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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概念建模、基于服务质量的服务选择、设计阶段的仿真模拟、运行阶段的性能分析和性能
优化等方面，对web服务组合的关键技术和性能分析方法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与系统论述，是国家863
计划“动态web服务组合关键技术及其性能分析”项目的一个重要科学研究成果和专门总结。

　　本书可供从事相关教学、科研工作的师生和科技工作者阅读和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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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这与Q0s属性类型之间的关系是一致的，一种类型的变化不会影响到另一种类型。
而类的这种抽象定义结构，使得QoS属性描述的扩展也比较方便。
web服务的QoS概念模型由一组描述QoS的QoS多维度类构成，包括多个类型属性，每个属性对应web
服务组合过程中所关心的服务质量的一个方面，包括属性名称、标识符、取值信息、权重以及其他重
要信息。
属性类实例对应具体的Qos属性类型定义，如时间、成本、可靠性、可用性等。
Qos属性类型的定义的过程，就是为各维度类实例属性赋值的过程。
维之间可以嵌套，即可以由下层的维对上层维进行更详细的描述（一般为控制复杂度只针对上层维的
某一部分），形成一个树形的类图结构。
而一个服务的服务质量最终由一组服务质量属性描述（即一个服务质量向量）。
而对于每个服务质量属性，又可以在下层嵌套若干维，对其进行更详细的描述。
图3.1详细描述了web服务Qos概念模型。
在该图中，首先依据3.1.1节中的分析，将服务质量属性大致划分为四类，省略号部分表示将来还有可
能扩充进来的新的分类。
而每一大类中都可能包含若干个Qos属性（如成本、时间、可靠性等）。
对于某个QoS属性而言，它可以是原子的，直接通过一些叶子信息节点对其加以说明，也可以是嵌套
的，即包含若干子属性，其特性通过子属性的综合来体现。
最后是一个QoS公共类集合，其中包括了一些用来对属性结构进行详细定义的类，例如，对属性取值
方法的定义、对属性值的定义、对属性间关系的定义、对属性上下文环境信息的定义等。
这些类可以被各个具体的属性调用、实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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