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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最少改变编码的前提下 ,将现有运行良好的应用系统移植到门户中是门户集成所

面临的首要问题 . 针对门户构建中基于 Struts框架的 Web应用集成 ,分析了 Struts框架和

Po rtlet运行机制及二者的关联性 ,提出了一个 Struts应用的 Po r tlet化模型 ,并实现该模型 .

实例证明遵循 Struts标准的应用均可以利用该模型实现为 Po r tle t,作为组件集成到门户中 ,

从而有效地提高了现有系统的可重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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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门户 ( portal)旨在把各种应用系统、数据资

源和互联网资源集成起来 ,并根据用户的使用特

点和角色 ,形成个性化的应用界面 ,它目前已经成

为应用集成的有效解决方案之一
[1 ]
. Po rtlet作为

门户的核心部件 ,是一个多层次的、面向用户的应

用程序
[2 ]
,同时也是一种应用集成技术

[3 ]
. 由于

能够很好地满足门户中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

Por tlet受到了开发者和应用者的青睐 .

但在通过门户集成应用系统的过程中 ,如何

最大限度地利用好已有资源 ,在改变最少编码的

前提下将现有系统移植入门户中 ,仍是一个亟待

解决的问题 . 目前 , Por tlet已成为门户集成的解

决方案 ,且已被很多知名的软件供应商实施
[4 ]
.

一些学者也从门户个性化定制、 Po rt let的可重用

性以及 Port let在门户中的协同工作等方面进行

了相关研究 [5～ 8 ] . Dí a z等 [2 ]对将 Web应用 Port let

化进行了探讨 ,认为可以通过一个桥 Po rtlet来实

现 ,但具体如何实现仍在探索之中 . 因为到目前

为止 ,尽管业界公布的 WSRP标准和 JSR168标

准为 Po rt let提供了统一标准 ,并允许将 Web应用

系统引入到门户领域中来 ,但是 ,这两个规范并没

有明确指出一个 Por tlet应该怎样被实现 ,甚至一

个已经存在的 Web应用系统 ,应该怎样被部署成

为一个 Por tlet.

　　

　　针对目前各组织单位拥有许多运行良好的

Struts应用系统的现状 , 本文提出一种使用

Por tlet技术将现有 Struts应用 Port let化的模型 ,

即将一个基于 Struts框架的应用实现为一个

Por tlet ,并进行实际应用 ,以验证所提模型的有效

性 .

1　 Struts框架与 Portlet的关联性

Struts框架是 MVC设计模式的一种具体实

现方式
[9 ]
,而 Por tlet技术是基于 MVC设计模式

的 [10 ] ,二者的运行机制分别如图 1、 2所示 .

图 1　 Struts框架工作原理
Fig . 1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 o f St ruts

fr amewo rk

　　 在 Struts框架中 , 模型组件通常采用

JavaBean来实现 ,用来描述应用程序中的数据和

操作该数据的方法 ,与用户界面无关 ;控制器组件

　　



图 2　 Port let运行机制
Fig. 2　 The oper ationa l mechanism of Po rtlet

是整个框架的核心部件 ,是通过专门的 Serv let来

实现的 ,它用来处理属于 Struts处理范围的用户

请求 ,将用户操作翻译为对模型组件的操作 ;视图

部分可以采用 JSP实现 , St ruts自定义标记库也

可以实现模型组件与视图组件的有效交互并能够

增强显示功能 . 所有这些处理流程 ,都在 Web服

务器里执行 ,基于 Struts框架的 Web应用被认为

是自我满足的应用 , W eb服务器被直接作为

Serv let (控制器 )容器 [9 ] .

广义上来说 , Po rtlet也是一种 Web应用程

序 ,其运行环境也是建立在 Web服务器基础之上

的 , Po rt let MV C模式的体现如图 2所示 . 但与

Struts框架不同的是 ,W eb服务器不能被直接作

为 Po rtlet容器 , Po rt let必须另外配置容器才能运

行 . Po rtlet只有在被部署到 Port let容器当中 ,与

其他 Po rt lets一起调用才能显示其功能
[ 11]
.

Port let容器的功能是 ,用来管理 Por tlet的生

命周期并且提供其运行所需的必要环境 , 为

Por tlet的参数选择提供持久性存取服务 . 与

Serv let容器不同的是 , Po rtlet容器不是作为一个

独立运行的容器来实现的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 ,它是在 Serv let容器之上的一层 ,它重用了

Serv let容器提供的许多功能 ,例如 , HT TP请求

的处理、Web应用程序上下文处理、类加载器、

session管理、安全等 [12 ] ,这就为 Struts框架和

Por tlet技术相结合提供了基础 .

综上分析 , Struts框架和 Po rt let是 MVC设

计模式的两种不同实现 . 由于运行环境不同 ,二

者之间在实现原理上存在一些差异 ,例如在视图

层接收响应时 , Por tlet不同于 Struts框架 ,它要求

控制层返回的是 f ragment标记 ,视图层通过这些

标记来显示相应的 JSP页面 . 但是 ,相同的设计

模式决定了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性 ,这也

是 Struts应用能够实现为 Po rt let的一个重要前

提 .

2　一种 Struts应用的 Portlet化模型

基于 Struts框架和 Po rt let的关联性分析可

以得知 ,虽然二者都是基于 MVC设计模式的

Web应用 ,但是二者控制层的实现方式是不同

的 . 基于 Struts框架的纯粹的 Serv let很难仅仅支

持或者理解一个单独的请求事件 . 而对于一个

Por tlet来说 , 请求的处理必须在两个各自的

action或者 render事件中处理 . 更进一步来说 ,在

action请求事件期间 Port let不允许 Serv let访问 .

这也正是 Struts应用 Po rtlet化的难点所在 .

针对这一问题 ,本文的解决方案是 ,根据面向

对象的原则 ,将原有 Struts应用的控制层封装成

为能够被 Po rt let容器所直接调用的接口 ,这样通

过这一接口 ,就可以将 Struts应用实现为 Po rt let.

而且由于该接口本身是按照 Por tlet的标准来实

现的 ,也就消除了 Struts框架和 Po rt let标准的不

兼容性 . 基于这种思想 ,本文提出的门户集成

Struts应用的 Po rtlet化模型如图 3所示 .

图 3　 Struts应用的 Por tlet化模型

Fig . 3　 The model o f turning a Struts application

into a Po r tlet

　　本模型的核心部件是一个 Java接口 ,它允许

一个 action请求事件映射到下层的 Serv let处理

器的执行上 (例如 ,一个 Struts Action) ,从而为

Por tlet访问 Struts应用中的 ServletContex t提供

了一个途径 . 这样就能够为一个指定的 Port let

容器连接指定的 Struts应用 .

除了一个封装好的 Java接口以外 , 基于

Struts框架的应用要能作为一个可以集成到

po rtal中的 Por tlet来运行 ,还必须根据 po rtal的

特性采用 XM L语言来部署其相应的显示标记 .

另外 ,由于 Por tlet U RL具有特定的格式 ,为使

Struts应用程序的 JSP适应门户服务器所期待的

创建 Port let URL的方式 ,需要将 Struts标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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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 tlet标记结合使用 .

这样 ,将 Java接口、XML配置文件以及标记

库三者结合起来 ,就可以将一个基于 Struts框架

的应用 Po rtlet化 ,并最终作为 Por tlet在 po rtal中

运行 .

3　 Struts应用的 Portlet化模型实现

通过 Struts应用的 Por tlet化模型 ,可以将任

意一个遵循 Struts 1. 1标准的应用实现为一个

Por tlet ,具体实现框图如图 4所示 . 在原有 Struts

框架的基础上 ,本文用 Serv letContex tProvider

API来封装 Struts框架中控制层的操作 . 并且添

加了 B、 C两个配置文件 ,它们分别是 Por tlet部署

描述符和 Struts-Po rtlet部署描述符: po rt let. xml

用于部署 Port let自身的相应信息 ,是每个 Port let

必须配置的 ; s t ruts- po rtlet-config . xml为 Port let

url进行配置 ,对 Struts标记产生的默认值进行修

改 .

图 4　 Struts应用的 Por tlet化模型实现框图

Fig . 4　 The im plementation o f the Po rtlet model

turning a St ruts application

　　根据图 4中的实现方式 ,本文将一个基于

Struts 1. 1的应用所构建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进

行了 Po rt let化 ,具体实现步骤如下:

① 编写 Serv letContex tProv ider API并通过

修改 Struts应用的 st ruts-config. xml文件来定制

该接口中的 Request Processo r,将〈control ler〉元

素 中 的 processorClass 指 向 ServletContex t

Provider. Po rtlet Request Pro cessor. 这样当 web.

xml定义了一个请求确定了应该向何处转发后 ,

就由 Serv letContex t Provider API替代了原有的

Struts控制器来记录所有请求与动作的映射关系

了 .

② 创建 st ruts-po rtlet-config . xml文件 . 此

文件定义了 po rt let-url-type元素中 3种不同的子

元素 ,即 action、 render和 resource,此文件能够指

定它们的路径属性和哪种特定 urls的前缀相匹

配 .

③ port let. xm l文件是 Po rt let的部署描述文

件 ,此文件包括该 por tlet applica tion中一个或多

个 Por tlet的定义 ,主要记录了 Por tlet自身的一些

信息 ,例如程序作为 Po rt let的入口以及 Por tlet的

显示名称、描述、模式和所使用到的 po rt let class

等 .

这样 ,一个基于 Struts框架的客户关系管理

系统就可以作为一个 Po rt let在任意一个遵循

JSR168的门户中运行了 . 其实现效果如图 5所

示 ,其中图 ( a)为 Port let化之前的 Struts应用 ,图

( b)是 Port let化之后运行在 po rtal中的效果 .

( a) ( b)

图 5　基于 Struts框架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Fig. 5　 CRM system based on the Struts framew o 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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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语

随着企业信息化的日益发展 ,企业应用集成

已经越来越重要 ,而在这个过程中企业所面临的

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如何能够提高原有系统的重用

性 . 本文提出的 Struts应用的 Por tlet化模型正是

为了满足这样一种需求 ,本模型通过 Java语言和

XML语言结合使用 ,为将已经存在的基于 Struts

框架的应用集成到门户中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 ,

从而提高了现有系统的可重用性 . 此模型已经在

实际应用中进行了验证 ,结果表明任意一个遵循

Struts 1. 1的应用均能够通过此模型实现为一个

可以集成到门户中的 Port 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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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odel of turning a Struts application

into a Portlet during portal integration

ZHAO　Narisa
* ,　GUO　Yu -peng ,　JIA　Yun -lei

( School of Manage . , Dal ian Univ . of Technol . , Dalian 116024, China )

Abstract: The primary issue o f por tal integ ra tion is mig rating an existing application to the po rtal on

the condi tion of modifying the source code as less as po ssible. Focusing on the issue tha t how to

integ rate a Web application ba sed on Struts f ramewo rk into the portal,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the Struts f ramew ork and Po rt le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 een them are analy zed. Then a model,

w hich can tur n an existing St ruts applica tion into a Port let , i s propo sed and implemented. It i s proved

that an application based on Struts standards can be turned into a Por tlet wi th the model , and the

Por tlet can be integ rated into the portal as a component , thus reusing abili ty o f the existing sy stems is

improved ef fectiv ely.

Key words: po rtal integ ration; Port let; St ruts; MV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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