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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计算机软件体系架构已从面向过程&面向对象发

展到目前的面向构件模式!由基于模块的构造方法转

向了基于构件的构造方法!都是在朝着提高软件的可

复用性和可维护性方面在发展"
面向服 务 $+3.̂143U.13,-3;E.4M1-34-/.3!+UE% 软

件架构是目前业界比较看好的一种构件模型" 根据这

种模型的理念!应用系统按不同功能封装为一个个独

立封装&支持异步处理的各种服务!这些服务之间通过

标准的协议或用标准协议定义接口!接口独立于实现

服务的硬件平台&操作系统和编程语言!这使得构建在

各种这样系统中的服务可以以一种统一和通用的方式

进行交互"
+UE把软件架构分为组件层&536服务层和业务

流程层’"( " 组件层包括各种具体应用组件!目前已有

的分布式组件技术$AUPFE&*AU\以及RaF%都可以用

于实现组件层的应用组件!但是不同实现技术之间的

互操作性不好!给应用集成带来了很大不便" 为解决

这个问题!+UE引入536服务层的概念" 536服务是

独立于各种分布式组件技术的!它使 用 标 准 的 基 于

g\‘的 服 务 描 述 语 言 $536+3.̂143*304.1C-12,‘:,T
O/:O3!5+*‘%来定义和封装离散的业务功能!各种支

持536服务的分布式组件技术能够将业务组件发布

成536服务!并提供以5+*‘形式描述的接口信息!只

要依据5+*‘描述的信息就能够调用封装成536服务

的业务功能" 在+UE构架中!各个业务组件都根据需

要被封装为536服务!形成了536服务层" 业务流程

层则处于 536服务层之上!通过对 =36服务层中的

536服务进行编排来实现处理流程" 业务流程层通过

536服务层能够调用到基于各种分布式组件技术实

现的业务组件!实现了复杂系统环境的应用集成"
+UE实际上是概念模型!它不是一种技术标准!要

实现 +UE模 型 倡 导 的 服 务 构 件 封 装 及 能 够 被 发 布

$L/6H10M%&发现$*1042̂3.%和调用$),̂2>3%理念!需要

具体技术来实现" AUPFE&*AU\和RaF等构件技术都

可以实现+UE所倡导的理念’7( !但由于 AUPFE&*AU\
和RaF在互操作性方面的问题!用 AUPFE&*AU\和

RaF实现的+UE并没有得到十分广泛的应用’?( " 目前

536+3.̂1430技术是实现+UE的较好选择"
536+3.̂1430技术实际上就是 +UE概念模型的一

种特定的实现方式" 536服务是提供服务的实体!为

降低=36服务之间数据交换的耦合度!需要借助中间

件等技 术 进 行 交 互!因 而!企 业 服 务 总 线$R,-3.C.103
+3.̂143F/0!R+F%技术就应运而生"

R+F是传统中间件技术与 g\‘&=36服务等技术

结合的产物!用于实现企业应用不同消息和信息的准

确&高效和安全传递" R+F支持异构环境中的服务&消

息以及基于事件的交互!并且具有适当的服务级别和

可管理性" R+F实质上是服务间的连接框架! 其核心

功能包括消息转换&消息机制&基于内容的路由和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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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四部分’’( " R+F采用基于 g\‘的消息格式!可支

持请求Q回复&发布Q订阅等同步和异步消息机制#通过

路由技术!实现服务请求和服务提供之间的消息通信#
服务容器用于将以各种技术实现的软件构件封装成标

准的536服务" 在+UE分层模型中!R+F用于组件层

和服务层之间!它能够通过多种通信协议连接并集成

不同平台上的组件!并将其映射成服务层的服务"

7!交通行业数据交换平台的研究

交通行业数据交换平台是交通行业业务应用系

统之间进行数据交换和数据共享的支撑平台!是应

用系统实现数据整合的重要手段" 交通行业数据交

换平台构架在交通行业信息专网上!为交通运输部

中心节点以及其它 ’#多个一类节点单位的各类业

务应用系统之间提供统一的数据交换引擎工具#另

一方面作为交通行业电子政务统一数据交换接口!
提供对内的数据采集&数据传输&数据共享&协 作 办

公等服务!同时还为各类业务应用系统提供安全信

任接口服务" 交通行业数据交换平台的应用体现了

整合&协作和安全服务的特征!在交通行业电子政务

资源整合的基础上实现政务协作!在政务协作的条

件下提供统一的安全服务!为业务应用系统间的数

据交互和 共 享 提 供 一 个 集 成 化 数 据 交 互 和 共 享 空

间!为行业各类应用系统提供跨网络&跨操作系统和

跨数据库的异构系统之间的透明的数据交换!并且

大大简化各个应用系统之间互访的难度"
7("交通行业数据交换平台的抽象模型

交通行业数据交换平台需要支持跨平台的异构系

统之间数据的共享和集成问题!从功能层面上分为五

层抽象模型!其抽象模型如下图所示)

服务管理层

数据交换层

数据处理层

数据访问层

数据存储层

6"!;22O>?;<*+,#B86
数据存储层是利用各部门业务系统的数据库或非

结构化数据存储技术进行各种业务数据的存储"
数据访 问 层 用 于 根 据 相 应 的 规 则 实 现 数 据 的

抽取"
数据处理层用于实现数据标准定制以及依标准实

现数据的加工和处理"
数据交换层通过提供交换接口!实现协议转换和

数据交换传输"
服务管理层提供相应的交换节点定义&传输策略

制定&传输过程的监控以及传输安全的保证"
7(7 基于R+F构架的交通行业数据交换平台的总体

结构设计

基于R+F的交通行业数据交换平台基于消息中间

件!具有面向服务&面向消息&实践驱动的特点!充当交

通行业各业务应用系统服务组件间的智能化集成与管

理中介的基础平台"
基于R+F的交通行业数据交换平台的系统框架如

图7所示"

67!$;R+FT;22O>?;<*+.9<=

基于R+F构架的交通行业数据交换平台基于 536
+3.̂143的标准服务!采用轻量级的分布式部署模型结

构!通过对各服务节点上封装的各种服务的注册&发布

管理!形成服务组件库!并可以根据实际业务需要!将

服务组件库中的服务通过 F/01,300L.24300Rh34/-12,

‘:,O/:O3B2.536+3.̂1430$FLR‘’5+% ’@( 引 擎 进 行 组

合!实现复杂的业务逻辑的编排" 通过 FLR‘’5+引擎

进行灵活的流程定义!实现将服务组件库的单个服务

有机地组合!达到服务重组的目的!完成集成的业务需

求" 同时!如果业务流程发生变化!也只需在 R+F上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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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简单的流程修改的定义!即可适应新的业务!使服务

组合具备良好的可扩展性"
交通行业数据交换平台是交通行业各业务应用系

统之间进行数据交换和数据共享的支撑平台" 作为行

业各业务系统之间数据交换的中介!基于 R+F构架的

交通行业数据交换平台主要提供三种数据交换方式"
$"%基于536+3.̂143的数据交换方式

基于如RaF&AUPFE和 *AU\等组件方式开发部

署的交通行业各节点单位已有的业务系统!对需要向

其他系统提供数据的业务系统!根据相应的规范!对提

供数据交换的相应组件进行封装和接口定义!把新定

义的服务通过交通行业数据交换平台提供的 f**)连
接器!向平台的f**)注册中心进行注册’D( " 其它业务

系统中如需请求该组件服务!就通过平台的 f**)连接

器!在平台的f**)注册中心中进行该服务的查询和发

现!进而调用该服务!实现数据交换功能"
$7%基于数据库适配器的数据交换方式

基于R+F构架的交通行业数据交换平台的数据库

适配器从本质上也是平台内置的一种服务!也具有独

立封装和事件驱动的特性!提供针对各种主流数据库

管理系统的数据提取&打包和存储" 平台的数据适配

器还提供数据映射机制!实现异构数据库之间的数据

转换" 这种方式主要是通过针对已有的业务系统的数

据库!在数据库适配器上配置包括触发条件&提取周

期&数据封装格式等数据提取规则!进行已有系统中需

交换的数据提取&封装和传输"
$?%组合方式

把定制好的连接各个已有业务系统数据库的数

据库适配器作为一种 53603.̂143!通过平台的 f**)
注册中心!发布到服务 组 件 库 中" 通 过 FLR‘’5+引

擎将不同的数据库适配器以流程的方式串接起来!
实现是各业务系统数据完整的流向控制和应用" 利

用这种方式!可以实现数据库适配器和注册的 536
03.̂143之间数据的良好交 互!也 可 以 实 现 以 不 同 方

式接入交换平台的业务应用系统之间有效的数据交

换和共享"
7(? 基于R+F构架的交通行业数据交换平台的应用

基于R+F的交通行业数据交换平台目前已经部署

到了连接交通运输部中心节点和其它’#个一类节点

单位的交通行业信息专网上!在7##% 年启动的部省道

路运输信息系统联网试点工作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实现了"?个试点单位之间的异地稽查信息数据&营运

车辆与营业性驾驶员资质认证数据&道路运输业经营

户信用管理数据的交换和共享!为下一步全国道路运

输信息系统联网奠定了基础"

?!结论

R+F是传统中间件技术与 g\‘&=36服务等技术

结合的产物!是目前 +UE理念的具体实现!对解决企

业应用之间不同消息和数据的准确&高效和安全传递

提供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 基于 R+F构架的交通行业

数据交换平台已经为交通运输部部署的部省道路运输

信息系统联网试点工作提供了的基础平台!并得到了

实际应用的检验" 随着交通运输行业快速发展!基于

R+F构架的交通行业交换平台还要不断进行功能完善

和优化!最终为交通运输行业应用系统间的互连互通&
数据共享提供良好的基础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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