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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所探讨 的组件重 用 的 Que yr 方 法是利 用 Jva
a
反射技术和 Jva

a
数据库 连接技术来 完成片数据库的 查询操

作
。

它将查询数据库的公共操作封装于 一个组件 中
,

使编程工 作者在具体编程工作 中能方便地重复使用 它们
,

以 求简化

编程工 作
。

关键词

文章编号

E JB J a v a
反射技 术 Ja v a

数据库连接

lX() 2一8 33 1
一
(2 002 )2 0一0 103一04 文献标识码 A 中图分类号 T P 3 l l

D e s i g n a C o m P o n e n t R e u s e d Q u e r y M e t h o d b y J a v a

G e Y ign l o n g

(H a n g z h o u In s t i t u t e

A b s tr a c t :

OF
r s

im p lify i n g t h
e p or g ar m m i n g

s ig n e d by J a v a r e fl e e t i
o n t e e h n i q u e a n d J

a v a

th a t q u e巧 t h e d a t a b a s e i n t o a e o m p o n e n t , 5 0

X u C h o n g

o f E l e e t or n i e s

w o r k
, th is

d a t a b a s e

t h
a t th

e

P a P e

Z h e n g N i n g H u X i x i a n g

E n g i n e e r i n g
,

H a n g z h o u 3 100 3 7 )

d i
s e u s s e s a e o m p o n e n t er

u s e d q u e 巧 m e t h o d w h ie h 15 d e
-

e o n n e e t i o n t e e h n iq u e
.

T h
e m e t h o d e n e l o s e s

c o m m o n o P e ar t l o n

Por g r a m m e r e a n r e u s e th
e m e o n v e n ie n t ly in

th
e

t h
e

Por g ar m m
i n g

·

K e y w o r ds
:

E J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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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t io n t e e

h
n iq u e ,

J a v a dat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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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n i q u e

随着 nI te m e口nI tar ne t 的进一步普及
,

网络应用的增加
,

编

程业务量越来越大
。

基于 W EB 技术构建的三层或多层模型体

系结构较好地解决 了网络编程中的许多问题
。

然而这种多层模

型体系的应用程序通常较难编写
,

因为它们要调用许多复杂的

代码来完成事务处理
、

状态管理
、

多线程
、

资源池和一些底层工

作
。

除此之外
,

每编写 一个新应用程序时
,

程序员还必须重写这

些复杂的代码
。

若程序员能够使用预先编译并且测试好的事务

管理代码
,

或是某些 自己 已写好 的代码进行重用
,

那么它可 以

节省大量 的时 间和精力
。

该文采用 了类似于 E JB 中的 Fi n d er

方法的功能
,

较好地实现重用代码 的目的
。

1 E J B 简介

1
.

1 E JB 框架概述

S
u n
公司的 E

n t e 甲ir s e
J
a v a B e a n s

( EJ B )技术向程序员 提供

了一种能极大提高代码复用的机制
。
E JB 是一个开发和部署分

布式服 务器端的
、

带事务处理的
、

安全 的商业组件的规范 和结

构
。

图 1 描述的是 E JB 组件的多层体系结构模型图
。

澜澜览器器器 座客户 s。 , 】已已已 数据库库

网网网网
e b服务器 ))))) 服务器器

图 1 E n t e印石 s e
j
a v a B e a n s 组件 多层体系结构模型图

当今较为流行的三层或多层体系结构是对标准两层客户 /

服务器模 型的扩展
,

它通过在客户端和数据库之间增加一个多

线程应用服务器而实现
。

E J B 就在这个服务器上执行
。

l
,

2 E JB 中的 F i n d e r 方法

E J B 组件中最基本的两类组件为
:
Ses is

o n b ae
n

(会话 组

件 )和 E
n t it y b

e a n
(实体组件 )

。

S e s s io n b e a n
用于处理业 务逻

辑
。

E nt ivt bae
n
代表业务处理对象

,

一个简单的实体 bae
n
可

以 定义成代表数据库表的一个记录
,

也就是每一个实例代表一

个特殊 的记 录
。

更复杂的实体 bae
n
可 以代表数据库表间关联

视图
。

每一个实体 bae
n
都必须有一个主键值来唯一标识它

。

每

个实体 bae
n
的接 口提供了 iF n

de
r
方法

。

它相当于数据库中的
s e l e e t 功能 (查询与检索 )

。

F i
n d e r

方法允许客户端查找 E
n t i ty

be an
,

它 的最基本的两个查找方法是 if dn B y份m a
ry Key (靠关键

字来查找记 录 )和 6 n d lA l( 查找数据库表中所有记 录 )
。

一个实

体 b e a n
的缺省的 if n d 方法是 if

n dB y p ir m a ry K
e y 方法

。

它通 过

主键来定 位实体 b ae
n 。

每一个实体 b ae
n
必须实现 if

n
d B y P ir

-

m a ry Key 方法
。

其语法如下
:

< re m
o t e in t e arf

e e > if n d B y而m a叮 K
e y ( < k

e y ty p e > k
e y )

有可能一 个 iF n
d
e r
方法得 到满足 SE LE C T 语句条件的多

个记录
,

此时它返 回一个包含多个实例 的对象集
。

1
.

3 中小型系统中 E JB 开发的局限性

E J B 体系结构对于应用开发者提供了下列好处
:
应用移植

性
、

组件重用性
、

构件复杂应用 的能力
、

业务逻辑与呈现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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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
、

可部署在多种操作系统环境中
、

分布式部 署
、

应用互操作

性
、

与非 Ja v
a
系统的集成

。

虽然 E J B有 以上 的多方面好处
,

但不可避免地也有许多

局限性
:

( l) 对一般的 Jva
a
程序员而 言

,

要理解 EJ B 的体系结构
,

尚需更多的时间
。

在理解它的体系结构后
,

还需要对分布式计

算及 C O RB A 有一定 的了解
,

这样就延长 了开发期
。

( 2) 要开发稳定的和可移植的 EJ B 组件
,

就必须遵守 EJ B

的多个限制条件
,

这样便束缚了程序员的手脚 (比如进行较为

复杂的数据库查询操作
,

及其它的备份还原操作时
,

仅有的 E
-

BJ 方面的组件及 A IP 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
。

( 3 )在开发一些简单的中小型项 目
、

一些涉及分布式计算

较少的系统时
,

EJ B 的优点就无法体现出来
。

相反
,

它会增加系

统的开销
,

降低系统运行 的效率
。

A dn五n

1” 刀刀 b二 (管理员号 )

pa s

撇
r d (密码 )

id (管理员登录名 )

加g (管理员状态 )

构造方法

读写属性的方法 ( gett er an ds 比巴 )

映射表方法

图 2 模 型 Bea n 类图

2 基本设计思想

在 E J B 技术中最值得称道的就是其中之一 的组件重用的

iF n d e r
方法

,

它屏 蔽了底层数据库连接的一些细节
,

程序员不

需要知道太多的 sq l语句就可进行数据库检索的操作 ;它还封

装许多数据库的底层操作 (如事务处理
,

数据库打开关闭操作

等 )
。

如果程序员在设计中小型的系统时
,

想要使用 EJ B 中的

iF n
d

e r
方法来省去许多重复的操作

,

而又不涉及到复杂的 E J B

技术
,

那么能否设计一种脱离 EJ B 体系结构的新 F in de
r
方法

呢 ? 该文提供了设计这种基于服务器 的组件重用 的 Que ry 方法

的思路
。

如果不采用组件重用的 Que ry 方法来编写查询操作
,

那么一般需要经过以下五个步骤才能完成数据库的查询操作
:

( l) 初始化
,

设定各种变量初始值 ;

(2 )生成
s q l 语句 ;

( 3) 打开数据库连接并发送 sq l语句 ;

`4) 处理返回的结果集 ;

(5 )关闭数据库连接
,

返 回最终的结果
。

然而在 以上的五个步骤中
,

第 ( 3 )
、

(4 )
、

(5) 步在不 同的查

询方法中都是 重复出现 的
,

它们可 以被写在一个公共 的方法

中
,

第 ( 2) 步可 以通过 Jva
a
的反射技术构造出一个公共的模型

来适应不同的查询方法的需要
。

该文提出的这种基 于服务器的

组件重用的 Q
u e ry 方法就是遵循这种思路来实施的

。

Que ry 可

以包括 q u e 叮a ll 方法
、
q u e可 B y irP m a叮 K e y 方法 (根据关键字查

询 )
、

q ue ry B y o ht e rs 方法 (根据组合项查询 )等
。

各种 Que 汀 方法

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
。

每个实体 B ae
n

都有一张相应的表
,

该表用来存放数据库

字段到实体 B
e
an 属性的映射

,

一般使用哈希表的技术来创建

相关映射
。

例如
:
(用管理员表作为例子 )

s

ql 语句创建表
e er a t e t a bl e

A d m i
n

( NU M _ ID i
n t (4 )NOT

N U LL UN IQU E P R IM A RY KE Y
,

N A ME ee
T X

e
h ar ( 20 )N O T N U LL

,

PW D
se
l

,

X e
h
a r
( 20 ) N OT

N U I J
J ,

FLA C一N R i
n t ( 4 ) NO T N U L L ) ;

相对应 的模型 B e a n
的属 性 名为 ( N

u m b e r ,

Id
,

aP
s s w o 司

,

lF a g )
。

在它们之间用哈希表建立对应关系
。

当要通过数据库字段

来获得模型 B ae
n
的属性名时

,

可以使用方法
:

属性名 = (S币ng )映射表
.

罗(t 数据库字段 ) ;

( 3 )对模型 B ea
n
中的各种方法分类

。

通过对命名的约定 (如
s
et et

r
方法的方法名的前三个字母

是
“
se t ,’)

,

从模型 B ae
n
的接 口 中获得该 B ae

n
的各种方法名

,

包括读属性
、

写属性
、

创建一个模型 B
e
an 和操作映射表的方法

名
。

然后利用 aJ va 的反射技术来获得模型 B ae
n
中的相关方

法
。

Que ry 方法会使用其中一些方法来读取属性和修改属性
,

可以参见 图 3 的过程描述
:

组件重用的 Q u
,r y方法

<工 n v o k e )

模型 eB血的接口 《 11电血喻 :

模型 eB助方法
,

根据需要拐屁给上屡 B e 。
。 <I即1朗 en t s )

、

、
、

福型 B e
叭类

成员 (属性 〕

读写属性的相应方法

3 Que ry 方法及实现

3
.

1 创建前提条件

在实现 Que ry 方法之前
,

必须进行以下步骤来获得 Que yr

方法所需要的各种参数
:

( l) 底层模型 B e

an 的结构
。

该文所论述的模型 B
e a n

( M
o d e l B

e a n
)

,

类似于 EJ B 中的

实体 B
e
an

。

一般来说
,

一个模型 B ea
n

关联 于数据库中的一张

表
。

它的结构如图 2( 以管理员类的模型 B ea
n
为例 )

。

模 型 Bea
n
中包含了各种构造及描述该 B ea

n
的方法

:
构造

方法
、

读写属性的方法 ( ge tt er an d se ett )r
、

映射表方法
、

创建数

据库实例的方法 (
C
er

a t N e w M o
d

e
l )等

。

( 2 )建一张映射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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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Que yr 方法提取模型 B e an 的方法

(4) 处理结果集的构造方法
。

在模型 B
e

an 相应的接 口中有一个处理数据库结果集的方

法
,

该方法将得到的结果集中的对象封装到一个新 的模 型

eB an 中
。

下面将以管理员的模型 B ea
n
作为例子

:

管理员 号 = n e w I
n t e g e r

( sr
.

邵 t l
n t (

”
N u M一n

,`

) ) ; /厄 为数

据库返 回的结果集

管理员登录名 = .sr ge st itr gn (
”

N A M Ees T X
I,

) ;

管理员密码 二 .sr ge st itr gn (
”
PW IL T X

,,

) ;

管理员状态标记 二 n e w I
n t e g e r

( sr
.

罗 t l
n t (

”

FLA --G N R
ll

) ) ;



瑰 u tm e nw 管理员模型 Be a
n

的构造函数 (管理员号
、

管理

员登录名
、

管理员密码
、

管理员状态标记 ) ;

5) (封装必要的数据库操作方法
。

将必要的数据库操作方法封装在一个类中以方便重用
,

其

中包括打开关闭数据库
、

执行查询
、

执行更新
、

批操作和设置自

动提交等
。

一些数据库的驱动程序及 U R L 写人一个配置文件

中
,

不但可 以提高重用性
,

而且更改驱动程序及 U R L 时
,

不 必

重新编译程序
。

.3 2 具体实现

首先
,

需要对相关的变量进行初始化
,

建立接 口单元
,

一些

存储单位存放接 口 中读方法集 ( gette
r
)

、

写方法集 (s ett er )
,

创建

映射表的方法单元等
。

进行初始化完毕后
,

利用反射获得接 口中的所有方法
,

存

人接口方法集中
。

( ge ett
r
)获得依据项的属性值 + 川

, ;

er s u lt 二 er s u i r + t e m P s tr ;

}
s q l= ,’s e l e e t*俪 m

,, + 数据库表 +
,’w h e er 坏 er s u l t:

/ i/ fm et h
o
d
s
中包含模型 Bae

n
提供给上层的接 口中的方法

M
e th o d口i fm

e th o d s=模型 B
e a n
所对应的接 口

.

g e t M e th
o
d

s
( ) ;

从这些获得 的方法中
,

根据命名的约定 (前提条件 3) 分离

出读属性方法 (罗 t t er )
、

写属性方法 ( se t ter )和操作映射表的方

法
。

其次
,

获得了所需要 的方法后
,

就可 以生成相应的 sq l 语

句
,

这是最关键的一步
。

但是对于不同的 Que yr 方法
,

生成的
s

单语句都不同
。

比如较为简单的 qu
e钾 A n 方法所生成的

s

单语

句为
:

qsl
二、 el ce *t ofr m坏数据库表名 ;

而其它的 Que ry 方法相对就要复杂些
。

其 中最复杂的

Que ry 方法 是组合查询 que ry B y ot he rs (依据数据库中的任意几

项进行查询 )
,

这就需要利用前提条件 2
。

映射表的映射方法需

要用户提供依据项 (依据的属性 )的数据库字段集
。

通过该字段

集
,

在映射表中找到对应 的属性名
,

然后获得它们的读写方法

名
。

利用反射技术调用对应的读方法获得属性值
,

最后构造 sq l

语句
。

例如
,

需要构造以下一种
s

单语句
:

sal
= 、 ele ct * 斤叻

1
,’+ 数据库表名 +’’ w he er

” + 数据库字段名

(依据项 l) +’’ 二 沼+ 模型 B
e
即 中对应 的读方法 ( g

e t t e r
)获得的属

性值 1十
即

,an d’’ + 数据库字段名 (依据项 )2 护二卿十模型 B ae
n

中对

应的读方法 (ge tt er )获得的属性值 2书`
an d坏

· · · · · · · · · · ·
·

… … ;

可 以从以上 的 sq l语句抽取它们的共性来获得 以下的通

用过程
:

然后
,

打开数据库连接
,

发送
s

单语句
,

该过程需要使用先

决条件 5 中提到的数据库操作
:
打开数据库连接 一一一 > 创建

陈述集 ( Satte
m en t) - -一 > 发送 qs l语句

。

数据库接受 qs l查询语

句
,

并执行
s

单查询语句
,

返回 sq l语句执行后的结果集
。

而处

理结果集的过程是利用 Jva
a
反射技术调用对应模型 B

e
an 的

结果集构造方法 (前提条件 4 )
,

将返 回的结果集中的值封装成

一个对应的模型 B ea
n
的新实例

,

最后返回这个新实例或由多

个新实例组成的 Coll ec it on 集
。

最后要完成的步骤是关闭数据库连接
,

返 回结 果
。

上层

B e a
n( 数据库层 )调用查询方法时

、

只需写 3一 5 行代码就可 以完

成 以前需要写 40
一

50 行代码 的工作
。

用 Que ry 方法获得查询的

结果
,

对需要的结果进行恰当的造型
。

然后就可以对造型后 的

结果进行操作
,

调 用其读属性的方法
,

获得 属性值提供给客户

端使用
。

以下以处理组合查询 que yr B y ot he sr 的返回结果为例
:

A rr a y L i
s t a l 二 n e w A rr a y U s t ( ) ;

/ / 设定依据项在数据库中的字段名 (该例是根据名字和密

码查找 )

S t ir
n g口i t

e
m

s 二
{D IS K

一A D M IN」 A ME
,

D ISK - A DM IN一 PW D } ;

a
l = ( A rr a y L i

s t ) D B C
o
m m o n

.

明
e w B y o ht e sr ( 数据库表 名

,

iet m s ,

传人的实体 B e a n
的接 口 ) ;

/ /对获得的结果恰当的造型

re tu m (传人对象的类 a) Lge t (0) ;刀返回结果集中第一条纪录

of
r
( in t i 二 ;0 1 <对应的依据项的读方法个数 ; +i +) {

在模型 B ae
n
所对应的接 口 中

,

提取对应依据项的读方法

(
S e tt e r

方法 ) :

属性值 二 依据项 的读方法
.

in vo ke (模型 B ea
n
的 实例

,

n u ll )
.

ot s t ir n g ( ) ;

}

然后利用以下方式构造 qs l语句
:

tS irn g re su =lt 依据项的数据库字段名护
二刃+ 得到的依据项

的属性值护气

of r
( i
n t j 二 l ; j < 依据项 的个数一 l ; j

+ + ) {

te m sP tr 二 ”

an d’’ + 依据项 的数据库字 段名护 = 戒 十用读方法

4 Que ry 方法所使用的关键技术

文 中的 Que 叮 方法是使用 网络编程语言 Jva
a
完成 的

,

它

主要 涉及到 了基于 Jva
a
的三个重要技术

:
Jva

a
的反射技术实

现对对象原类及原接 口的访问 ; JD BC 实现对数据库的读写操

作 ; Jva
a
的接 口技术

。

其中
,

反射技术是该方法的核心技术
。

4
.

1 aJ va 的反射技术实现对对象原类及原接口的访问

Ja v
a( TM )的反射技术可使 J va

a

代码发现有关已加载类

的域
、

方法 和构造函数的信息
,

还能用被反射的域
、

方法和构造

函数在安全限制内对其基本对应的对象进行操作
。

该次设计中

自始至终都用到了 Jva a( T M )的反射技术
。

Jva a( T M )的反射技

术核心 A IP
.

定义了三个主要的类 ( Fi el 出M et h od 和 Con
s

tT’U
c -

ot r
)

,

它们分别代表了反射的类中的域
、

方法和构造函数
。

其中

M et h o d 类中的 i vn
o k e 方法会调用反射类所指定的方法

。

运用

这种反射方法 的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
:

当后期向数据库增加内

容时
,

只需要程序员修改相应的模型 B ea
n
或代价较小的业务

逻辑就可以完成修改工作
。

因为反射技术会 自己查找各种方

法
,

Que ry 方法会 自动完成对数据库方面的操作
。

.4 2 用 JD B C 实现对数据库的读写操作

aJ
v a
语言用 J DB C 驱动程序来访问数据库

,

它定义 了一共

4 种类型 的协议标准
,

各数据库厂商均有其各自的实现办法
。

该次设计 中使 用 了 JDB C一 O D B C B ir d ge 的驱动程序
。

采用

J D B C 定义的 A PI 对象和方法
,

可以与底层数据库交互
。

通过

URL 识别数据库
,

建立与数据库的连接
,

生成 sq l语句对象
,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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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实验数据 比较表

叹叹

赢铿飞飞
EJB 中的 F in d r e

方法法 该文所论述的 Quer y方法法 一般的数据库查询方法法

(((((一般由 J EB 容器管理 )))))))

数数据库层代码量量 只定义 了接 口
,

由 EJ BBB 3一 5 行行 4 0一 50 行行

容容容容容容容容容容容容容器实现
,

有较多的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数数据库对象层代码量量 制条件件 80 行左右右 70 行左右右

(((以 一个查询方法为例 )))))))))

易易用易学性性 较难理解
,

不易使用用 最容易学 习和使用用 较容易学 习和使用用

数数据库表结构变动时
,,

需修改实体 B e

an (接接 只需少量的修改改 数据库对象层 和数据据

代代码修改情况况 口都要更改 ))) 数据库对象层层 库层均需要修改改

运运行效率率 由容器决定定 较快快 快快

送 sq l 语句到底层的数据库
,

执行 sq l语句
,

即可访问数据库
。

该文所采用的设计思想是覆盖所需的数据库操作方法
,

抽出它

们的共性并形成一个类
。

如 D aat bas e Con 6 g 用来读写数据库配

置文件
,

包括驱动程序
,

U R L 等 ;而 D BH an id e r
用 来管理数据

库的打开
、

关闭
、

创建 s t a t e m e n t 等
。

.4 3 使用 Jva a
的接口技术向上层提供相应的读写方法

接 口技术也是该次设计中的关键技术之一
,

它符合 M V C

( M
o d e l一 V i e w 一C o n

otr l
,

模型一视图 一控制 )的设计模式
。

M
o d e l就

代表文中所提出的模型 B e
an

,

它可 以有多个接 口 (相当于视图

iV ew )
,

不同的视图可以提供给不 同的业务逻辑
。

文中 Que yr 方

法需要一些 M
o del 中的方法

,

那它就可以形成它的 Vi
e w

,

而这

些 iV
e w 仅仅包含了 Que ry 方法所需要的函数

。

这种 M V C 的结

构可 以见图 4
。

组组件正用的各种 和 er y 方法法

《《int e ll k e l》》》 《int e味皿 eZ》》

读读写方法法法 映射表操作作

其其它的业务逻辑辑

《《int
e l公地 e 3》》

创创建方法法

住 m pi飞城
t : > “ p

华 在.
好飞

. e n t : >

:

喻创 中的方法象 包含读写瓜性的方法
,

映射表的方法
,

幻 st吨 方法
,

克陵方法
,

创建实体 aBe
n
的方法等 )

图 4 符合 M V C 设计模式的 Que ry 方法

文章的 Que ry 方法采用了 Jva
a
反射技术

,

接 口技术
,

数据

库连接技术等
。

适用于中小型的项 目
。

采用该方法编程
,

程序员

的代码量会显著的减少
,

工作效率会提高
。

在表 1 中
,

数据库对

象层代码量相对其它层较为稳定
,

很少修改
,

数据库中一张表

对应于一个对象
。

在数据库层中
,

程序员会为一个数据库对象

写许多查询方法
,

如果使用 Que yr 方法
,

那么程序中每个查询

方法 的代码量仅为不使用 Que ry 方法的代码量的十分之一
。

当

数据库表结构变动时
,

使用 Que yr 方法编写的程序较容易维

护
,

只需要少量地修改数据库对象层代码
。

而不使用 Que yr 方

法编写 的程序就需要对数据库对象层和数据库层代码进行大

量修改并测试
,

这样就增加 了维护的难度
。

比较三种方式
,

EJ B

最难学习且不易理解
,

要掌握它的 iF dn
e r
方法也较难

,

学用

Que ry 方法编写程序最容易
。

系统运行效率上
,

用 Que yr 方法设

计的程序的运行速度几乎和不 用 Que yr 方法设计的程序的运

行速度一样快
。

对于用类的组合方法设计的程序
,

Que ry 方法

也是适用的
,

只需在每个实体 B
e
an 中加上相应 的处理方法即

可
。

上述的设计过程还适用于更为广泛的组件重用技术
,

比如

数据库查询方法外的其它数据库操作方法—
插人 ( ins ert )

、

更新 (
u p d a t e )

、

删除 ( d
e le te )

、

备份还原 (b
a e k u p a n d re s t o re )等

。

它们的基本思想方法是一致的
。

这样的设计不但为以后的编码

减轻了负担
,

还 为后期的维护工作带来了方便
。

`

使用 Que yr 方

法时
,

必须要有一套统一的命名规范
,

才能保证设计的正确性
。

(收稿 日期
: 2X() 2 年 3 月 )

5 实验数据比较

表 l 是基 于管理员数据库为例进行 比较
。

硬件环境是
:

I
n t e l eP nt i

u m 111 46 6
,

256 M 内存
,

S GB 硬盘 ; 软件环境是
:

Wi
n

do w s
Z仪刃

`

A d妞
n e e d eS ver

r ,

S u n
ZJ E E S e vr e r ,

BJ
u
i ld e r

s

开发工具
,

M S SQL eS o e rZ 侧刃 数据库管理系统
。

表 l 将三种

查询方法进行了 比较
。

6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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