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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特征的移动数据业务管理平台领域建模
① 

何 睿，范冰冰 
(华南师范大学 计算机学院，广州 510631) 

摘 要：为了加强移动互联网领域中移动数据业务管理平台 MDSMP (Mobile Data Service Management Platform)
演进与维护的效率和质量，通过分析传统领域模型的缺陷，结合领域工程理论，构建面向特征的 MDSMP 领域

模型，并引入职能实体实现业务构件提取的优化。实验表明，该领域模型的构件提取方式加强了特征与构件之

间的可追踪性，有利于平台的演进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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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Based Domain Modeling of Mobile Data Service Management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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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the Mobile Data Service Management Platform updating and 
maintaining,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defect of the traditional domain model and combining the theory of domain project, 
build the feature-based domain model. It introduces the function entity to optimize the process of the component 
extracting. The experiment indicates this new domain model and the component extracting method strengthens the 
traceability between featrue and component and they are propitious to improve and maintain the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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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的业务领域中，移动数据业务管理平

台（MDSMP）对系统的快速演进能力有很高的要求。

虽然 OMA 为移动数据业务平台定义了基于业务引擎

的体系架构[1]，以标准化的形式提高业务构件复用效

果，但仍难以提供大规模的系统化复用。 
领域驱动设计的概念及工程方法[2]可以很好地解

决系统化复用的问题，较主流的 PLA[3]，FORM[4]，

FeatuRESB[5]等，都是面向特征组织领域需求的分析方

法。这些方法通过建立面向特征的领域模型为领域内

新系统的开发提供可复用的软件需求规约，并能指导

领域设计阶段和实现阶段可复用软件资产的生产[6,7]，

从而有助于实现软件开发组织实施复用的预期目标。 
目前，关于移动数据业务平台的研究大多集中于

移动领域内数据模型的研究，价值链分析等方面[8]，

缺少对领域模型的研究，导致领域模型精确性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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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的构件难以反映领域需求，影响软件资产生产效

率和可复用性。 
本文将分析传统移动数据业务管理平台领域模型

的缺陷，从面向特征的领域工程角度入手，对传统的

领域模型和构件提取方式进行改造和优化，对模型结

构及关键技术做出说明，并给出应用实例。 
 
1 MDSMP领域模型 
1.1 领域特征 

特征体现的是系统具有的某种能力或特点，反映

需求获取的参与者对系统某种要求或理解，系统具有

的特征及其相互关系构成了系统的需求空间[6]。特征

结构良好，能直观地反映需求空间的分割，特征名称

能构成领域内的一个公共术语空间，易于领域相关人

员的交流，易于图形化表示，在领域建模中能发挥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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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作用。 
1.2 分析传统 MDSMP 领域模型缺陷 

传统的 MDSMP 体系架构[1]可以抽象为一个三层

平面的概念模型，如图 1 所示。业务平面关注于业务

的整体特性，描述客户或组织对业务高层次需求。业

务引擎平面关注于业务的逻辑实现，以构件的形式对

业务逻辑进行封装，并提供灵活的接口以供调用。数

据平面关注于业务数据的存储和共享，为业务管理平

台提供 基本的数据支撑。该模型虽然简单直观，但

在系统演进方面的缺陷是明显的，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① 业务引擎构件不能直观地反映业务，业务可能

横跨业务引擎平面中的多个业务引擎。同时，间接导

致其所提供的接口不能灵活地重用，难以实现大规模

的复用。 
  ② 业务引擎构件粒度大，部分业务能力可能被重

复构建，造成依赖的冗余。构件间接口通过某种协议

连接相互调用实现业务能力，容易造成业务能力的内

部耦合严重，整个系统将难以维护和演进。 
 
 
 
 
 
 
 
 

图 1 传统数据业务管理平台领域模型 
 
1.3 构建面向特征的 MDSMP 领域模型 

为了对业务引擎构件关系进行解耦，支持系统化

复用，构建新的 MDSMP 领域模型时，必须做出以下

两点考虑： 
① OMA 定义业务是由业务特征组成的，业务特

征作为一个抽象层面由业务引擎来构建[9]。因此，新

的 MDSMP 领域模型必须以特征为中心以适应国际组

织的标准定义，利用特征能良好地反映需求空间分割

的优点，确保需求分析的直观性。 
② 新的 MDSMP 领域模型的构件提取必须以特

征作为参考，保持特征与构件之间良好的可追踪性，

确保业务能力不被重复构建，去除依赖的冗余。通过

特征把业务能力划分到构件中去，则业务引擎构件就

可以得到解耦，确保系统的可维护性和演进能力。 
基于上述考虑，参考面向特征的下一代网络业务

领域模型[10]，构建面向特征的 MDSMP 领域模型如图

2 所示，由 4 个平面构成：业务平面，业务特征平面，

业务引擎平面，业务数据平面。与传统模型相比，该

模型新增的业务特征平面关注于业务特征需求的描

述，形成特征空间，而业务引擎平面则把特征需求根

据高内聚的原则重新组织到业务引擎构件中，形成构

件空间。该模型通过划分特征并映射到业务引擎平面，

对业务引擎构件关系进行解耦。 
 
 
 
 
 
 
 
 
 
 

图 2 面向特征数据业务管理平台领域模型 
 
1.4 面向职能的构件提取 

面向特征的 MDSMP 领域模型的构件提取方式实

质上是业务特征空间到业务引擎构件空间的映射关

系。研究指出，存在特征变化性横切于多个构件的情

况，特征与构件之间往往形成一种“N to N”的关系，

如图 3 所示。 
 
 
 
 

图 3 特征与构件“N to N”映射 
 

这种复杂的对应关系使系统的维护和演进变得困

难。为了克服这一缺陷，传统的做法是将特征进行分

解，然后对分解后的子特征再按照高内聚的原则，组

织生成构件[10]，如图 4 所示。这种做法通过细化了特

征的粒度，减轻了构件的耦合，但是仍有明显不足。

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① 特征空间中的子特征反映的是问题域上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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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而构件反映的是求解域上的语义，子特征对构件

接口的定义指导不足，难以直观地形成构件接口。 
② 子特征和构件之间缺少直观明确的过渡中间

量，映射关系不能得到良好的体现，在众多子特征与

构件之间的可追踪性方面仍有欠缺。 
 
 
 
 
 
 
 
 
 
 
 

图 4 解耦后子特征与构件映射关系 
 

考虑在业务子特征与业务引擎构件之间引入职能

作为中间实体进一步降低业务子特征与业务引擎构件

之间映射的复杂性。职能实体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① 职能实体必须良好地反映子特征的属性。当子

特征粒度足够细的时候，其业务功能属性必须能直观

地由职能实体中的属性来描述。同时，职能实体的语

义必须与构件在求解域上的语义相近或相同。 
② 职能实体必须能被实例化为对象，便于使用面

向对象的原则和设计模式的思想指导构件对职能实体

进行抽象和封装。 
职能实体是一个反映业务子特征而且与平台实现

技术无关的抽象实体，其具体形式包括行为特征名和

特征相关的主要属性，以特征名作为职能实体名并以

特征相关属性作为职能实体属性，与求解域上的类图

语义相近。职能实体可以显式地描述特征空间与构件

空间之间具体的转化和映射，如图 5 所示。引入职能

实体以后，业务引擎平面的构件提取过程描述如下： 
① 在业务特征平面上，查找业务特征空间中的每

一个业务特征，然后把粒度大的业务特征分解成业务

子特征。 
② 当业务子特征粒度足够细时，把子特征中的业

务属性按照高内聚原则映射到职能实体属性中去。 
③ 在业务引擎平面上，把职能实体中的属性与构

件中类的属性进行映射，把职能实体中属性的共性抽

象为构件中的类，把职能实体中属性的变化性封装在

接口之中，形成业务构件空间。 
④ 设置业务构件空间中各个构件之间的互调关

系， 终形成业务引擎。 
 
 
 
 
 
 
 
 
 
 

图 5 引入职能后子特征与构件映射关系 
 
2 应用实例 

为阐述面向特征的 MDSMP 领域模型，以中国电

信天翼手机阅读平台的业务管理子系统为例进行说

明。该子系统主要对 SP/CP 的移动互联网业务及其内

容进行管理，是该平台的核心模块之一。 
平台对 SP/CP 业务的管理，主要以业务的增删查

改和配置作为行为特征，业务配置主要通过模板和栏

目配置作为手段，故业务配置特征可以进一步细分为

栏目配置和模板配置两个子特征。限于篇幅，本文直

接给出该子系统的特征分解图片段，如图 6 所示。 
 
 
 
 
 
 
 
 
 

图 6 业务特征分解图片段 
 

在业务特征分解的基础上，把子业务特征所涉及

的业务属性组织成为各职能实体，以特征名作为职能

实体名，以特征相关属性作为职能实体属性。如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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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这个行为特征的职能实体 AddT 实体，它包括了

添加模板的特征名 AddT 和添加模板的相关属性如模

板 ID、模板名、模板等级、模板元素等。同时，通过

高内聚的原则对业务相关的职能实体划分为合集，如

AddT，DelT，GetT，ModT 都是反映模板操作的特征，

内部逻辑紧密联系，划归为一类合集。该合集集中反

映了模板配置的行为子特征和具体属性。本文给出了

职能实体结构和合集划分片段，如图 7 所示。 

在职能划分的基础上，构建静态模型。对合集中

公有的业务属性进行类封装并以接口的形式对行为进

行抽象。例如，对于 AddT，DelT，GetT，ModT 这一

类的职能，它表示的是对模板操作的一类行为，用

TemplateMgrInterface 接口加以抽象。同时，这些职能

中的业务属性使用 Template 实体类进行封装， 后确

定接口与类之间的依赖和组合关系。构件的静态模型

如图 8 所示。 
 
 
 
 
 
 
 
 
 
 
 
 
 
 

 

图 7 职能划分图片段 
 
 
 
 
 
 
 
 
 
 
 
 
 
 
 

图 8 构件静态模型 



计 算 机 系 统 应 用                        http://www.c-s-a.org.cn                     2011 年 第 20 卷 第 10 期 

 108 研究开发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3 结语 
本文提出了面向特征的 MDSMP 领域模型，该模

型在传统领域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特征平面，新的领

域模型和构件提取方法具有明显的优势，主要体现在

以下方面： 
①以特征作为驱动，特征在构件的演进中具有很

强的稳定性，有效地提高了该平台构件演进能力。 
②职能实体体现了移动互联网业务特征和构件的

映射，与平台的实现技术无关，在该领域各类不同的

软硬件环境中具有很强的适应性。 
③通过职能实体形成的静态模型就是移动互联网

业务特征的反映，在该领域中具有通用性，提高了平

台构件的复用规模。 
④建模过程与传统的建模过程相比，有职能实体

作为过渡的中间量，具有更强的可推导性，便于开发

人员和业务人员理解和重组业务。 
该模型在中国电信手机阅读平台的开发实践中证

明了其在捕获构件，提高构件复用性和业务演进能力

方面能提供较好的技术支持。本文的下一步工作在于

研究领域构件库以及领域框架的构建，用以指导移动

互联网领域中的同类平台的规划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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