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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日新月异的网络新技术层出不穷, 它们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时, 也必将会深刻地影响教育。本文

重点介绍了最新出现的网络应用新技术: 1. WA P (移动互联) 技术; 2. B luetoo th (蓝牙) 技术; 3. J in i(无缝连

接) 技术; 4. A gen ts (智能代理) 技术 5. XM L (可扩展标记语言)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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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 IC) 的最新调

查统计, 中国上网人数已由 1999 年底的 890 万增

至 2000 年底的 2250 万, 联网计算机则由 350 万台

增加到 892 万台。与此同时, 网上应用技术的创新

也层出不穷, 令人目不暇接, 其中给人印象最深刻

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W A P (移动互联)技术

1. W A P 技术的由来与发展

90 年代以来, 有两种技术的应用直接影响着

亿万人的生活方式, 这就是 In ternet 和移动电话。

In ternet 使人们能上网浏览, 能发 E2m ail, 能快速、

方便地从 In ternet 这个最大的资源库中获取和利

用各种资源。但是 In ternet 通常需要与固定的有线

网络相连接, 这个限制就使人们无法满足在移动中

获取信息的需求。移动电话由于采用无线通信, 所

以能有效地打破上述限制。能否把上述两种技术结

合起来, 互相取长补短, 做到在移动中随时随地访

问 In ternet, 使因特网无时不在、无所不在呢?

为了探索实现这两种技术结合 (即实现“移动

互联”)的可能性, 早在 1997 年 6 月, 诺基亚和摩托

罗拉等公司就发起成立了一个称之为“W A P 论

坛”的 组 织。W A P 是 W ireless A pp lica t ion

P ro toco l (无线应用协议) 的简称。“W A P 论坛”组

织的目标是要为无线移动通信中访问 In ternet 制

定统一的应用协议即使用标准。1997 年 9 月该组

织提出了W A P 标准的框架, 次年 5 月W A P1. 0

版正式公布, 接着W A P1. 1 版也于 1999 年 6 月推

出, 到 2000 年 7 月已有了W A P 的 1. 3 版本。由于

“W A P 论坛”组织目前已有 600 多个公司加入, 其

成员包括全球最大的电信服务商、电信设备制造商

和软件供应商, 它们占有 95% 以上的手机市场和 2

亿以上的手机用户, 所以W A P 目前已成为事实上

的工业标准。

W A P 是一种通信协议, 其核心是为无线通信

终端 (例如手机) 访问 In ternet 定义一套软硬件接

口, 从而使人们可以像使用 PC 机一样使用手机来

发电子邮件和浏览 In ternet 的信息。当然, 为了实

现这个目标, 光有通信协议还是不够的, 还要有能

支持这个协议的一套相关技术, 例如可嵌入到无线

通信终端运行的操作系统、浏览器以及专门用于标

记无线通信中各种文字符号或图像数据的标记语

言等, 这套相关技术就称之为基于W A P 的技术,

简称W A P 技术。经过近几年国内外 IT 领域众多

专业人员的努力, 上述技术问题已逐一得到解决。

目前较流行的嵌入式操作系统有W indow sCE、

PalmO S 和 JavaO S (值得高兴的是, 最近我国也自

主开发了一个嵌入式操作系统——桑夏 2000) , 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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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在手机中使用的微型浏览器则和 PC 机上使用

的航海家 (N aviga to r) 或探索者 ( IE ) 类似, 只是在

功能上比较简炼, 无线标记语言则有WM L , 可用

于标记和描述移动终端所收发的 In ternet 信息和

用户界面。在此基础上诺基亚公司于 1999 年 2 月,

率先推出了基于W A P 的 7110 手机, 这种手机配

有较大的显示屏和滚动式鼠标, 使得文本输入及其

他操作都很简便。利用内置的微型浏览器, 诺基亚

7110 手机可以从网上的诺基亚W A P 站点随时获

取各种新闻和 24 小时的实时金融信息服务。

从此以后, 专门为移动通信服务的W A P 门户

站点像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 到目前为止, 在全球

范围内这类站点已增加到好几万个。与此同时, 不

同厂家、不同型号、不同款式的W A P 手机也与日

俱增, 几乎所有较著名的移动通信设备制造商现在

都有自己的W A P 手机产品。

2000 年 4 月, 我国电信部门与有关公司合作

也推出了第一个全中文的W A P 门户站点:“灵通

网”(w ap. link tone. com. cn)。目前在北京、天津、上

海、杭州、广州和深圳等主要城市的电信部门已经

开通用W A P 手机接入“灵通网”的服务, 其内容包

括: 灵通搜索、时事焦点、及时财经、无线商城、本地

指南、掌上乐趣、百宝锦囊以及颇有特色的灵通俱

乐部等。到 2000 年底, 这类能让W A P 手机上网的

中文站点已增加到 100 多个。

2. W A P 技术的重大意义——将因特网的应

用推进到一个全新阶段

W A P 技术除了能实现“移动因特网”, 使“因

特网随身带”以外, 还具有这样一个重大意义——

使因特网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即由“以W eb 为基

础”的应用进入到“W eb 与非W eb 并重”的应用阶

段。

众所周知, 因特网络之所以有今日之辉煌, 主

要 是 因 为 有 CM C ( Com pu ter M edia ted

Comm un ica t ion,“以计算机为媒介的通信”) 和

WWW (W o rld W ide W eb, 其含义为“全球范围信

息查询、检索网络”, 简称W eb) 这两大技术的支

持, 而W eb 技术则包含以下四个组成要素:

·H T T P (超文本传输协议) ;

·H TM L (超文本标记语言) ;

·U RL (统一资源定位, 即规定全球范围内统

一的资源站点访问地址) ;

·浏览器 (目前最流行的浏览器是网景公司的

N aviga to r 和微软公司的 IE)。

正是由于上述技术要素所组成的W eb, 才使

因特网进入千家万户, 才使因特网成为全球最大的

资源库、信息库, 才使因特网把全世界紧紧联系在

一起。迄今为止, 因特网的主要应用除了收发

Em ail 以外几乎都是基于W eb 的应用 (E2m ail 不

一定要通过W eb) , 正是因为如此, 使得许多人误

以为, 因特网就是W eb,W eb 就是因特网。这种认

识在因特网应用的第一阶段即“以W eb 为基础”的

阶段, 如果还情有可原的话, 那么, 到了今天, 由于

W A P 技术的发展, 使因特网的应用开始跨入

“W eb 与非W eb 并重”的新阶段以后, 这种认识就

必须改变了。

目前由于手机屏幕小、下载的速度慢和W A P

站点内容还不丰富等原因, 使得通过无线互联而实

现的非W eb 应用还不是很多, 但是其发展速度将

会是很快的, 这是因为:

(1) 尽管W eb 的资源、内容浩如烟海, 极为丰

富, 但是由于它包含字体、图像和各种信息的页面

相对静止,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因特网巨大潜

能的发挥 (例如使因特网的应用受到时、空的限

制)。

(2)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 用户对信息往往有

特定的需求, 这种信息需求的特征是: 即时性、简洁

性, 而不是追求量大面广, 因而不宜通过W eb, 而

应通过非W eb 方式来解决。例如在欧洲, 一些移动

电话运营商已开始提供这样的服务——你只需用

手机拨个号码就可实现由银行转帐而从超市里取

走所需的物品; 纽约一家移动通信服务商已开始把

大宾馆周边的信息 (如公园、游乐场、书店、剧院

⋯⋯)主动推送到宾馆顾客的手持设备上。

(3) Peer2to2Peer 的应用 (也称“人对人的传

送”, 简称 P2P, 是人与人之间直接进行无线交互的

一种应用方式) , 这种交互可以完全绕开W eb 服务

器, 直接连到对方的 PC 机上, 与对方进行交流或

征得对方允许后选择对方的有关文件在网上下载;

美国盐湖城的N ex tpage 公司已开发出基于 P2P

技术的协同工作软件以有效提升企业内部员工之

间相互帮助和相互支持的能力。不难想象,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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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P 方式对于远程教育的个别辅导与协作学习也

有其重要意义。

( 4)M ach ine2to2M ach ine 的应用 (也称“机对

机传送”简称M 2M , 是计算机系统之间直接进行

无线传送的一种应用方式) , 这种传送也无需通过

W eb 服务器。显然,M 2M 对于电子商务中需要在

后台进行自动交易处理的业务特别有利, 而这类业

务在电子商务中拥有最大的客户群; 除此以外,

M 2M 对于企业的库存管理和设备的自动维护这

类功能和基于W eb 的应用相比, 也有其很独特的

优越性——当企业的库存量低于某一数值或某一

设备出现故障时, 该企业的计算机系统就会自动向

供应商或维修单位的计算机系统直接发出送货或

维修通知, 这种M 2M 的服务方式显而易见要比基

于W eb 的应用简单、快捷得多。在某些情况下甚至

可以通过M 2M 直接进行远程检测与维修 (有一则

电视广告已经在介绍这类应用: 蔚蓝的天空下, 两

个姑娘驾驶快艇在海上兴高采烈地冲浪。突然发动

机熄火, 姑娘大喊“救命”, 茫茫大海没有人影, 情急

中姑娘打开手机, 接通远程维修公司, 按照对方的

指示故障很快排除, 快艇继续飞驰) , 其意义与价值

就更不可估量了。

以上所述, 只是目前基于非W eb 应用的很小

一部分, 但仅就这冰山一角, 已可窥见非W eb 应用

在社会生活、远程教育以及电子商务中非常诱人的

广阔前景, 根据 eT Fo recasts 的研究预测, 到 2002

年, 全球无线互联的用户数将会从 2000 年的 4000

万激增至 2. 25 亿。我们完全可以相信, 随着W A P

技术的发展, 一个网络应用的全新阶段, 即“W eb

与非W eb 并重”的应用阶段正在到来。

3. W A P 技术的未来

在 2000 年 11 月的 COM D EX 博览会上有两

位 IT 业巨头的演说谈到了“移动互联”技术, 给人

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是戴尔公司董事长兼首

席执行官迈克尔·戴尔 (M ichael D ell) , 他用一句

精辟的语言从理论上概括了移动互联技术的未来

发展:“固定计算会越来越快地向移动计算转移, 无

线就是未来。”并声称在该公司今后的所有笔记本

电脑中都将内置无线功能 (即无线通信与无线上网

功能)。另一位是爱立信公司的总裁科特·赫尔斯

特隆 (Ku rt H ellst rom ) , 按其职业特点, 他用一串

生动的数据从实践上论证了移动互联技术的不可

阻挡趋势:“目前全球手机用户每天增加 70 万, 到

2000 年底手机用户将达到 6. 5 亿;W A P 手机用户

也在高速增长—— 2000 年 7 月还只有 300 万用

户, 到年底即激增至 2600 万; 2001 年底, 移动电话

用户数将超过固定电话用户; 2003 年底, 用移动设

备上网 (使用移动互联技术) 的人数将超过用固定

设备上网的人数。”

与国外的W A P 技术热潮相比, 我国在这方面

似乎有点反常——到 2000 年底已拥有 5000 多万

人的巨大手机用户群中,W A P 手机用户只有 500

万左右 (< 10% ) , 而且其中比较经常使用W A P 的

用户据专家估计不会超过 5 万 (< 1‰) ; 而我们的

邻邦日本, 在 2000 年 8 月, 当时拥有的手机用户数

只有 2710 万, 而移动互联用户却超过了 1000 万,

据日本DoCoM o 公司总裁的估计, 到 2000 年底日

本移动互联用户数将会突破 1700 万 (> 50% )。一

个是小于千分之一, 一个是大于百分之五十, 二者

反差何其大也!个中原因, 见仁见智, 有各种不同说

法, 但是多数业界同行仍有这样的共识: 移动互联

技术在我国同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目前尚未形成

市场只是暂时现象。随着我国W A P 站点内容的日

渐充实丰富、W A P 使用费的逐步降低以及移动通

信运营商运作机制的改进, 中国W A P 应用的春天

也会很快到来。

二、B luetoo th (蓝牙)技术

1. 什么是“蓝牙技术”

B luetoo th (蓝牙技术) 是去年 11 月 COM D EX

博览会上的三大热门技术之一 (另外两大热门技术

是W A P 技术和 XM L 技术)。这种听起来有些怪

异味道的“蓝牙”技术, 实际上是一种近距离的无线

通信技术, 开发这一技术的目的是要实现移动计算

设备与固定计算设备之间的快速、无线连接。“蓝

牙”本是公元 10 世纪时丹麦国王哈拉尔德的别名,

他曾经像我国秦始皇那样使国家实现统一。国际开

发商们采用这个名字, 显然是希望在“蓝牙”基础上

逐渐形成近距离无线通信领域的国际统一标准。

随着网络应用的日益发展, 在实验室、研究室、

办公室内需要连接的数字设备越来越多, 其结果是

遍地连线, 满桌插头, 由于各厂家的产品不完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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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在各种插接头之间还可能需要连接件, 因而既

麻烦又增加了故障率。

“蓝牙”技术的核心是内置有无线收发功能的

芯片。目前实现蓝牙技术的模块是 3 芯片结构, 即

控制无线电波发射与接收的控制器芯片、数模转换

芯片和产生无线电波的 R F (射频) 芯片, 其发展趋

势是要最终集成到 1 平方厘米大小的一块芯片上

(与电话卡内的芯片大小相似)。除此以外, 新一代

的网络操作系统还应能支持蓝牙的无线通信技术

标准 (这个标准将在 2001 年内正式投入使用)。微

软公司已承诺, 在其新一代的操作系统“W h ist ler”

中将会支持蓝牙技术标准。

有了蓝牙技术的支持, 在 10 米之内无需任何

连线就可以将移动计算装置 (如手机或掌上电脑)

和其他各种固定的数字设备 (如台式机、笔记本电

脑、激光打印机、数码相机⋯⋯) 连成一体, 在瞬间

组成一个微型子网。

2. 蓝牙技术的应用领域

蓝牙技术具有广阔的应用领域, 除了可在瞬间

实现无线组网以外, 还有其他各种应用, 例如:

(1)利用蓝牙技术可通过手机自动交换“名片”

及其他重要的个人信息, 其简单方便程度远远超出

了著名未来学家尼葛洛庞帝的大胆想象——尼氏

在他于 1995 年出版的《数字化生存》一书中, 曾预

言未来的人们在交往中无需手持名片互相交换, 只

需穿上带有 CPU 芯片的皮鞋和戴上附有传感器

的手表就可在双方握手的一瞬间互相传递个人的

全部信息, 从而取代名片的交换; 而蓝牙技术完成

这一切, 无需穿戴特制的皮鞋和手表, 也不必两手

紧握, 只需将手机轻轻一按就行了, 何等的简单!看

来, 在蓝牙技术面前, 未来学大师尼葛洛庞帝的想

象力也显得贫乏了。

(2)将蓝牙技术与家用电脑结合可实现数字化

家园 (e2hom e) ——目前厂家生产的家用电脑已具

有愈来愈高的智能 (例如具有语音识别、手写识别、

指纹识别等功能) , 但若要成为家庭的智能控制中

心, 真正实现数字化家园还需要有蓝牙技术的支持

——把家用电脑与其他数字设备 (如数码相机、打

印机、移动电话、PDA、家庭影院、空调机等) 有机

地接在一起, 形成“家庭微网”, 这样, 才能使人们真

正享受到数字化家园的方便、高效与自在。

(3) 利用蓝牙技术可更好地实现“因特网随身

带”——通过W A P 技术虽然可以实现移动互联,

但是由于显示屏幕太小, 对长信息的浏览很不方

便, 若能利用蓝牙技术把W A P 手机与笔记本电脑

连接起来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个矛盾: 既可实现移动

互联 (例如在旅途中) , 又不影响对长信息的浏览。

3. 蓝牙技术的现状与前景

“蓝牙”是实现移动计算设备与固定计算设备

之间无线连接的技术, 但是在 2000 年之前, 人们往

往只把蓝牙当作 PC 接口技术来看待, 例如在 2000

年秋有几种支持蓝牙技术的产品问世, 但只不过是

用“蓝牙”取代 PC 和外设之间的电缆而已 (如 IBM

的 T h ingkPads 就是利用“蓝牙”技术来实现笔记

本电脑对打印机的无线遥控)。可喜的是, 面向手机

和手持电脑等移动计算设备的真正的“蓝牙”产品

今年以来已开始出现 (例如诺基亚的新款手机利用

蓝牙技术可将其显示屏上的内容送往惠普打印机

打印) , 从而使“蓝牙”冲破了 PC 接口技术的局限,

开始大踏步向手持式设备进军; 与此同时,“蓝牙”

所面临的功耗问题也正在逐步解决 (由于蓝牙技术

要嵌入到手持设备中, 其功耗大小是影响实用化的

关键之一) , 因此, 蓝牙技术广泛应用的灿烂前景将

指日可待。

三、J in i(无缝连结)技术

1999 年 1 月 25 日美国的 Sun M icro system s

公司在旧金山发布了一项革命性的新技术 J in i, 它

在国际信息界所引起的反响不亚于 1995 年

Ho tJava 的问世 (Ho tJava 当年由于率先支持网络

多媒体功能, 并具有可动态执行特性而引起世人瞩

目)。令人惊讶的是, 这两种革命性的新技术都是基

于 Java 语言实现的。J in i 技术是在 Java 所建立的、

独立于平台并以网络为中心的计算模式基础上开

发的, 其主要内容可用一个目标、两大特点和三种

功能来概括:

一个目标——彻底冲破网络复杂连接方式所

造成的壁垒, 使网络连接极大地简化, 要做到“即插

即用”(注意: 这里追求的目标是简单化而非兼容

性)。

两大特点—— (1) 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将

任何智能器具接入 In ternet。这里的智能器具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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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处理器芯片的器具 (包括从电视机、录像机、电

冰箱、洗衣机、微波炉到打印机、PDA 和可视电话

⋯⋯在内的所有家用电器和办公设备) ; (2)利用智

能接口 (无需任何操作系统或其他硬件支持) 直接

连入网络, 即可实现网络与一切智能器具 (也称含

有 J in i 技术的器具) 的无缝连结。

三种功能—— (1) 即时上网: 某 J in i 器具一旦

把电源接通, 在保留该器具原来具有的全部功能的

同时, 立即成为 In ternet 上的一个节点; (2) 即时

服务: J in i 器具一旦接入即可向整个网络提供服

务, 例如, 旅游在外 (不论是在国内或国外) 仍可遥

控自己家中的电视机、录像机或电冰箱 (按时录节

目或调节温度) , 还可让家中录下的节目发送到指

定地点的电视机 (比如你当前出差所住宾馆的电视

机) 去播放; (3) 即时组合: 用户可以即时创建由个

人拥有的各种 J in i 器具所构成的网上组合, 这种组

合相当于一个可随身携带的非常个性化的小型子

网, 能很好地满足个人在学习、工作、生活、娱乐等

多方面的特定需求。

由以上介绍可见, J in i 技术有无限广阔的、令

人神往的应用前景。但是它有一个前提条件——要

求广大的家电产业和信息产业部门在今后生产的

家用电器和办公设备中均要采用 J in i 技术, 即要在

每一台家用电器和办公设备中增加一块具有“智能

接口”功能的微处理芯片——使之成为“智能型的

J in i 器具”。而这样的芯片所增加的成本, 对于大批

量生产的家电类产品来说是很低的, 因而是完全能

被用户所接受的。

值得高兴与骄傲的是, 这样一种具有重大创新

意义的 J in i 技术, 其实用产品的成功开发并推向市

场在国际上是率先由我国的海尔集团实现的。2000

年 4 月 28 日, 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和海尔研究院

院长杜光林在京郑重宣布并展示了由该公司设在

美国硅谷的研发中心经过长期潜心研究自主开发、

并领先于其他国际知名竞争对手的一整套基于

J in i 技术的网络家电。海尔此次推出的这套 J in i 网

络家电包括电视机、摄像机、录像机、可视电话、电

冰箱、洗衣机、微波炉、空调机、热水器、洗碗机和自

动窗帘等十多个门类的近百个品种, 令人耳目一

新, 不仅为生活网络化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也大大

鼓舞了我们中国人民的志气。

四、A gen ts (智能代理)技术

目前网络应用的一个主要趋势是要大力研发

因特网上的应用软件 (这类应用软件一般称之为 i

软件) , 并使之朝智能化方向发展。 i 软件涉及的应

用领域很广, 当前比较重要的有电子商务与远程教

育这两个方面。

1. 电子商务 (N eugen ts)

目前电子商务领域的应用软件很多, 可以说令

人目不暇接。但其中最具特色、最有代表性的则应

推美国 CA 公司 (其董事长兼CEO 是美籍华人王

嘉廉) 研发的 Jasm ine 电子商务平台。这是因为,

J asm ine 不仅能提供建立、部署和维护各种电子商

务应用的全面解决方案, 而且由于该平台嵌入了

N eugen ts 软件, 从而为电子商务带来智能化的革

命。N eugen ts 的直译是“神经元代理”技术, CA 公

司自己则把它称之为“会思考的软件”, 总之, 这意

味着N eugen ts 具有一定的智能。在电子商务应用

中这种智能体现在:

·利用神经网络技术和可适应模式识别技术,

N eugen ts 可以分析企业不同来源的大量数据, 从

中获得有关信息之间关系和模式的知识, 然后再利

用这种知识去检测新数据并预测未来。

·通过分析客户以往的购物习惯, 能预测客户

需求, 在此基础上可动态地将不同产品与不同的客

户匹配, 并可有针对性地向用户提出购买其他物品

的建议, 以提高客户满意度, 吸引大量回头客。

·利用N eugen ts 还可检测黑客攻击的轨迹,

发现机器的异常征兆, 使系统能防患于未然, 从而

提高系统的安全性。

2. 远程教学 (M u lt iagen ts)

自 90 年代中期以来, 智能代理 (A gen ts) 技术

在基于W eb 的远程教学中的应用日益普遍。过去

的智能辅助教学 ( ICA I) 主要强调辅助老师“教”,

利用“学生模型”、“知识推理”和“教学决策”等模

块, 帮助教师实现因材施教和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

(所以 ICA I 也常常称之为 IT S——智能指导系

统)。90 年代以来, 随着多媒体和 In ternet 的迅速

普及, 一种全新的学习理论与教学理论——建构主

义理论——日益流行。这种理论强调在教师指导下

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 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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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指导作用, 更要充分体现学生的认知主体作

用。因此教学中的智能不仅应体现在辅助老师

“教”, 而且应体现在辅助学生“学”。智能代理技术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逐渐取代 ICA I(或 IT S) 而

成为教学领域实现智能化的一种主流技术。这是因

为A gen ts 不仅可以作教师代理, 也可以作为学生

代理, 而且可以成为学生学习过程中多方面的代

理, 即M u lt iagen ts (多重代理)。

远程教学中M u lt iagen ts 的具体含义是, 它既

可作为教师代理, 以实现对学习者有针对性的帮

助、辅导, 作到因材施教; 又可作为学生代理充当学

习者的学习伙伴, 与学习者进行平等的讨论、交流,

有时还会针对学习者对某些重要概念理解上的模

糊或片面之处, 故意提出诘难, 挑起争论, 以促进学

习者更深入地去思考与分析; 还可作为另一种学生

代理, 充当学习者的知心朋友, 以便在学习者遇到

不顺心的事情或有心理障碍时与之促膝谈心, 帮助

减轻思想负担和消除心理压力; 此外, 还可作为秘

书代理, 帮助学习者到有关资源站点去查找和搜集

与当前学习内容有关的资料, 或是帮助学习者处理

日常事务 (如收发电子邮件, 安排约会, 提示应交作

业, 帮助复习、备考⋯⋯等等)。总之,M u lt iagen ts

在教或学的过程中均大有用武之地, 与 ICA I (或

IT S) 相比, 能在智能化方面发挥更灵活、更多样化

的作用。

五、XM L (可扩展标记语言)技术

如前所述, 基于W eb 的因特网包含 H T T P、

H TM L、U RL 和浏览器等四个技术要素, 其中

H TM L 由于简单易学, 便于非计算机专业人员创

建自己的、具有超文本特性的多媒体主页, 从而使

W eb 主页与每一个普通人紧密相连, 由此创造出

一个无比丰富多彩的因特网世界, 因此不少人认

为, H TM L 是W eb 技术的主要基础。然而事物往

往具有两面性: H TM L 语言的简单易用, 使W eb

应用迅速推广, 受到广大用户的热烈欢迎; 而当人

们认识了因特网的价值, 希望将W eb 进一步应用

到电子商务、医疗及保险等新的领域时, 却发现正

是原来的这些“优点”束缚了W eb 应用的扩展。这

是因为目前建立在 H TM L 基础上的W eb 技术存

在两个致命弱点: 第一, H TM L 只描述了信息的显

示方式而未对信息内容本身进行描述。换句话说,

H TM L 只是一种“显示描述”语言, 它只说明在

W eb 的主页上应如何布置图形、文字和按纽, 而对

信息本身的属性则未作任何说明。第二, 大量可在

客户端完成的工作, 不得不交由W eb 服务器去处

理, 这就大大加重了网络负担, 降低了网络运行的

效 率。可 扩 展 标 记 语 言 ( Ex ten sib le M arkup

L anguage, 简称 XM L ) 正是为解决上述两方面的

缺陷而提出的。XM L 实际上是标准的通用标记语

言 (SGM L )的一个子集, 它包含一组基本规则, 利

用这组规则任何人都可创造出符合自己特定应用

领域需要的标记语言, 而这样创造出的标记语言所

描述的不再是信息的显示方式, 而是信息本身的某

种属性 (例如购物定单中的产品规格、价格、性能指

标及送货方式等)。显然XM L 的提出和有关标准

的制定以及对支持 XM L 的相关技术 (例如 XM L

语言解释器, 包含这种解释器的新一代浏览器等)

的开发必将会极大地推动W eb 应用向更深、更广

的领域发展。下面我们就以H TM L 存在的两方面

缺陷为例, 看看在以 XM L 为基础的W eb 应用中

是如何处理的:

XM L 也和 H TM L 一样使用一组元素作为标

记, 但和 H TM L 不同的是, XM L 能以显式术语和

嵌套结构在文件中给信息内容本身加上某种属性

的标记, 而且这种属性标记可以由用户随意定义。

换句话说, XM L 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标记语言, 而

是一种定义语言。利用XM L 可以设定自己的标记

语言, 从而突破了 H TM L 只有一种固定标记集合

的约束, 即利用XM L 可以定义无穷多的标记来描

述W eb 中的任何信息属性。例如, 在H TM L 中, 产

品名、产品价格以及性能指标在文件中没有任何标

识, 计算机将无法将这类信息属性从文件中识别出

来, 因而就谈不上对这类属性作进一步的处理 (如

分类、检索或作某种指定的加工) ; 而XM L 则可以

将产品名、产品价格和性能指标用“P roduct

nam e”、“P roduct p rice”和“Perfo rm ance”标记, 并

利用 XM L 的基本规则将上述信息属性明确地表

示出来。这样, 就使计算机能很容易地识别出这些

属性, 从而可以按照需要进一步作出各种不同的处

理。下面我们举一个具体例子来说明XM L 描述信

息属性的能力是如何解决 H TM L 所存在的两方

07
© 1995-2006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面固有缺陷的。

假定你现在想到网上旅行社查询 6 月 1 日从

伦敦飞往纽约的航班情况, 很可能你收到的航班列

表是你显示屏长度的几倍, 这时你可以通过选择起

飞时间、价格或航空公司来缩短航班列表。但是要

做到这点, 在基于 H TM L 的W eb 服务器中, 你只

能通过因特网向旅行社发送上述请求并等待它的

回答。但是如果航班列表是由基于 XM L 的W eb

服务器发送的, 则情况将完全不同。你可以在自己

的终端机上, 利用浏览器直接对航班列表的有关属

性作出分类和筛选, 从而得到符合你需要的较简短

的航班列表, 而无需麻烦旅行社的W eb 服务器。由

于上述情况对于旅游者来说是经常发生的, 也就是

说, 对于旅行社的W eb 服务器来说, 每天都有成百

上千个用户终端机在减轻服务器的负担, 因而对网

络运行效率的提高是异常显著的。

基于 XM L 的W eb 应用除了能解决 H TM L

存在的上述两方面缺陷以外, 还有以下两个突出优

点:

第一, 可以大大提高在因特网上搜索所需信息

的效率。

在目前基于H TM L 的W eb 中, 尽管有搜索引

擎, 但是如果想要得到您所需的特定信息, 也不是

很容易的。例如, 若想通过 In ternet 搜索“股票经纪

人工作”, 就有可能使您淹没在广告之中, 大多数信

息被隐藏在新闻网站的分类广告业务内, 搜索引擎

也无能为力 (目前的搜索引擎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

按站点分类目录对站点进行搜索, 另一类是按关键

字进行全文检索, 这两种搜索引擎都难以解决指定

信息属性的搜索问题)。如果能利用 XM L 技术专

门为你当前所需的信息属性 (即“股票经纪人工

作”) 设置标记, 由于计算机很容易识别这种标记,

因而可以极大地提高对指定信息的搜索效率。

第二, 容易实现对用户所需信息的智能提供。

由于对任何信息属性都可以根据需要利用

XM L 加上标记, 所以基于XM L 的W eb 服务器就

能容易地识别出不同的用户类型, 然后从数据库中

挑出与之相适应的数据进行有针对性的提供。例

如: 若有两个用户, 一个是销售商, 另一个是最终用

户, 当他们访问某家公司的同一产品时, 显然应为

他们提供不同的价格信息。由于现在计算机很容易

识别出这两种不同的用户, 因此在W eb 服务器中

通过下面的简单的推理

IF U SER = end u ser TH EN PR ICE = p rice

+ 40% ;

IF U SER = w ho lesa ler TH EN PR ICE= p rice

即可实现对用户所需信息的有针对性提供, 也

称智能提供。

N ew C lass 多媒体网络教室
日前, 北京正龙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研制的新一代 N ew C lass400 纯硬件多媒体网络教室已全面上市。

N ew C lass400 多媒体网络教室真正实现了与校园网及外部视频设备无缝连接, 是一个全开放性教学平台, 为教师提供

了多种新颖教学手段, 在其上运行所有多媒体教学软件及接入多媒体外部设备都十分方便。为配合教育部“校校通”

工程进展, 公司已推出“校校通”全面解决方案, In ternet 仿真教学、虚拟教室、W IN 2000 终端、在线考场等将相继上市。

N ew C lass400 纯硬件多媒体网络教室由多媒体网卡、控制台、中央控制器三大部分组成。多媒体网卡自带智能型

CPU , 不占用主机内存ö中断, 通过高视频带宽线缆实现音视频及所有交互控制信号的传输。N ew C lass400 多媒体网

络教室自成体系, 不需局域网支持, 因此免去了因局域网故障而造成多媒体教学网瘫痪的可能。系统对学生机型号、

配置要求极低, 286 以上电脑即可。系统安装维护简单, 即插即用。在同行业中,N ew C lass 独家解决了在多媒体网络系

统中 PSö2 鼠标与串口鼠标混合交互操作。系统所有功能通过控制台操作实现, 简单、方便、快捷, 受到广大用户信赖。

中央控制器上提供 6 路多媒体AV 信号输入端口, 2 路AV 信号输出端口, 2 路V GA 信号输入、输出接口, 能够同时

接入影碟机、录像机、电视、视频展示台、摄像机、投影仪、功放等多媒体外设。系统自动完成将AV 信号转换成V GA

信号。各种节目源的集控切换、多路演播非常方便快捷。N ew C lass 400 多媒体网络教室除具有广播教学、监视监听、单

独对讲、讨论发言、遥控辅导、答题示范、转播示范、同步执行、电子举手、课堂点名、远程重启、黑屏、锁定ö解锁功能外,

还具有如下最新功能: 视频分组功能、语音分组功能、多路视频演播功能、双频道选听功能、跟读功能、抢答功能、自动

上网等多项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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