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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J2EE的数据持久化的研究与实现 
苗晓辉 

（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杭州 310027） 

摘  要：数据持久化是 J2EE平台开发过程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建企业级应用系统面临的棘手问题。该文摒弃基于 J2EE构建企业
级应用系统过程中典型的数据持久化技术，提出了通过使用 EJB 中的 SessionBean，在适度使用配置文件的基础上构建规范的数据持久化
平台，实现系统数据调用与应用逻辑分离，保证了数据调用线程安全，为系统的扩展、移植、重组维护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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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Data Persistent Based on J2EE 
MIAO Xiaohui 

(College of Computer Science & Technolog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Abstract】Data persist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development in J2EE, and is an intractable problem in the process of designing enterprise
application system. Discarding the type technology of data persistent in J2EE, it uses SessionBean technology of J2EE and configuration files within
measure, forms normative data persistent platform, implements the separation of data transfer and application logic, assures the thread safety of data
transfer, in the same time, laies the foundations of system extension, transplant, recom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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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企业、团队协同合作是目前企业级应用系统开发的
主流模式，在这种开发模式下系统各模块之间、系统与底层
数据库之间的数据交互很频繁，开发过程中数据调用与业务
逻辑混在一起极易分散业务逻辑开发人员精力，同时也为系
统更新、模块复用、功能重组复杂化埋下伏笔。因此有必要
建立一个规范的数据持久化层，以封装系统中的数据调用逻
辑，通过提供统一的数据调用接口，简化开发人员数据调用
代码复杂度，减少系统更新模块重组时不必要的代码重写。 

本文所述数据持久化技术基于 J2EE 构架下 SessionEJB
实现，直接应用对象是浙江省“杭州市重大关键技术项目”
中的“基于 XML 技术的棉纺企业信息系统(棉纺织综合信息
管理系统)”。本文所述数据持久化技术可作为构造企业级应
用系统时通用数据持久化技术使用，也可作为开发电子商务
或电子政务时的数据交互技术。 

1 数据持久化技术概述 
1.1 持久化的概念 

持久化指对象的生存特性，如果对象的生存期跨越程序
执行期，则称此对象具有持久化性质。数据是对象的一种，
具有持久性的数据称为持久性数据(persistent data)。持久性数
据改变了数据的生存状态，暂态数据典型生存周期是：被创
建→被使用→被删除，数据的内部状态随着数据生存周期结
束而消失，而持久性数据则通过保存到持久存储区(如文件、
数据库等)的方法延长数据持久生存状态。持久性数据被删除
之前，已经将自己的状态持久化。这样，持久性数据不需要
创建，通过持久化存储和检索，就可以将数据恢复使用。目
前，实现数据持久化的方法主要是映射策略，通过建立持久
性数据到数据源的映射实现数据持久化，即将各持久性数据
与数据库中的表、字段通过配置文件建立一一对应的关系，
各持久性数据知道自己需要被保存到数据库中哪个表、哪个

字段。 
1.2 典型的数据持久化策略 

基于映射策略的数据持久化使系统应用逻辑与数据存储
分离，有利于系统的管理、维护和扩展，J2EE技术下数据持
久化策略有诸多较成熟的框架和产品，其中有代表性的主 
要是： 

(1)实体 Bean。实体 Bean 是 J2EE 中 EJB 的一种，主要
通过映射文件实现数据持久化。就一张数据源的表而言，各
字段被映射到实体 Bean中相应属性；表与表之间的关系，相
应地被映射成不同实体 Bean之间的关系。 

(2)Java数据对象。Java数据对象(Java Data Object, JDO)
也是数据持久化策略的一种，它是一个存储 Java对象的规范，
已经被 JCP组织定义成 JSR12规范，规范的两个主要目的是
提供数据处理和访问机制的 API，并允许依此规范的实现作
为应用服务器一部分。JDO 在实现数据持久化的过程中，通
常会有一个由 JDO 实现厂商提供的工具来完成普通 Java 类
到 JDO实例的转化，在此过程中，JDO工具在适当时候会修
改 Java 类字节码，将普通 Java 类改造成 JDO 实例，以达到
数据持久化的目的。 

(3)Hibernate。Hibernate是按照 LGPL许可证发布的开放
源代码应用程序，主要提供 Java超高性能的对象/关系持久性
和查询服务。Hibernate是一个优秀的开放源代码数据持久层
轻量级封装框架，不需要任何容器，不过也可以整合到 J2EE
系统中作为数据持久层框架。Hibernate在 Java应用程序中不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60502027)；深圳市科技计划
基金资助项目(200336) 
作者简介：苗晓辉(1975－)，男，硕士生，主研方向：信息集成与数
据安全 
收稿日期：2006-03-11    E-mail：xiaohuimiao@sohu.com 



用作任何修改就可以直接映射 JavaBean，从而取代大部分
JDBC 代码。Hibernate 通过提供简单易用并符合 ODMG3－
style的 API，解决了 JDO和实体 Bean的一些缺陷。 
1.3 现有 J2EE技术下数据持久化策略的不足之处 

J2EE技术框架下各数据持久化策略均是基于映射策略，
并无一例外地采用基于大量配置文件的方式实现数据持久
化。这些配置文件给开发人员、配置人员和系统维护人员带
来极大不便，对开发人员而言，不但要维护持久数据的代码，
同时要维护与持久数据对应的配置文件信息。当然，多数
J2EE集成开发环境提供配置文件自动生成工具，但也是在开
发人员熟知配置文件信息基础之上才能如此；对系统配置人
员而言，将拥有大量配置文件的系统各模块准确无误地进行
装配，简直是一场噩梦；同时，由于系统信息离散分布于代
码和配置文件之中，因此也增加了系统维护、移植、重组和
集成的难度。上述基于配置文件的数据持久化策略，只是降
低了系统开发人员首次开发工作难度，而将系统的移植、重
组、集成和配置工作转嫁于相应的配置、维护人员，并没有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在开发“棉纺织综合信息管理系统”过
程中，我们采取适度使用配置文件的策略，借助于 EJB中会
话 Bean技术，通过只将数据持久化的必要信息放在配置文件
的方法，减轻系统装配、维护人员工作难度，同时也增强了
程序可维护、重组、更新性能。 

2 数据持久化层的总体结构设计 
2.1 数据持久化层在系统中的位置 

本文所述数据持久化技术直接应用对象“棉纺织综合信
息管理系统”是基于 J2EE架构的分布式系统，采用 B/S结构
进行设计；UI层由 JSP和 Servlet组成，负责生成用户界面，
是与用户交互的窗口；业务逻辑层由 J2EE 容器的业务对象
负责具体业务逻辑；数据持久化层位于业务逻辑层之下，也
是 J2EE容器的对象，但其专司系统与数据库间的数据交互。
数据持久化层在系统中的位置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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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数据持久化层在系统中的位置 

数据持久化层的主要功能是实现数据存取操作与业务逻
辑的分离，通过在业务逻辑对象与数据源之间提供一个简洁
规范的调用接口，对开发人员提供操纵、维护数据库数据的
灵活、安全、可靠中间件支持。数据持久化层在系统中可能
有 2 种不同类型的对象调用：(1)J2EE 容器中业务逻辑层的
EJB对象；(2)UI层的 JSP和 Servlet对象。 
2.2 数据持久化层的总体结构 

数据持久化层共由 6 个子模块组成，即数据存取模块、
数据源适配合模块、异常处理模块、数据调用解析模块、数

据类模块、持久化数据调用模块，在这 6 个模块中，数据调
用请求由持久化数据调用模块传递到数据存取模块，数据存
取模块通过调用数据调用解析模块中的调用语言解析器生成
各调用语句，再根据不同的调用语句适配数据源模块，得到
确定的数据源信息，执行各调用语句得到需要的数据信息；
返回的数据信息封装为数据类模块中不同的 JavaBean，以
JavaBean数组形式返回持久化数据调用模块，或者将数据调
用结果的信息返回。总体结构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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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数据持久化层的总体结构 

数据存取模块是数据持久化层的核心，是对不同数据源
数据调用逻辑的具体实现部分；数据调用解析模块和数据源
适配模块是数据存取模块准确运行的基础，通过这 2 个模块
获得确定的目标数据源及其数据调用语句；持久化数据调用
模块是持久化数据层与应用逻辑层连接的纽带，信息只有透
过它才能进行传递，在保证数据安全的同时，减轻业务逻辑
数据调用复杂性；数据类模块，其产生是数据持久化层数据
调用的结果，该模块也是数据存取操作的对象；异常处理模
块是系统良好运行不可或缺的部分，它把数据在存取过程中
的异常转换成用户和开发人员可识别模式，并对异常进行有
效的处理。 

3 数据持久化层的实现 
数据持久化层的各数据源在 SessionEJB的配置文件中进

行映射，通过 J2EE 连接器获得连接，数据源调用以程序代
码形式实现；同时为减少平台运行时的系统资源占用率，在
保证系统运行效率基础上，采取数据调用期间实例化的策略，
实现平台的动态配置及管理。 
3.1 数据类模块 

数据类模块是一个标准的 JavaBean，在这个 Bean 中只
有持久化数据对象的属性及其 set/get方法，应用逻辑层通过
持久化数据调用模块进行查询后得到的结果以 Bean 数组形
式返回；同样，应用逻辑层数据更新操作也以 Bean数组作为
参数传递到数据持久化层；应用逻辑层通过 Bean中的 set/get
方法得到或设置具体的数据，Bean程序如下： 

public class Qm_Bean { 
 int id; 
 String name; 
 public int getId() { 
  return id;} 
 public void setId(int id) { 
  this.id = id;} 
 public String getName() { 
  return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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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ublic void setName(String name) { 
  this.name = name; }} 

3.2 数据存取模块 
数据存取模块是实现持久化数据调用的具体操作，并自

执行数据调用语言的解析和数据源定位。数据调用方法主要
分为 3 类，即查询、更新、创建，在这 3 种方法中，持久化
数据的查询操作的参数是 1个有 2个字符串属性的 JavaBean,
一个属性是查询操作的数据名称，一个属性是此名称所代表
数据特征描述；更新操作和创建操作的参数是持久化数据对
象的数据。 

一个数据存取模块实现如下所示： 
public class QmDOC 
{  
 String[] SQLstr = null; 
 String[] JNDIstr = null; 
 public QmBean[] QmBeanSelect(String[] select){   
…} 
 public int QmBeanUpdate(QmBean[] qmArray){ 
…} 
 public int QmBeanCreate(QmBean[] qmArray){ 
...} 
} 

3.3 数据调用解析模块 
数据调用解析模块是特定数据源的数据存取语句生成模

块，根据不同的数据调用动作，生成相应数据源的操作语句，
数据调用动作有 3 种，相应的数据调用动作生成语句也是 3
种，即创建动作语句生成方法、更新动作语句生成方法、查
找动作生成方法。创建、更新传递的参数是一个 Bean数组，
其动作生成语句较易于实现；难于实现的是查询动作语句生
成问题，在上面所述数据调用模块中将此查询操作的调用参
数定义为 1个拥有 2个字符串属性的 JavaBean数组，名称属
性确定相应数据源，特征属性是相应数据源数据的查询条件。 

一个数据调用解析模块的实现如下所示： 
public class ProduceSQL { 
 public static String[] produceUpdate(QmBean[] qmArray){ 
…} 
 public static String[] produceSelect(SelectStr[] select){ 
…} 
 public static String[] produceCreate(QmBean[] qmArray){ 
…}} 

3.4 数据源适配模块 
数据源适配模块因为只负责适配具体数据源的名称，不

负责连接操作，在数据调用过程中的创建与更新及查找动作
所使用的数据源相同，所以此模块只有一个数据源适配动作。
当然，为保证在拥有多个持久化数据对象时复用此方法，需
要将持久化数据对象名称作为参数进行传递。 
3.5 持久化数据调用模块 

持久化数据调用模块是一个 SessionBean，它是业务逻辑

层数据调用的规范化接口。通过在 SessionBean 中将不同的
数据存取模块实例化，再套接至相应标准接口即可实现持久
化数据的规范调用。 

一个数据存取模块在 SessionBean 中实例化后持久化数
据对象的实现如下所示： 

public class QmSessionBean  implements SessionBean { 
 public int QmCreate(QmBean[] qmArray){ 

QmDOC qmdoc = new QmDOC(); 
 return qmdoc.QmBeanCreate(qmArray);} 
 public QmBean[] QmSelect(SelectStr[] select){  

QmDOC qmdoc = new QmDOC(); 
 return qmdoc.QmBeanSelect(select);}  
 public int QmBeanUpdate(QmBean[] qmArray){ 

QmDOC qmdoc = new QmDOC(); 
 return qmdoc.QmBeanUpdate(qmArray);}  } 

3.6 异常处理模块 
异常处理模块是数据持久化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主

要通过扩展 SQLException 异常类实现特定数据库产品供应
商特有异常，并以开发人员和用户能够理解的形式表现出来，
以利于开发人员进行代码调试或使用户在系统运行期间准确
找出出错原因，增进与系统间的沟通。不同数据源异常类的
扩展方法基本相同，也没有什么技术难度，在此不再用具体
实现代码予以说明。 

4 结束语 
本文所述数据持久化技术充分利用了使用 J2EE 开发企

业应用系统过程的开发速度快、与平台无关及易于部署、移
植等优点，通过使用会话 Bean和适量的配置信息实现数据持
久化，达到数据调用与应用逻辑分离的目的，在减轻部署人
员工作难度及系统维护工作复杂性的同时，进一步增强了系
统可移植、可扩展、可重组性能。同时，通过规范化、标准
化业务逻辑层数据调用，使数据垂直传递，保证了数据调用
的线程安全。目前，数据持久化技术直接应用于“棉纺织综
合信息管理系统”项目的数据持久化中，整个系统处于测试、
试用阶段，在 1GB 内存、2x900MCPU 服务器和 100 兆位的
以太网环境下，系统可实现常用操作(与图形无关的操作)5s
内完成，峰值业务处理达 2 400 个线程，并支持并发访问用
户 550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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