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 11月
November 2006

      
                                 

 —91—

      

计  算  机  工  程
Computer Engineering

第 32   第 22期
Vol

卷

.32    No.22 

           ·软件技术与数据库· 文章编号：1000—3428(2006)22—0091—03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TP311

Java平台下基于移动 Agent的信息服务系统 
温惠容，王志良，牟世堂 

(北京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运用由纯 Java语言开发的 Aglet平台，进行基于移动 Agent的信息服务系统的研究，分析了信息服务系统中移动 Agent主体结构
的实现。该系统实现了移动 Agent和 Java结合，充分发挥了移动 Agent智能决策、动态控制等特点在信息服务系统中的应用优势。实验表
明，该文提出的信息服务系统是实用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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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Service System Based on Java Mobile Agent 
WEN Huirong, WANG Zhiliang, MOU Shitang 

(School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Abstract】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formation service system based on mobile Agent using the Aglet workbench which is designed in Java. And it
analyses how to implement the principal structure of the mobile Agent in this information service system. This system carries out the combination of
the mobile Agent and Java. And in the information service system, it sufficiently plays the application advantages of its features such as intelligence
strategy, dynamic control and else. The experimental result shows that the information service system proposed in this paper is practical and
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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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移动 Agent技术 

Agent的研究起源于人工智能领域。Agent是指模拟人类
行为和关系、具有一定智能并能够自主运行和提供相应服务
的程序。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可以让 Agent 在网络中移动
并执行，完成某些功能，这就是移动 Agent的思想。 

20世纪 90年代初，General Magic公司在推出其商业系
统 Telescript时第一次提出了移动 Agent的概念，即一个能在
异构网络环境中自主地从一台主机迁移到另一台主机，并可
与其它 Agent 或资源交互的软件实体。由于移动 Agent 可以
在异构的软、硬件网络环境中自由移动，因此这种新的计算
模式能有效地降低分布式计算中的网络负载、提高通信效率、
动态适应变化了的网络环境，并具有很好的安全性和容错  
能力。 

由于移动 Agent 技术的优越性，因此它被广泛应用于电
子商务、分布式信息检索、信息发布、个人助手、安全中介、
电信网络业务等各个领域。目前移动 Agent 已经进入实用的
开发阶段，并出现了一些移动 Agent 系统的开发平台或执行
环境，比如 General Magic公司的 Odyssey、IBM公司的 Aglet、
Recursion公司的 Voyager等。 

Java 是一种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是移动 Agent 完美的
表达语言。Java 的平台独立性、安全机制的改进、动态类库
装载、多线程编辑、对象连续性和信息反馈等特点，都非常
符合移动 Agent 的要求，可以很好地完成移动 Agent 的设计
目的。 
1.2 基于移动 Agent的信息服务 

现在提供信息服务的手段匮乏，而且传统的信息服务方
式虽然可以在网络中搜索到非常多的信息，但是很多时候信

息是杂乱无章的，查询者仍然只能毫无头绪地在大量的信息
中碰运气。而基于智能移动 Agent技术的Web信息服务系统，
由 Agent用户、Agent宿主系统、Web服务系统、Agent转接
系统 4 部分组成。Agent Host和移动 Agent 取代了以往的服
务器和客户端。Agent 用户需要搜寻信息时，用户系统自动
创建搜寻移动 Agent，Agent根据用户需求转移到相应的宿主
系统，并通过 Agent 主机访问 Web服务器资源。通常宿主系
统和资源服务系统在同一台服务器中，Agent 对资源的访问
只是同一系统中进程之间的通信，无须经过网络的传送。由
于 Agent 主机是资源服务器上的移动 Agent支撑环境，不影
响原有的资源服务，因此系统仍然能够提供系统的Web服务，
保持了与传统 Web系统的兼容。Agent Dock服务器是为了适
应低可靠性和解决拥塞而设置的 Agent 转接系统，能够向
Agent 提供驻留服务。通过对移动 Agent 的编辑设定，可以
在取得信息的时候进行智能化的处理，从而使信息符合用户
的要求。 

2 系统研究 
本文中的信息服务系统是以旅游信息服务作为研究背

景，移动 Agent是系统的信息交互主体。 
2.1 系统结构 

系统基本框架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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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信息服务系统结构  

其中： 
(1)交互 Agent：接收游客的要求后，通过基本处理后把信息传

送给本地信息查询 Agent。 
(2)本地信息查询 Agent：对任务进行分析后，到本地数据库中

进行搜索，如果得到所要求的查询结果，则返回所要求的信息给交
互 Agent，显示给游客，如果没有符合要求的信息，则返回失败信
息给交互 Agent，提示与中介 Agent的联系。 

(3)本地数据库：保存本地(本地地理、服务等信息分类)的信息，
并通过中介 Agent与数据库服务器保持信息一致以及实时更新。 

(4)中介 Agent：它在系统中主要完成传递查询信息和查询结果，
中介 Agent 得到查询要求后，在系统中迁移，并与各个交互 Agent
通信，得到查询结果后返回到中介 Agent，用中介 Agent 返回信息给
信息请求源。中介 Agent 还需要建立数据库服务器与各个本地数据
库的联系，来保持数据信息的一致和实时更新。 
2.2 Aglet系统 

系统移动 Agent实现是采用 IBM公司的 Aglet。Aglet是
由 IBM 公司采用纯 Java 语言开发的移动 Agent 技术，并提
供运作平台——Aglet Workbench，在平台下可以开发和测试
移动 Agent系统。Aglet是一个功能比较全面的系统，它提供
了一个简单的移动 Agent 编程模式，为移动 Agent 提供了动
态和有效的通信方法，而且具有一套详细又容易操作的安全
机制，Aglet是以线程的形式产生于一台计算机上，可以按照
设定，随时暂停正在执行的工作，并把整个 Aglet 迁移到另
一台计算机上，执行完任务之后，又返回原计算机，因为是
线程，所以不会消耗过多的系统资源。Aglet的系统框架如图
2所示。 

 
 
 
 
 
 
 
 
 
 
 
 
 
 
 
 

 
 

图 2 Aglet系统示意图 

在Aglet中设计移动Agent系统，设计模式主要有 3大类，
每一类中又包括一些子类[2]： 

(1)巡游模式(Traveling Patterns)：包括 Itinerary，Forwarding 和

Ticket这 3种； 其它 Agent系统
(2)任务模式(Task Patterns)：包括 Master-Slave和 Plan两种； 交互 Agent交互 Agent 游客 

(3)交互模式 (Interaction Patterns)：包括 Meeting、Locker、
Messenger、Finder和 Organized Group共 5种。 

在设计中，不同的移动 Agent交互采用不同的模式编程，
在设计分析中再作详细描述。 

Aglet的传输协议使采用由IBM提出的ATP框架结构(ATP 
framework)[3]，它定义了一组原语性的接口和基础消息集，可
以看作是一个Agent传输协议的最小实现，基本操作如图 3所
示。 

 
 
 
 
 
 
 
 
 
 

图 3 Agent的基本操作示意图 

2.3 系统分析 
2.3.1 本地信息处理 

在本地信息处理过程的设计中，采用交互模式。本地的
驻留 Agent 通过 Meeting 模式在本地主机进行信息交互。这
里运用 Aglet 系统中的消息类(The Message Class)实现交互
Agent、本地信息查询 Agent和本地数据库的信息联系。首先，
获得查询要求后，要向 Aglet代理服务器发出信息： 

public Object AgletProxy.sendMessage(Message message) 
Aglet与 Aglet之间不是直接交流的，它的方法是通过代

理服务器(Proxy)完成交互的，代理服务器就像一道防火墙，
避免对 Aglet的直接访问，同时使 Aglet的位置信息透明化，
这样就保证了 Aglet之间的安全通信。 

通过交互 Aglet 对查询关键词的处理后，把信息发送给
本地信息查询 Agent 进行查询工作，下面给出基本的信息传
递程序部分： 

public class MessageSend extends Aglet { 

  public void run() { 

    try { 

      AgletProxy proxy = getAgletContext().createAglet ( 

                        getCodeBase(), 

                        ”MessageReceive”, null); 

      try { 

        proxy.sendMessage ( new Message ( “message” )); 

      }catch ( Exception e ){ 

        // Receive failed to handle the message. 

      } }catch (Exception e ){ 

        // Failed to create the receive. 

    }  }  } 
2.3.2 异地信息处理 

当本地的数据库不能满足查询要求时，本地信息查询
Agent就返回失败提示给交互 Agent，这时交互 Agent创建一
个中介 Agent，中介 Agent 采用巡游模式来完成信息查询。
这时就涉及到对 Agent 的控制问题。要在异地主机中获取信
息的中介 Agent 可以有两种方式运作。一种是只产生一个中
介 Agent，该 Agent在各个主机中迁移，对每个异地交互 Agent
发出信息请求，在得到正确的信息后返回本地主机，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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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给本地交互 Agent 显示给用户。另一种方式是对每一个
异地主机产生一个中介 Agent，没有获得正确信息的子 Agent
在异地主机中自动消亡，获得正确信息的 Agent 则对本地交
互 Agent 返回结果，由交互 Agent 输出给用户。下面给出中
介 Agent迁移到异地主机中完成信息请求的基本程序结构： 

public class MobilityExample extends Aglet{ 
  public void onCreation ( Object o ) { 
    addMobilityListener ( 
      new MobilityAdapter() { 
        public void onArrival ( MobilityEvent e ) { 
          doTask(); 
        } } ); 
  } 
  void doTask() { 
    … // define the task. 
  }  } 

2.3.3 数据库信息处理 
各个主机的数据库只包含本地的部分信息(比如地理区

域信息等)，而数据库服务器则包含该信息服务系统所需要提
供的全部信息，在信息变更时，首先变更数据库服务器的信
息，由数据库服务器产生升级 Agent，对相应的本地数据库
进行数据库更新。下面给出升级 Agent的基本程序结构： 

public class UpdateFile extends Aglet{ 
  URL destination = null; 
  File dir = null; 
  String from = null; 
  String to = null; 
  public void onCreation(Object args){ 
    destination = (URL)((Objecct[])args)[0]; 
    dir = (File)((Object[])args)[1]; 
    from = (String)((Object[])args)[2]; 
    to = (String)((Object[])args)[3]; 
    addMobilityListener( 
      new MobilityAdapter(){ 
        public void onArrival(MobilityEvent e){ 
          replace(args.file,args.from,args.to); 
          dispose(); 
        } } ); 
    try{ 
      dispatch(args.destination); 

    }catch(Exception e){ 
      system.out.println("Failed to dispatch."); 
    }  } 
  void replace(File file,String from,String to){ 
    …//define the file used to update 
  } } 

2.3.4信息系统前台交互 
移动Agent作为此信息服务系统的主体部分，承担信息服

务最主要的任务，需要完成信息传递、查询、处理分析和更
新等工作，而信息服务系统不能只有后台运作的Agent程序，
还需要有前台与用户交互的界面。本文中的系统采用Apache
的Tomcat服务器和SOAP服务器构建Web服务器，架构B/S结
构的前台Web信息交互[4]，并以Java作为开发主体语言，这样
就使整个信息服务系统的前台界面与后台移动Agent运作可
以比较容易地结合在一起。 

3 结论 
本文研究的信息服务系统运用 Java 开发的 Aglet 架构移

动 Agent信息交互网络，充分发挥了 Java语言的优越性，而
且整个系统运用专门为移动 Agent 开发的 Aglet 语言系统来
实现，在信息服务系统设计中是一个很大的创新。现阶段已
经实现系统信息跨平台迁移交互和信息数据库功能等关键部
分程序，已经通过 Aglet实验平台 Tahiti的测试。接下来的工
作主要是对系统的安全性能和数据库维护等部分的继续改进
和研究，以及信息智能分析的研究，促使系统运行更安全，
更符合用户个性化的需求，达到易于操作，实用性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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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short log_nshort[32]; 
 nint log_nint[32];  }LOG; 
将每一条日志的字段，填入 LOG结构体中，这样就可以

做到对不同日志的统一管理。 

3 结束语 
根据目前的网络环境现状，提出了一个跨平台综合性的

日志审计系统的设计，使得网管人员从纷繁芜杂的日志中找
寻网络安全隐患成为可能。不过，目前的设计方案中还没有
完全考虑到与审计相关的数据挖掘，因此系统还需要进一步
完善。但可以预见的是，在今后的网络环境中，使用日志审
计系统来减轻网管人员的工作是十分必要而有效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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