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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池技术在 WebGIS 中的应用 

赵珏1, 张胜 
(湖南商学院，湖南，长沙，410205) 

摘 要：文章分析了现有 WebGIS 的缺陷，阐述了对象池技术的思路和特点，设计了对象池最

大阈值计算方法，提高了现有系统的并发能力，并且在.NET 环境下进行了实现和测试。事

实证明，合理设置对象池有利于提升系统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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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existing WebGIS 
and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the object pool technology and its 

features. Based on Object Pool, the maximum pool threshold calculation 

method is proposed to improve the concurrent capability in the existing 

systems. An experiment system is developed and implemented to test 

the calculation method in .Net environment. The test findings support 

that the proper object pool settings will increase the system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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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WebGIS 是在 Internet 或 Intranet 网络环境下的一种存储、处理、分析、显示与应用地

理信息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它的基本思想就是在互联网上提供地理信息，让用户通过浏览器

浏览获得地理信息系统中的数据和功能服务。目前 WebGIS 发展速度很快，应用也非常广泛，

利用它可获取各种地理信息，这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1]。但是，现有的 WebGIS

系统目前仍存在一些技术缺陷，制约了其应用的扩大和业务需求复杂度的增加。比如：并发

访问能力不适应日益扩大的系统规模[1]。 

由于 WebGIS 应用涉及数据量大，处理复杂，在服务器端需要实现大量的业务逻辑，加

重了服务器端的负担，因此，并发访问能力和响应速度一直是 WebGIS 软件的主要改进方向。 

2 对象池阈值的设计 

目前，大部分的 WebGIS 仍采用的是 CGI/Sever API 方法。在实现过程中，每一次请求

就会创建一个进程服务。本文拟应用对象池技术予以改进。对象池的基本思路是
【2，3】

：一

次性创建多个可重复使用的对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频繁创建对象所造成的开销，这对

于大众化的 GIS 应用服务的实现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于每个 ASP.NET 应用程序，都可以在服务器端创建一个 COM＋对象池。当 ASP.NET 请

求开始时，WebSessionActivator 从对象池获得 Session 实例，如果不再需要对象则将该

对象放回对象池，等待下一个请求。这就意味着，在使用前就创建多个 Session 对象，使用

过程中 Session 对象不会再被创建和释放，这些 Session 对象一直可用于 Web 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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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I/Sever API 方式中请求服务越多，进程实例越多，使用的资源就越多。对象池可以

帮助降低创建并发进程实例的数量，优化服务器的资源。 

当面对管理成千上万个客户端并发请求的大规模系统时，确认能够建立对象池最大阈值

是非常重要的。一般来说，大的对象池有利于提高系统的性能，对占用资源也越多，当系统

资源耗尽时，系统反而会停止响应。因此，需要监控连接池和应用程序的性能，以便确定系

统的最佳池大小。同时，最佳大小还取决于用来运行该系统的硬件。 

经过反复的研究、演算，得出对象池最大阈值计算公式（1）： 

K
ResOthOpMem ———

 

假设系统的内存空间为 Mem，操作系统用去 Op，其他程序和服务占用的空间为 Oth，需

要预留的空间为 Res（一般来说，不要完全使用所有的内存，否则会出现不可预料的问题，

如：溢出），每个对象池对象耗费的空间为 K，那么对象池最大值阈值应该小于公式（1），

参数都可以通过测量得出，具有可操作性。 

对象池化的目的，是要通过减少对象生成的次数，减少花在对象初始化上面的开销，从

而提高整体的性能。然而，池化处理本身也要付出代价。因此，并非任何情况下都适合采用

对象池化。  

当给出的一组条件相同时，使用与不使用对象池技术的实际性能是有差异的
【4】

。实测

结果表明：对于类似 Point 这样的轻量级对象，进行池化处理后，性能反而下降，因此不宜

池化；对于类似 Hash table 这样的中量级对象，进行池化处理后，性能基本不变，一般不

必池化（池化会使代码变复杂，增大维护的难度）； 对于类似 JPanel 这样的重量级对象，

进行池化处理后，性能有所上升，可以考虑池化。 根据使用方法的不同，实际的情况可能

与这一测量结果略有出入。在配置较高的机器和技术较强的虚拟机上，不宜池化的对象的范

围可能会更大。 

3 系统实现 

可以通过程序配置对象池大小的最小值和最大值。最小值指定了首次访问对象池时应该

创建的 ISession 实例的数量。最大值指定了在对象池中要创建的 ISession 实例的最大

值。 

可以通过在服务器控制面板中“组件服务”管理工具的控制台树中，右键单击要置入对

象池中的 COM+ 应用程序，然后单击“属性”，在“共用与回收”选项卡上，根据要运行的

应用程序实例的数目在“应用程序共用”下输入“池大小”的值（如图 1）。 

池大小的计算见式（1）。 

 

图 1 对象池大小的设置 

式（1）



也可以通过程序控制，下面是 VB 代码： 

Function SetMyApplicationPooling( strApplicationName As String, lngPoolValue As 

Long ) As Boolean 

 'strApplicationName 表示应用程序名，lngPoolValue 表示设置对象池大小 

SetMyApplicationPooling = False ' 初始化 

Dim objCatalog As COMAdmin.COMAdminCatalog 

Dim objAppCollection As COMAdmin.COMAdminCatalogCollection 

Dim objApplication As COMAdmin.COMAdminCatalogObject 

Set objCatalog = CreateObject("COMAdmin.COMAdminCatalog") 

Set objAppCollection = objCatalog.GetCollection("Applications") 

objAppCollection.Populate 

For Each objApplication in objAppCollection 

If objApplication.Name = strApplicationName Then 

objApplication.Value("ConcurrentApps") = lngPoolValue 

MsgBox strApplicationName & " pooling value set to " & lngPoolValue 

Exit For 

End If 

Next 

objAppCollection.SaveChanges 

Set objApplication = Nothing 

Set objAppCollection = Nothing 

Set objCatalog = Nothing 

End Function 

4 系统测试 

系统的测试环境如下：服务器为 2.4 GHz/512 MB；操作系统为 Windows 2003；网络环

境为 100M 全双工；测试数据为 3.39M 地图数据，生成图像大小为 746×514 象素 GIF。 

(1) 利用 ACT 工具录制压力测试脚本。录制过程从访问该系统开始，进行各种简单的操

作如地图的缩放、拖动等。 

(2) 开始模拟测试过程。浏览器同时连接数定为 25，对象池数从 5 开始，每次增加对

象池数 5 个，然后记录客户端机器、服务器端机器的性能和相关的网络响应时间，每次测试

时间为 3 分钟。 

(3) 对测试结果进行统计分析，从末字节响应时间看整个系统的负载能力。 

测试结果见下图 2。 

 
图 2 对象池测试报告图 

从图 2 可以看出：当对象池增加到 25（注意：测试时设定浏览器同时连接数为 25），系

统达到最佳性能，对象池数超过 25 后，性能趋于稳定，这时增加池的大小作用不大。同时，



设定过多对象池耗费了系统的内存资源，使得性能反而有下降的趋势。 

5 结论 

本文研究了对象池技术对服务器资源的优化，设计了对象池最大阈值计算公式。经过改

变系统的对象池大小、增加并发访问的连接数测试系统的综合表现能力，证明改进后系统具

有较好的稳定性和并发性，为完善 WebGIS 系统做出了一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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