术能够有
效减轻系统负担，提高系统的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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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数据交换与共享系统的核心功能是用户可以

通过系统的服务器端统一进入、统一访问、统一管

理，用户登录时由系统自动进入相应的角色界面进

行管理，系统服务器端管理员负责登记前置机的相

应信息等．这要求该系统访问控制机制必须严谨
高效．

目前，在用户的访问与系统基础管理、维护等

方面，大多数数据交换与共享系统采用的是基于角

色的访问控制（ＲＢＡＣ）［１－２］．但是，单纯地使用
ＲＢＡＣ机制，并不能很好地解决在访问控制、部门管
理、共享管理与日志管理等模块中代码大量重复、

分散以及效率低下等问题．

ＡＯＰ（ａｓｐｅｃ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是面向方面
（切面）的编程 ＯＯＰ（ｏｂ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的
补充与延续［３］．ＡＯＰ作为一种新的软件开发思想，
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对象中的方法具有通用性而代

码冗余的问题［４－５］．鉴于此，本文在数据交换与共享
系统中引入ＡＯＰ技术，以解决系统通用模块代码的
冗余问题［６］，并解除代码在数据交换与共享系统中

的强耦合性，从而提高系统效率．

１　ＡＯＰ在数据交换与共享系统中的
应用设计方案

１．１　数据交换与共享系统中的ＡＯＰ技术路线
数据交换与共享系统应用面较宽，现已广泛应

用于银行机构、金融债券公司、数字认证中心等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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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其核心功能是对用户访问各前置机的数据资源
进行统一控制，通过登录与权限机制来访问获取资

源列表，保证数据的安全性与及时性．值得注意的
是，系统前置机上装载的是统一的数据交换标准，

为引入ＡＯＰ技术提供了便利．采用 ＡＯＰ后，系统能
够调用方面编程中的代码，识别存储在前置机中的

特殊字段中的数据结构，并抽取日志、安全、事务等

非业务代码为一个独立模块，插入到各执行业务

中．这样不仅解决了非核心模块业务逻辑与核心模
块业务逻辑的代码需解耦合的问题，也降低了系统

维护的难度．数据交换与共享系统的整体系统结构
设计如图１所示．

图１　基于ＡＯＰ的数据交换与共享系统结构图

１．２　ＡＯＰ技术在数据交换与共享系统中的设计
理念

　　ＡＯＰ是在ＯＯＰ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这并不
能说明ＡＯＰ的发展对 ＯＯＰ有取代性的作用［７］．作
为对ＯＯＰ的补充，ＡＯＰ针对 ＯＯＰ中代码强耦合的
问题，提出将应用程序中的商业逻辑和对其进行支

持的系统通用服务进行分离的思想［８］．
ＡＯＰ把软件系统分成２部分，即核心关注点和

横切关注点．核心关注点是业务处理的主要流程，
也就是说这个解决方案要做的事；横切关注点是与

核心关注点无关的部分．笔者结合数据交换与共享
系统的总体设计，明确系统非核心模块（如共享限

制、事务操作与日志管理等）都可以很方便地使用

ＡＯＰ来实现（此处用户管理子模块的安全交由ＲＢＡＣ
机制保障）．这种将影响多个类的公共行为封装到一
个可重用方面的编程思想，具体表现在：在涉及用户

调用核心模块时，使用ＡＯＰ技术对非核心模块子模
块的核心关注点进行操作，紧接着以模块化在横切关

注点处采用与应用程序无关的方式处理相应的操

作［９］．图２给出了用户在操作之前、之中、之后捕获目
标的应用程序并进行相应操作的过程．

图２　系统操作顺序图

当用户调用需要响应的 Ｓｅｒｖｌｅｔ程序后，执行响
应的操作，ａｓｐｅｃｔ将会通过 ａｄｖｉｃｅ捕捉到切入点，并
进行植入操作，处理方面编程的相关操作．

２　ＡＯＰ技术在数据交换与共享系统
中应用的实现

　　目前，宣称能够支持ＡＯＰ的架构平台已达近百
种，实现了基于Ｊａｖａ语言的ＡＯＰ框架也有２０多种，
其中较为完善的是 ＳｐｒｉｎｇＡＯＰ和 ＡｓｐｅｃｔＪ．综合考
虑系统的构架，本文使用 ＡｓｐｅｃｔＪ作为面向方面编
程的一个框架，使用 ｍｙｅｃｌｉｐｓｅ作为编程工具，在
２．５ＧＨｚ主频的实验环境下进行数据交换与共享系
统的软件开发．

数据交换与共享系统被分为２部分：核心功能
模块所处理的业务流程将被设计为核心关注点；非

核心功能模块（不包括用户权限的设计与用户管理

部分）被设计成横向关注点．以日志管理为例，部门
管理员角色的用户在管理资源时存在对文件与数

据的增加、删除与更新操作，这时系统需要将这些

操作过程记录在案，因此需要引入 ＡＯＰ编程技术．
通过用户的增删改操作，可以插入一个横切面，形

成一个切入点，从而实现跟踪操作．
下面给出的是在项目中部门管理员对相应的

文件或者数据进行增加、删除与更新操作时如何插

入切入点进行日志记录的部分代码：

ｐｕｂｌｉｃｃｌａｓｓＤｅｐＭａｎＳｅｒｖｌｅｔ
｛

ｐｕｂｌｉｃｖｏｉｄｉｎｓｅｒｔ（ＨｔｔｐＳｅｒｖｌｅｔＲｅｑｕｅｓｔｒｅｑｕｅｓｔ，Ｈｔ
ｔｐＳｅｒｖｌｅ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

／ ｉｎｓｅｒｔ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ｄａｔａｏｒｆｉｌｅｓｔｒｅａｍｓｉｎｔｏ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

ｐｕｂｌｉｃｖｏｉｄｕｐｄａｔｅ（ＨｔｔｐＳｅｒｖｌｅｔＲｅｑｕｅｓｔｒｅｑｕｅｓｔ，Ｈ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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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ｐＳｅｒｖｌｅ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

／ ｕｐｄａｔｅ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ｄａｔａｏｒｆｉｌｅｓｔｒｅａｍｓｆｒｏｍ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

ｐｕｂｌｉｃｖｏｉｄｄｅｌｅｔｅ（ＨｔｔｐＳｅｒｖｌｅｔＲｅｑｕｅｓｔｒｅｑｕｅｓｔ，Ｈｔ
ｔｐＳｅｒｖｌｅ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

／ ｄｅｌｅｔｅ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ｄａｔａｏｒｆｉｌｅｓｔｒｅａｍｓｆｒｏｍ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

｝

使用ＡｓｐｅｃｔＪ定义一个名为Ｌｏｇｇｉｎｇ的方面，以
实现用户对日志方面的管理，部分代码如下：

ｐｕｌｂｉｃａｓｐｅｃｔＬｏｇｇｉｎ
｛

ｐｏｉｎｔｃｕｔＬｏｇｃａｐ（ＨｔｔｐＳｅｒｖｌｅｔＲｅｑｕｅｓｔｒｅｑｕｅｓｔ，ＨｔｔｐＳ
ｅｒｖｌｅ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ＤｅｐＭａｎＳｅｒｖｌｅｔ．ｉｎｓｅｒｔ（ＨｔｔｐＳｅｒｖｌｅ
ｔＲｅｑｕｅ，ＨｔｔｐＳｅｒｖｌｅ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ｒｇｓ（ｒｅｑｕｅｓ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ｆｔｅｒ（ＨｔｔｐＳｅｒｖｌｅｔＲｅｑｕｅｓｔｒｅｑｕｅｓｔ，ＨｔｔｐＳｅｒｖｌｅｔＲｅ

ｓｐｏｎｓ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Ｌｏｇｃａｐ（ｒｅｑｕｅｓ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

／ｄｏｌｏｇｇｉｎｇ／
｝

｝

以代码执行相同行数的时间为度量，分别测试

原系统与应用ＡＯＰ框架后的系统性能，具体的系统
时效图如图３所示．

图３　使用ＡＯＰ技术的系统时效图

从图３可知，未采用ＡＯＰ方面编程策略的数据
交换与共享系统在代码执行量为５００行、１０００行、
１５００行、２０００行、２５００行与３０００行的耗时分别
是８ｍｓ，１５ｍｓ，２８ｍｓ，５２ｍｓ，７４ｍｓ与８８ｍｓ．但在原
系统应用ＡＯＰ后，系统耗时降低５０％，时效性得到
增强．当在Ｊａｖａ代码中添加类或者添加新的方法后，

程序员不必加入新的横切面来处理相应的操作，只需

要改动类中的连接点标识，日志管理等模块就会自动

应用到相应的位置上．从图３可知，ＡＯＰ的方面编程
以其独有的优势不仅解决了用户在非核心模块上代

码冗余的问题，而且提高了系统的效率．

３　结论

本文研究表明，原始开发模式的通用业务中非

核心部分的代码强耦合性、冗余性可以通过引入

ＡＯＰ技术得到很好的处理．试验结果证明，将 ＡＯＰ
应用于数据交换与共享系统中，不仅能够很好地协

助ＲＢＡＣ访问机制控制对用户的身份认证，而且能
够高效分离核心业务逻辑与非核心业务逻辑，使得

访问控制过程更加严密清晰．通过对相应权限用户
安全记录、事务处理、共享限制与日志的管理，可以

跟踪后台数据库的存储情况，进一步提高系统安全

分析员对系统安全的审计情况，符合数据交换与共

享系统的总体设计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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