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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服务计算支撑技术》

前言

　　移动服务计算是一种以云计算和普适计算为背景，以有线和无线互联网为依托，以移动通信设备
为载体的计算形式，是一种分布式服务计算。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应用
层出不穷，移动服务计算在各个领域都有着或即将有着广泛的应用，这种应用的普及会提高人们的工
作效率和生活质量。　　移动服务计算如同云计算和普适计算一样，也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目前
，还有许多不同层面的关键技术需要研究、开发和实现。移动服务计算的支撑技术涉及计算、通信和
数字媒体等各个方面，包括计算机的软硬件、系统体系结构、网络通信、应用系统、人机交互等。本
书主要阐述与如下几个方面相关的技术：无缝移动技术、服务发现技术、网络拥塞控制技术、移动通
信技术和移动多智能体系统。　　本书共分10章。其中，第1～4章由张德干撰写，第5～7章由王京辉
撰写，第8～10章由王莉撰写。全书由张德干统稿。本书得到国家863计划项目（No：2007AA01218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No：60773073）、教育部重点项目（No：208010）、天津市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No：10JCYBJC00500）、天津理工大学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智能计算及软件新技术”
天津市重点实验室和“计算机视觉与系统”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相关基金的资助。　　本书由
王怀彬教授和宁红云教授审阅。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多位教授和专家学者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同
时，得到了韩静等同事和研究生张小丽、李林青、凌辰、陈绪延、刘微微、李超、王园园等的支持和
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书中不当之处，真诚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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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移动服务计算支撑技术》主要阐述与如下几个方面相关的技术：无缝移动技术、服务发现技术、网
络拥塞控制技术、移动通信技术和移动多智能体系统。移动服务计算是一种以云计算和普通计算为背
景，以有线和无线互联网为依托，以移动通信设备为载体的计算形式，是一种分布式服务计算。它对
人们生活和工作中的各个方面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移动服务计算技术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其支撑
技术涉及计算、通信和数字媒体等技术的各个方面，包括计算机的硬软件、系统体系结构、网络通信
、应用系统、人机交互等。
《移动服务计算支撑技术》可供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及教师学习和参考，也非常方便从事移动服务
计算以及相关领域的科研和工程开发技术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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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因为服务器掌握着系统的主要资源，所以能够最先获得系统的状态变化和事件的发生。当这些变
化发生时，服务器需要主动地向客户端实时地发送消息，如股票的变化。对于传统的桌面系统，这种
需求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通常存在着持久的连接，这个连接可以双向传递各种数
据，而基于HTTP协议的Web应用却不行。　　虽然AJAX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它没有从本质上
改变客户端请求和服务器端响应的模式。这种模式在可交互方面比较出色，但是在远程控制等应用中
，往往需要使用大量的请求来监督回送的数据。使用AJAX技术只是完善了人-浏览器-服务器模式数据
的交换和传输模式，但对于人-浏览器-人这样的交互模式的实现效率非常低，并且难以控制。这主要
是由于传统的Web服务器无法保留请求的连接，从而限制了网络应用的发展。　　2.2.2 Comet技术　
　浏览器作为Web应用的前台，自身的处理功能有限。浏览器的发展需要客户端升级本身的软件系统
，同时由于客户端浏览器软件的多样性，在某种意义上，也影响了浏览器新技术的推广。在Web应用
中，浏览器的主要工作是发送请求、解析服务器返回的信息并以不同的风格显示。AJAX技术是浏览器
技术发展的成果，通过在浏览器端发送异步请求，提高了单用户操作的响应性。由于Web本质上是一
个多用户的系统，对任何用户来说，都可以认为服务器是另外一个用户。现有的AJAX技术并不能解决
在一个多用户的Web应用中，将更新的信息实时传送给客户端，从而使用户可能在“过时”的信息下
进行操作。而如果使用AJAX技术，则需要对后台数据进行非常频繁的轮询操作，降低了网络的传输效
率。　　Comet就是客户端发送一个请求，服务器接收它，并使用一个无限循环将客户端需要的数据
推送到响应（response）中，进行刷新，但是该响应并不关闭，而是继续接收新的数据并刷新，直到
客户端断开连接，该循环才结束退出。我们可以认为AJAX解决了单用户响应的问题，而Comet则解决
了在保证性能的前提下进行协同多用户的响应问题。Comet的优点在于它可以在任何时候向客户端发
送数据，而不仅仅只是响应用户的输入请求。由于发送的数据是在一个已有的单链接上进行的，所以
可以减少建立连接的开销以及客户端发送请求的等待时间，从而大大降低发送数据的延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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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对于做移动计算的应该还是不错的，不过要深入还得查阅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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