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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类“云服务”的可视化信息发布系统技术① 
胡先兵 1,3, 王春枝 1, 张 金 2,3 
1(湖北工业大学, 武汉 43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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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某些企业车间信息发布需求为目标, 在开目工艺信息系统基础上, 结合 SOA 架构、WebService 服务、

云服务的思想和 3D 模型的轻量化处理技术, 实现跨系统用户权限的基于应用代理的类“云服务”集成架构, 构

造混合架构的车间可视化信息发布系统. 应用表明, 基于混合集成架构、应用代理技术, 较好解决了两种架构应

用的异构集成和优势互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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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target the publishing needs some workshop information, on the basis of KAIMU process information 

systems, combined with the SOA architecture, WebService, cloud services and 3D models of lightweight processing 

technology, classes that implement the cross-application system based on user permissions agent “cloud services” 

integrated framework structure workshop of Visual information publishing system of hybrid architecture. Application 

indicates that, based on hybrid integrated structure, the application proxy technology, better solved two architecture 

application heterogeneous integration and complementary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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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的环境下, 企业面临着动

态变化的全球市场, 制造业生产模式也由少品种、大

批量生产模式转变为多品种、小批量生产模式, 激烈

的竞争要求企业动态地组织制造资源以快速响应市场

的变化.  

目前的绝大多数车间工作模式是: 装配人员、操

作人员参照纸质形式的文字描述和打印图片方式为主

的装配工艺文件, 结合工艺文件的要求、以及各自图

纸等, 靠人的理解和想象, 形成大脑意识的空间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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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这种工作方式存在以下问题: ①需要投入大量

时间的识图、理解工艺要求, 甚至靠反复试装的办法, 

去弄懂复杂产品的装配顺序、各种零部件的操作方法

等; ②另外, 对某些特殊产品的安装形式, 仅仅通过

三视图的图纸、工艺附图, 很难描述清楚;  保证产品

装配一致对于车间操作人员来说非常困难.  

本文试图通过车间 2D 工程图、3D 模型图、表格、

文字和动画界面的车间信息发布系统, 实现多维信息

指导车间操作工进行装配. 车间信息发布系统总体基

于 WEB 架构, 具有丰富界面交互能力, 可适应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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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Intranet 两种环境下进行部署. 解决好: ①WEB 架

构和桌面架构信息系统(CAX/CAPP/BOM/PDM)异构

集成, ②不同类型的 3D 模型图的浏览等是本文研究

的关键.  

由于车间信息发布系统的数据大多来自于现有的

桌面架构的系统, 如何解决桌面架构的系统在围绕

WEB 架构为中心的环境体系下, 沿用既有软件, 充分

发挥新架构下各自系统的优势;  如何在 WEB 架构下

运行服务时受制于操作系统访问本地资源的用户权

限, 而运行桌面程序访问本地资源; 如何满足两者需

求, 在一个大的架构体系下, 透明地为客户端提供远

程业务服务. 现有的 SUN 公司提出典型 J2EE 的架构

体系, 和微软提出的.NET 为中心的架构体系, 谈到了

使用全新架构下的整套业务程序的部署与研发. 但是

对于 2D、3D 之类界面很丰富的软件多为典型桌面程

序,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要用全新的语言进行改造

几乎不可能. 为了让桌面程序与 Web 程序能长期共存

且相互配合, 本文提出了基于应用代理的类“云服务”

的混合集成架构, 由应用代理在受限的操作系统用户

和不受限的操作系统用户, 进行沟通, 实现 WEB 架构

的应用与桌面应用的应用隔离但信息互通, 保证彼此

在自己的操作系统环境下正确运行. 应用表明, 基于

混合集成架构、应用代理技术, 能以最小的代价充分

利用现有桌面程序的优势、充分发挥 WEB 架构的特

点, 较好解决了两种架构应用的异构集成问题.  

 

2 关键技术及其集成架构 
2.1 基于应用代理的类“云服务”集成 

由于传统桌面架构的程序与 Web架构的服务的底

层架构、设计理念差异, 实现 Web 架构服务与传统桌

面程序的良好集成, 是此本系统的关键之处, 也是其

难点所在. 通常的做法是: 将传统程序的业务进行抽

取, 重新用 Web 服务进行实现, 往往费事费力, 可能

历史的程序维护难度较大, 很难完全理清其复杂算法. 

可能更有甚者、不得已的时候, 会采取废弃或者改变

原来的思想, 达到深度集成. 另一种做法是: 试图改

造桌面程序、WEB 服务的一方向另一方靠拢的方式, 

融合两种架构的应用, 为客户提供透明的应用, 方法

一、选择从桌面程序适应 Web 服务, 借助包装动态库

的方式, 去适应服务, 带来了明显的问题: ①改造工

作量巨大, ②即使完成封装, 由于运行 WEB 服务和桌

面程序的用户不同, 带来了 WEB 服务提供给桌面程

序的有些环境信息根本无法得到, 最终不得不放弃这

种思路. 本文通过多种方案的实践和总结, 最终摸索

出了, 基于应用代理的方式仿“云平台”的理念, 良好

的解决了 Web 架构的服务与现有桌面程序的深度集

成. 如图 1 所示:  

 

 

 

 

 

 

 

 

 

 

图 1 基于应用代理的类“云平台”调度架构与原理图 

 

该架构由四部分组成: 最左边的是客户端, 中间

的部分是WEB 服务器和寄宿在WEB 服务器的不同类

型的系列服务;  最右边的上面是桌面应用管理器, 最

右边的下面是应用程序池.  

该架构的模块功能进行分别说明如下:  

(1)IIS 服务器: 负责应用服务的部署与执行调度;   

(2)应用服务: 负责业务的逻辑单元封装, 提供不

同业务种类的服务, 如: 队列式的应用服务, 保证并

发性的业务, 以队列的方式依次执行, 会话式的应用

服务, 保证多次业务在同一次会话中完成. 回调式应

用服务, 主要完成可并发操作的应用服务, 提供应用

的吞吐量.  

(3)应用代理: 负责两方面的工作, 任务一: 应用

代理负责与桌面应用管理器打交道, 将服务请求传达

给桌面程序;  任务二: 应用代理负责与服务打交道, 

负责将服务的请求发给桌面应用管理器;  回传桌面

程序的执行结果给服务;  以动态库的方式存在, 主要

变换操作系统用户身份, 实现受限用户运行的 WEB

服务器进程与不受限的用户运行的桌面应用管理器两

个进程间建立通信通道、信息沟通等工作. 

(4)桌面应用管理器: 负责调度应用池里面的不同

应用实例, 保证各个桌面业务, 在自己的独立的应用

环境下, 独立运行, 彼此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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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类 “云服务”: 由原先在客户端运行, 现迁移到

后台作为应用服务器运行的桌面应用管理器和应用程

序池两部分构成. 其中应用池可以在多台服务器上部

署. 信息系统 CAX/CAPP/BOM/PDM 软件, 分别以多

进程实例的方式寄生在多台服务器组成的应用池内, 

需要时被自动唤醒, 进行服务. 客户端感觉不到各类

应用系统的存在, 好像类似的“云”平台在提供服务.  

(6)应用池: 是 “桌面应用程序”的容器, 这里用

进程号、应用 ID 的映射表来进行动态管理.  

2.1.1 基于应用代理的类“云平台”调度的架构原理 

以 Window2003 和 IIS6.0 服务器 , 客户端为

Windows XP 为背景, 以 B/S 架构的 PDM 系统发起一

次文档“签字”流程应用为例, 描述其交互的原理与

过程, 如图 2 所示:  

 

 

 

 

 

 

 

 

 

 

 

 

 

图 2 一次 PDM 签字流程交互图 

 

2.1.2 业务背景描述:  

PDM 系统负责管理所有图纸(包括: PROE 三维模

型图, 开目 CAPP 的工艺图纸等), PDM 系统需要调用

不的桌面架构的系统, 实现不同图纸的签字. 其过程

如下:  

首先: PDM 系统发起一次开目 CAPP 的工艺图纸

“签字”流程; 

然后: 开目 CAPP 对工艺图纸完成签字后, 通知

PDM 系统;   

紧接着: PDM 系统对签字后的文档, 再次检入

PDM 系统;   

最后: 进行流程的下一步.  

2.1.3 实现原理描述 

首先: 客户端经由①向服务端发起一次 “服务”请

求;   

然后: 服务会以 NET SERVICE 为 Window 账号, 

启动 W3ws.exe 进程, 响应“客服端”发来的一次接口

调用服务;   

紧接着: 服务进程将收到,经由①来的 “客户请

求”, 将“调用服务”加入队列;  如果 “队列”中的没有

任何请求, 则会借助服务端 “应用代理”, 经由②, 通

知 “应用程序管理器”的 “应用代理”;   

接下来: “应用程序管理器”经由③以“桌面程序管

理器”的用户执行一次“桌面应用”调度;   

最后: “桌面应用”的执行结果沿着④到达“应用程

序管理器”的应用代理, 然后经由⑤将带回签字结果

送回服务端的“应用代理”, 紧接着流经 “服务”, 沿着

⑥到达客户端, 客户端根据 “带回的信息”进行后续的

入库, 这样一来, 完成了一次整个过程的交互.  

2.2 2D 和 3D 文件的显示 

3D 模型文件的显示成为信息发布平台的亮点、同

时也是其难点, 解决好各类 3D 模型文件的显示是本

文的研究关键之处, 由于 UG、NX、SolidWorks、PRO-E

等厂商的 3D 文件格式各异. 一、通常的做法是针对不

同的企业使用的软件种类, 借助预装对应 3D 软件的

方式, 来实现 3D 模型的浏览, 需要针对不同的 3D 模

型文件, 研发不同的信息发布平台, 面对有的企业有

两种以上的 3D 模型混合使用的情况, 此信息发布平

台的集成度不够, 带来的使用极其不变. 二、另外的做

法是购买专用控件(如: AutoVuex), 通过嵌入应用程序

方式来实现各种 3D 模型的预览, 这样一来, 随着 3D

软件的升级, 不得不紧跟专用控件的版本升级, 以支

持最新的 3D 模型的浏览, 而往往这些专用控件跟不

上 3D 软件的升级, 影响企业使用. 本文试图将各种

3D 模型文件进行“轻量化处理”过程, 实现仅对轻量

化后的文件模型实现浏览, 达到对各种 3D 模型的支

持. 一方面可以将各类 3D 模型统一成单一的轻量化

文件, 另外、轻量化的后的文件, 可以方便发布动画、

PDF 等格式的多种载体.  

2.2.1 轻量化处理的原理 

首先: 各类 3D 模型的文件, 借助转换工具, 输出

统一的轻量化文件格式;   

然后: 轻量化的模型的浏览器提供一致的管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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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  包括装配关系、零部件的构成关系;   

最后: 轻量化模型添加描述工序关系、装配步骤

等描述性的文字、标签, 进行动画媒体的发布;  如图

所示:  

 

 

 

 

 

 

 

 

 

 

图 3 轻量化处理原理图 

 

2.2.2 2D 和 3D 文件的显示原理 

 

 

 

 

 

 

 

图 4 2D 和 3D 文件的显示示意图 

 

3D、2D 文件通过开目公司研发的 3D 控件和 2D

控件进行分别显示, 首先 3D 控件以 OLE 技术(Object 

Linking and Embedding)方式嵌入“工艺系统”显示 2D

图纸窗口, 通常是一块区域, 这样浏览 2D 图纸的时

候, 会一目了然看到 3D 模型位置. 鼠标点击 3D 区域

的内部, 则激活 3D 的窗口, 可以进一步查看 3D 模型

的详细信息(如: 零部件结构树、装配关系), 同时可对

3D 模型旋转、放大等更详细浏览. 实现 2D 和 3D 文件

一体化信息展示.  

 

3 混合架构下的可视化车间信息系统实现 
3.1 基于混合架构的可视化车间信息系统架构 

车间信息发布系统作为面向车间信息发布平台, 

一方面需要与上游软件开目工艺信息系统保持紧密集

成, 另一方面, 必须为车间提供全方位立体化的数据

展示平台. 如图 5 所示:  

 

 

 

 

 

 

 

 

 

 

 

 

 

 

 

图 5 车间信息发布平台的整体架构 

 

车间信息发布平台由三部分组成: 1) 智能客户端

式的车间应用终端;  2) WEB 服务器(微软的 IIS6)和

WEB 服务; 3) 工艺管理系统;    

工作原理描述如下:  

首先, 企业的各类三维的“工艺数据”按 3.2 节描

述的步骤, 分类进入“工艺管理系统”中, 进行统一管

理;   

然后, 车间人员登录“车间信息发布终端系统”, 

输入“图纸代号”等过滤条件, 点击“检索”按钮, 则

经由 WEB 服务器, 由 WEB 服务向“工艺信息系统”

发起信息检索请求;   

最后, 由“工艺信息系统”, 检索出相应的指导生

产或者装配的图纸、装配关系、装配顺序等信息, 流

经 WEB 服务, 再由 WEB 服务, 送回给“车间信息发

布终端的界面”, 实现信息交互, 充分利用丰富的信息

手段, 来提升“车间人员的”工作效率.  

3.2 典型数据在开目工艺信息系统的数据组织 

(1) CAD 设计数据以设计 BOM 的形式, 进入工艺

管理系统, 如: 以零件的关键属性信息(如代号、名称

等)形成产品树的零件节点;  其零部件的三维模型文

件以零部件对象关联文卷中进行存放;   

(2) 工艺信息系统进行整合和修改(如: 添加虚拟

件、焊合件等)将设计 BOM 衍生出工艺 BOM 树, 再加

入工艺系统的任务签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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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工艺 BOM 树的产品节点衍生出装配工艺

对象, 产品模型进行轻量化处理, 生成的轻量化文件

以零部件对象的关联文卷进行存放;   

(4) CAPP 从工艺管理系统中获取工艺 BOM、零

部件属性信息、三维模型文件及轻量化文件, 在二维

与三维相结合的工艺设计系统中进行工艺设计;   

(5) 在工艺设计过程中, 引入三维 CAD 爆炸图、

三维 CAD 动画, 视频文件、三维装配操作过程等到对

应工序中;  

(6) 以对象打包文卷的方式, 加入任务签审流程, 

完成在工艺管理系统中流转;   

(7) 完成的发布的工艺数据才能发放到车间.  

 

4 应用 
基于上述原理, 开发了实现通过车间信息发布终

端, 图文一体化的形式完整浏览开目工艺系统中的二

维和三维的工艺数据,  在车间信息发布终端通过系

列按钮, 通过调用 SOA 服务, 向桌面架构的开目工艺

系统请求用户权限和查询各种相关的数据. 支持主流

的三维软件的模型的 3D 展示以及开目工艺系统的二

维图纸数据的展示. 带产品结构的三维模型浏览界面, 

验证了: 基于轻量化的 3D 模型技术, 无需预装各类

3D 软件, 即可实现各类 3D 模型浏览, 如图 6 所示, 三

模型的装配演示浏览界面, 验证了: 基于混合集成架

构、应用代理技术, 较好解决了两种架构应用的异构 

 

 

 

 

 

 

 

 

 

 

 

 

 

 

图 6 浏览三维模型 

集成, 综合了各类系统的丰富的信息, 实现了优势互

补. 如图 7 所示.  

 

 

 

 

 

 

 

 

 

 

 

 

 

 

图 7 装配演示浏览界面 

 

5 总结 
传统的车间信息发布平台以分发大量的图纸、规

格说明、明细表为主, 很难满足快速生产、复杂件装

配过程的及时服务要求, 且耗时、耗力. 本文提出基于

混合集成架构、应用代理技术的车间信息发布系统, 

通过充分利用桌面型程序开目工艺系统的丰富的数

据, 在充分享用 WEB 架构并发可控能力和远程服务, 

最大限度地共享装配信息的同时, 又给用户提供了丰

富数据和操作的桌面型 GUI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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