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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UDDI扩展的Web服务 QoS模型 
孙素云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系，广州 510300) 

摘  要：在现有 UDDI规范中增设 QoS认证组件，提出一个Web服务 QoS评估模型。定义一组描述Web服务 QoS属性分类的 tModel，
在引入 QoS量化概念的基础上，结合 QoS认证中心主动监视和服务消费者 QoS反馈机制，对 UDDI中注册的 Web服务 QoS进行动态评
估和调整，保证了Web服务 QoS信息的公平性、可信性和实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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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oS Model of Web Service Based on Extending UDDI 
SUN Su-yun 

(Department of Computer, Guangdong Industry Technical College, Guangzhou 510300) 

【Abstract】This paper brings forward a QoS evaluation model of Web service by adding a QoS authority part on the existing UDDI criterion. It
defines a set of QoS categorization tModels, and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QoS quantification. It uses a monitor mechanism initiatively and a
feedback mechanism from service consumers for evaluating and adjusting QoS value of Web service dynamically in UDDI. The impartiality,
trustworthiness, and real-time characteristics of QoS information are ensured. 
【Key words】Web services; evaluation model; Quality of Service(QoS) 

1  概述 
随着 Web服务技术的快速发展，服务质量问题受到越来

越多的关注，对于关键的商业应用来说，如果缺乏一套有效
的 QoS管理机制，可能会严重影响服务的使用效率。在目前
的 Web服务发现机制中， UDDI数据模型和应用开发接口规
范没有涵盖任何类型的 Web服务 QoS属性，通常是由服务请
求者应用简单的关键字在 UDDI 中查找功能匹配的 Web 服
务，服务请求者无法指定其他如花费或可靠性等非功能性服
务质量需求，而且 UDDI 规范也没有考虑服务过滤和选择的
问题，导致用户从 UDDI 获得候选服务之后，无法根据 QoS
信息对服务做进一步的判断，因此，一旦服务提供者提供错
误或恶意的 Web服务，系统将无法对其进行判断和惩罚，无
法实现有效的服务调用。文献[1]研究了 2003年~2004年公共
Web服务的使用情况，其数量并没有明显增加，只有大约 34%
的服务可用，而且每周大约有 16%的已注册可用的 Web服务
已经失效。文献[2]指出 48%的 UDDI中的注册信息是无效的，
这就导致从 UDDI中查找到的服务信息实际可用性差。因此，
研究如何从数量众多、功能相同或相近、服务质量等非功能
特性各异的服务中，根据服务质量等应用需求动态地选择出
最能满足用户需求的服务，实现应用软件的“按需服务”机
制，已成为计算机领域中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文献[3]提出了一种扩展的UDDI模型，文献[4]对网格中
的基于QoS服务调度策略作了具体描述。本文以这些研究为
基础，参考QoS量化的方法[5]，通过对现有的UDDI规范进行
扩展，建立了一个Web服务QoS评估模型。 

2  Web服务 QoS评估因素 
在Web服务的服务质量研究中，不同的研究工作者提出

了不同的服务质量参数体系，这些服务质量参数体系的内容
大同小异，基本上涵盖了服务质量的不同方面，包括性能、

可靠性、可提供性、正确性、完整性、费用、安全等，有的
是定量的，有的是定性的。本文从服务质量参数的重要性程
度和易于度量的角度出发，对Web服务的服务质量参数进行
选择，建立了包括 5个服务质量参数[4]的参数体系： 

(1)性能：用来评测服务完成请求的速度，用响应时间作
为性能的度量指标。响应时间是指工作流或者服务响应一次
请求所需要的时间，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请求等待时间和请求
处理时间。 

(2)花费：用来衡量工作流或者服务一次执行所需要的 
费用。 

(3)可靠性：指服务或者工作流在一定条件下，在特定的
时间内执行所需要的功能的能力。可靠性可以用执行的成功
率来衡量，也就是服务或者工作流执行成功的次数与总的执
行次数的比率。 

(4)可提供性：与可靠性相关，是指服务或者工作流在一
定的条件下，在特定的时间内提供所需要的功能的能力。可
提供性可以用服务或者工作流提供运行的时间与总的时间的
比率来衡量。 

(5)声誉：用来描述一个服务的可信度的指标，它依赖于
用户对服务使用的体验。不同的用户对相同的服务可能有不
同的体验，会给予服务不同的声誉值。 

3  Web服务 QoS评估模型 
3.1  模型的体系结构 

目前 UDDI规范没有定义如何对Web服务的 QoS进行描
述，因此，它不支持基于 QoS 约束的 Web 服务发现；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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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DI 规范对其实现细节没有进行严格的规定，也没有提出
参考的实现规范。因此，本文在保证与 UDDI 规范兼容的前
提下，对 UDDI 的描述能力进行必要的扩展，使其能提供对
Web 服务 QoS 的描述，并进一步提供基于 QoS 约束的 Web
服务发现。基于上述原则，本文在现有的 UDDI 规范上新增
了一个 QoS认证中心的角色，通过进行 QoS量化、协商、反
馈和监视，实现基于 QoS 约束的 Web 服务发现，其结构如  
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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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 UDDI扩展的 Web服务 QoS评估模型 

在基于 UDDI 的 QoS 评估模型中有 4 种基本角色：Web
服务提供者，Web 服务消费者，UDDI服务注册中心以及 QoS
认证中心。因为 Web 服务在 UDDI 中注册为 1 个 tModel 对
象，所以在 UDDI 中为每个 tModel 关联 1 个 QoS 对象，利
用此对象存储服务的 QoS值。Web服务提供者在部署好服务
之后，向 UDDI服务注册中心发布携带 QoS信息的服务描述
信息；Web 服务消费者向 UDDI 服务注册中心提出服务发现
请求，发现请求中可以包含对目标服务 QoS 指标的需求；
UDDI 的 QoS 认证中心作为第三方权威机构负责主动监视并
管理所有在 UDDI中注册服务的 QoS信息，实现对 Web服务
的 QoS 进行动态评估和调整，从而保证 Web 服务 QoS 信息
的公平性、可信性和实时性。 
3.2  模型工作机制 

在基于 UDDI扩展的 Web服务 QoS评估模型中，在进行
服务发布的时候，服务提供者调用量化函数 Quantify()对 Web
服务的 QoS 进行量化，返回一组 QoS 分类信息，并将携带
QoS分类信息的 Web服务描述信息在 UDDI进行服务注册；
在发现服务的时候，服务消费者调用 Quantify()操作对用户的
QoS 需求进行量化，返回一组 QoS 分类信息，并携带 QoS
约束在 UDDI 中进行服务查找，然后调用 Negotiate()操作与
服务提供者进行 QoS协商，服务提供者根据系统的当前负载
来决定接受或拒绝服务请求；在服务消费者调用服务的时候，
服务消费者启动监视过程，对服务调用过程的QoS进行测量，
并调用 Feedback()操作向 UDDI 的 QoS 认证中心提供有关
QoS的反馈信息；在整个 Web服务运行期间，QoS认证中心
负责定时对所有已注册的 Web 服务进行主动监视，并根据
Web服务注册信息、客户反馈信息、主动监视信息和 Web服
务 QoS衰减因子，对 Web服务的 QoS进行动态评估和调整，
实现基于 QoS约束的 Web服务发现机制。 

4  关键技术的实现 
根据 Web服务 QoS评估模型的设计结构，评估模型主要

由服务提供者、服务消费者、UDDI 和 QoS认证中心组成，
下文对这 4个组件的主要实现方法进行介绍。 
4.1  服务提供者 

服务提供者采用现有的标准格式(WSDL)来描述所提供
的 Web服务，为了对服务的 QoS方面的信息进行描述，本文
对 WSDL进行扩展，增加一个<QoSMetric>元素保存 QoS信

息。因此，在 Web 服务发布之前，服务发布代理需要调用
QoS 认证中心提供的 Quantify()操作，对 Web服务的 QoS 通
告进行量化，返回一组 QoS分类信息，这些 QoS分类信息将
作为 Web 服务描述信息的一部分发布到 UDDI，从而允许服
务消费者根据QoS分类信息进行服务查找。在服务被调用前，
通过调用协商操作来确定是否接受或拒绝服务请求，确保
Web服务不会因为大量的并发访问而造成性能下降。 
4.2  服务消费者 

服务消费者为了根据用户需求选择并调用服务，可以通
过发出基于功能性和 QoS属性的服务请求来实现。首先，服
务代理调用 QoS 认证中心提供的 Quantify()操作对用户的
QoS需求进行量化，结果返回一组 QoS分类信息，然后将这
些 QoS分类信息作为查询条件的一部分提交给 UDDI进行服
务查找，并绑定满足需求约束的 Web服务。在 Web服务调用
的时候，服务代理对整个服务执行过程进行监控，对实际发
生的服务质量参数进行测量，服务调用结束后，服务代理一
方面将调用结果以适当的方式呈现给用户，另一方面调用
Feedback()操作向 QoS认证中心提供关于 QoS的反馈信息。 
4.3  UDDI 

为了保证新模型与当前 Web服务架构的兼容性，本文在
现有的 UDDI规范上新增了一个 QoS认证中心的角色，实现
Web服务QoS的评估和基于QoS约束的服务发布和查找的功
能。为了对 Web服务的 QoS属性进行描述，定义了一组表示
QoS分类属性的 tModel，如性能、花费和可靠性等；在 UDDI
规范中，分类属性是以 attriName/attriValue 形式表示的。
attriName 是一个字符串，是对分类信息的描述；attriValue
是一个整数，唯一标识了分类 tModel中的一个类别，因此，
本模型所定义的 QoS分类 tModel中，只能表示一组离散值，
需要在实际 Web 服务 QoS 属性值和分类 tModel 之间进行转
换，在具体实现过程中，引入“量化”概念来表示这种 QoS
属性值与分类 tModel之间的转换。 
4.4  QoS认证中心 

QoS 认证中心作为 Web 服务 QoS 管理的第三方权威机
构，主要有 QoS量化服务、QoS主动监视服务、消费者 QoS
反馈处理以及 QoS 计算服务功能，主要服务操作接口描述  
如下： 

(1)QoS量化 
为了衡量 Web服务提供的服务质量，引入 QoS量化函数

Quantify()量化服务 QoS，该函数返回介于[0, 1]之间的实数值
来定量地表达 QoS 强度，1 表示最优的服务质量，0 表示无
服务质量保证。在 QoS量化具体实现时，参考文献[5]的量化
方法，调用 Quantify(String xml, bool publish)；其中，xml是
以 XML 描述的服务质量通告或需求；publish 是量化类型，
true表示对 QoS通告进行量化，false表示对 QoS需求进行量
化，以 XML描述的 QoS分类信息返回 QoS量化结果。 

(2)主动监视 
由于很少有组织在发布服务信息后主动对服务信息进行

更新，因此必须提供服务的主动监测机制。在本模型中，由
UDDI中的 QoS认证中心主动对注册的所有Web服务发起监
测请求，监测所有服务的当前运行状态，以提高 UDDI 注册
中心服务信息的可用性。本文参考网格Web资源监视的机制，
由QoS认证中心定时向注册于其上的服务提供者发送监测请
求，并根据监视返回信息更新服务注册库，动态调整相应
Web服务的 QoS值，保证 UDDI上注册信息的实时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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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客户反馈 
客户反馈服务接收来自Web服务消费者的QoS反馈信息

并将其保存在 UDDI的 QoS认证中心的本地数据库中，在充
分信任客户的前提下，调用 Feedback()统计 QoS反馈信息，
并依此分析得到服务的 QoS，以便对其消费过的服务 QoS进
行评估和调整。 

(4)Web服务 QoS管理 
Web服务 QoS管理是由 QoS计算服务组件完成，在计算

服务 QoS的时候，根据预先设定的 Web服务 QoS计算算法，
周期性地对本地数据库中存放的 QoS测量值进行分析，进而
得出每个服务的 QoS值，并将结果更新到 UDDI的 QoS认证
中心，以保证 UDDI中Web服务 QoS信息的可信性和实时性。 

5  Web服务 QoS计算 
5.1  属性变换 

由于模型中定义的 5 个服务质量指标中，有些指标的值
越大，服务质量越低(负指标)，如性能、花费；有些指标的
值越大，服务质量越高(正指标)，如可靠性、可提供性、声
誉。因此，需要对这些指标值进行变换，在模型中，对于负
指标使用式(1)、正指标使用式(2)来进行具体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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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代表某项指标在 QoS认证中心的最大值； 代
表某项指标在 QoS 认证中心的最小值， 1 。通过上面
的变换，可以建立一个 Web服务的包含 5个服务指标的质量
参数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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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计算 
在得到服务质量参数向量后，就可计算每个 Web 服务

QoS分量值，计算公式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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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表示根据主动监视、消费者反馈和服务者发布提

供 3种方式分别计算 Web服务的 QoS分量值， ；
表示利用式(1)和式(2)变换后的 QoS属性值； 是 Web服

务中各项服务质量指标的权重，它满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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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式(3)分别计算得到 ，结合相应的 QoS衰减因子，

进行 Web 服务 QoS 的综合评估，Web 服务 QoS 计算公式可
表示为 

( ) jS s

1 2 3( ) ( ) ( )tQv S s S s E S s Pα β γ= × + × × + × × 　            (4) 
其中，Qv为Web服务QoS值； 为QoS认证中心作为第三
方权威机构对Web服务QoS主动监视统计分析值，因此，

1( )S s

α 是
评估服务QoS最大权重的影响因子； 为Web服务消费者
对该Web服务QoS反馈分析值，由于它是对Web服务QoS评估
最直接有效的评价因素，因此

2( )S s

β 也应是比较大权重的影响因
子； 为服务提供者对提供的Web服务QoS值，由于服务
提供者可能夸大他们提供的Web服务能力来获取更大利益，
因此

3( )S s

γ 占的权重应比较小。服务行为的最大特点随时间衰减，
因此，在评估Web服务QoS时，引入QoS衰减因子Et和Pt来反
映QoS的衰减情况，并对与时间相关的评估因素(如客户反馈
和服务注册提供的QoS值)进行   修正。 

6  结束语 
Web 服务 QoS 的评价为 Web 服务请求者正确选择服务

提供了依据，它通过对一个 Web服务过去的“表现”进行综
合，为预期的行为作出评价。与现有的研究工作相比，本文
在目前仅支持功能性注册与发现的 Web服务架构基础上，通
过对现有的 UDDI规范进行扩展，提出一种支持 QoS属性的
Web服务评估模型，增强了 UDDI服务的描述和发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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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束语 
通过对该通信网络的综合交换技术体制进行设计、仿真

和分析，可以看到改进的 ATM 和 MPLS 技术在该通信系统
中能够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系统新旧设备的兼容以及
对于新技术的融合，提高了系统的整体性能，对业务的支撑
能力能够满足该系统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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