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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BAC 的业务探测系统① 
李伟镰 

(中国移动(深圳)有限公司 支撑网监控中心, 深圳 518048) 

摘 要: 探讨了建立业务探测系统的必要性, 介绍了业务探测的相关技术, 提出了系统的探测方案, 根据方案设

计了系统的总体架构, 并运用多种技术实现了该系统. 该系统为提升业务支撑系统的客户感知, 提升系统的满意

度从而提高电信业务支撑运营管理水平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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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Availability Monitoring System Based on BAC 

LI Wei-Lian 

(Business Support Monitoring Center, China Mobile (Shenzhen) Limited, Shenzhen 518048, China) 

Abstract: The necessity of building a business monitoring system is discussed first, and the correlative techniques are 

introduced. Then the system plan and its architecture are designed. Then we implement the system with flexible 

component, XML and JAVA technology. Our system can highly improve customer's perception and user's satisfaction, 

thus enhance the business operation and support management in te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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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信行业竞争的加剧, 全面提升管理水平和

运营能力成为电信企业能否成功的关键. 从某种程度

上说, 未来电信运营商的竞争能力不再单纯依赖于电

信资源, 而将是越来越多地取决于以 IT 技术为支持的

管理能力. 因此, 业务应用管理在未来将发挥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  

电信行业应用系统的用户一般可以分为两大类: 

外部客户和内部客户. 外部客户是指电信业务的服务

对象; 内部客户是指运营支撑系统在企业内部的使用

单位和使用者, 对内部客户的支撑有一部分最终转化

为对外部客户的服务, 因此如何对内部客户实施有效

支撑也非常关键.  

为了提升业务支撑系统的支撑能力, 保障客户能

够方便、敏捷、高效的使用应用系统, 全面提升客户

的满意度, 本文采用 HP BAC 相关技术和 J2EE 技术, 

参考文献[1-7]的最新成果, 设计和实现了一个业务可

用性探测系统. 该系统运用 HP BAC 产品作为数据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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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工具, 针对各省业务支撑系统中的影响客户感知的

关键 B/S 业务, 对这些业务进行主动式的实时探测, 

监测其业务可用性, 并把采集到的数据在业务探测系

统中进行处理和展现.  

 

1 业务探测原理 
1.1 BAC 技术介绍 

BOSS 运维工作需要一个主动的、可调的、端到

端的方式来监测和管理业务应用和系统. 这种方式不

仅能够确保客户的关键业务流程处于持续运作状态, 

而且确保它的运作是符合大多数关键业务需求的. 而

HP 业务可用性中心(Business Availability Center,简称

BAC)正是满足 BOSS 运维工作所需的解决方案. 它帮

助运维工程师采用一种“监测中心”的方式来确保生产

应用满足服务水平目标, 实现业务成果.  

BAC 业务服务管理解决方案提供对从业务服务

到 IT 基础设施的综合的监控管理, 提供对关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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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和系统指标的实时检查能力, 并且是从一个最终

用户的业务和服务水平的角度出发进行监控. 它使管

理员能主动发现应用性能问题, 根据服务水平和业务

优先权来管理应用可用性, 并量化应用不可用状态(应

用宕机)对业务的影响程度.  

BAC 框架主要由 HP Business Process Insight 

(BPI)、最终用户管理 (EUM)、问题管理(PM)、服务

水平管理(SLM)、系统可用性管理(SAM)、应用关系映

射 (MAM) 、 性 能 诊 断 (CAM) 、 Universal CMDB 

(UCMDB)几大部分构成. 它的体系结构如图 1 所示.  

 

 

 

 

 

 

 

 

 

图 1 BAC 体系结构 

 

本文设计的业务可用性探测系统采用 BAC 产品

作为数据采集工具, 其中主要使用到最终用户管理 

(EUM)中的 BPM(Business Process Monitor)和 BAC 中

央服务器两部分.  

BAC Server 是监控 BOSS 应用系统的核心, 它将

接收到的最终用户数据加以处理生成各种业务可用性

和性能报告, 并处理接收来自其他数据采集器的数据, 

生成关联视图, 为各种运维人员提供监控信息和解决

故障的依据.  

业 务 流 程 监 控 (BPM) 通 过 驱 动 预 先 采 用

LoadRunner VUGen 录制的探测脚本来模拟用户对业

务应用的访问, 通过接受和分析应用对访问的响应来

判断应用的可用性和性能.  

BPM是BAC的一个监控客户端工具, 它们之间

的关系类似于网管系统中的 Master Agent 与 Agent

的关系. 一个 BAC 服务器可支持若干 BPM, 需要部

署监控点时只需登录到 BAC 服务器上下载 BPM 安

装包直接安装即可 , 不需要做任何配置 , 完成安装

后系统会自动将监控到的业务性能数据传到 BAC

服务器.  

1.2 LoadRunner 简介 

在上文BAC技术介绍中提到, BPM是过驱动预先

采用 LoadRunner VUGen 录制的探测脚本来模拟用户

对业务应用的访问的. 下面简单介绍 LoadRunner 的技

术原理.  

LoadRunner, 是一种预测系统行为和性能的负载

测试工具. 通过以模拟上千万用户实施并发负载及实

时性能监测的方式来确认和查找问题, LoadRunner 能

够对整个企业架构进行测试. LoadRunner 是一种适用

于各种体系架构的自动负载测试工具, 它能预测系统

行为并优化系统性能.  

使用 LoadRunner 的 Virtual User Generator, 能够

生成虚拟用户, 以虚拟用户的方式模拟真实用户的业

务操作行为. 它先记录下业务流程(如缴纳话费或查询

帐单), 然后将其转化为测试脚本. 用 VUGen 建立测

试脚本后, 您可以对其进行参数化操作, 这一操作能

让您利用几套不同的实际发生数据来测试您的应用程

序, 从而反映出本系统的负载能力.  

 

2 基于BAC的业务探测系统 
2.1 系统方案 

如图 2 所示, 本系统的部署方式采用两级架构, 

中央端部署业务探测中心服务器组, 各省公司端部署

1 台探测采集服务器.  

业务探测的实施和运行方案概述如下:  

(1) 首先对选中的关键B/S业务点, 模拟执行业务

操作, 并使用 LoadRunner 录制操作过程做为基础脚本, 

通过对脚本中的数据、流程和业务逻辑进行编辑修订, 

形成最终的业务探测脚本;  

(2) 将探测脚本部署在省端采集服务器上, 并设

置探测频率, 采集代理定期执行探测脚本, 调用业务

接口, 对调用过程和调用结果进行记录分析, 得到业

务可用性数据, 并发送到中心服务器;  

(3) 中心服务器上的业务可用性数据经过汇总和分

析处理之后, 展现给监控中心的业务监控和管理人员.  

具体数据采集过程如图 3 所示.  

2.2 系统流程 

系统角色及工作流程如图 4 所示. 系统角色包括

业务模拟预警探测经理、业务计专家、探测设与开发

人员、探测执行与维护人员在内的多种角色, 保证业

务模拟预警探测的有效实施. 系统的工作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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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系统部署方式 

 

 

 

 

 

 

 

 

图 3 数据采集过程 

 

 

 

 

 

 

 

 

 

 

 

 

 

 

 

图 4 系统工作流程 



2013 年 第 22 卷 第 6 期                       http://www.c-s-a.org.cn                      计 算 机 系 统 应 用 

 System Construction 系统建设 51 

(1) 部署业务探测系统平台、业务探测服务器和探

测执行机.  

(2) 运维支撑系统管理人员提出业务探测的业务

范围.  

(3) 业务专家对重点业务进行探测设计, 确定主

干流程、分支流程, 设计覆盖各流程的探测测试数据

和预期结果.  

(4) 运营管理人员对设计的探测用例进行评审, 

确定探测用例覆盖是否正确及充分.  

(5) 业务探测开发人员在业务探测系统上, 实现

各业务的探测组件, 配置流程和数据, 进行调试.  

(6) 业务探测实施人员将测试/生产环境配置到用

户被探测监控系统, 根据需要在系统中进行业务探测

频率和阀值及告警的设置, 并配置和应用执行计划启

动业务探测脚本.  

(7) 业务探测系统自动执行部署好的探测脚本, 自

动进行结果比对, 并把执行的业务可用性数据和性能

数据和结果信息录入数据库, 同时在业务探测系统平

台对结果进行展示, 并支持多源化的展示和报告方式.  

(8) 业务探测维护人员对报告中的错误数据进行分

析, 找出问题原因, 解决问题, 细化报告; 业务探测系统

会将报告自动发送给用户, 并可以通过配置告警通过邮

件或者短信等方式及时提醒, 用户也可以通过业务探测

系统平台对探测执行情况和历史情况进行查看.  

(9) 业务探测维护人员进行日常的业务探测监控

和每次业务系统上线前后进行脚本的验证, 并负责脚

本变更后的开发和修改工作, 及时更新和上传脚本.  

2.3 系统架构 

如图 5 所示, 根据对系统的功能设计分析, 可将

系统架构划分为以下四个层次:  

 

 

 

 

 

 

 

 

 

 

 

 

 

 

图 5 系统架构图 

 

(1) 数据层 

标识了业务模拟的探测对象, 探测对象没有具体

限定, 支持所有以 WEB 界面、短信、IVR、接口等方

式提供的各类服务.  

(2) 探测层 

功能包括探测监控服务, 调度管理服务. 负责管

理探测任务, 通过BAC监控管理控制端发起探测执行

指令. 被探测端BPM探测机服务器通过同步或异步方

式接收探测指令并执行探测动作, 然后把执行结果传

送给 BAC 监控管理控制端和数据库. 

(3) 服务层 

服务层是系统的配置平台, 通过流程化、图形化、

高灵活性的配置功能, 实现不同的功能要求, 满足不

同的业务需求. 探测框架与服务层相结合, 实现业务

模拟配置、调度、采集、处理、预警等端到端的管理

流程.  

功能包括探测数据处理、统计分析等. 数据处理

提供对采集探测层的生成数据进行数据转化、生成关

键指标、生成告警并进行数据入库等功能. 数据统计

对入库的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服务体验变化情况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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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体验的变化与硬件资源的关系, 作为预警和以后

扩容的参考或依据.  

(4) 展现层 

展现层为使用探测层、服务层产生的业务数据, 

根据客户要求实现多样化的界面逻辑, 对业务模拟结

果进行集中展示和分析.  

2.4 系统实现 

(1) 业务探测功能实现:  

本业务探测系统基于 HP BAC 实现, 但由于 BAC

是一套独立的产品, 其本身具有的功能虽然强大且全

面, 但并不能适应业务支撑系统运营监控的实际需要, 

并且本身不能进行二次开发, 所以本系统仅采用 BAC

产品作为探测数据采集工具, 是系统的数据来源.  

(2) 系统功能架构实现:  

整个业务探测系统是基于 J2EE 架构实现的. 展现

层采用基于MVC模式的 Struts 框架实现; 使用了Web、

EJB 以及 JMS 等技术, 基于 XML 的 portlet 配置文件可

以自由地动态扩展, 使用了 Web Services 来支持一些远

程信息的获取, 使用 Apahce Lucene实现全文检索功能. 

服务层基于 CMDB 配置管理数据库的资源管理工具, 

资源属性动态可配; 利用成熟的告警管理模块, 提供多

维度的监控方式和管理手段; 探测业务配置与状态监

控相结合, 提供灵活的的汇总查询功能.  

系统的数据库采用 Oracle10g; Web Server 采用

Tomcat6.0.  

(3) 其他功能实现:  

① 系统采用多级技术结构, 有效降低了各模块的

耦合性, 提升了稳定性. 支持调度任务的分布式部署, 

可根据需要进行扩展以支持大批量的业务探测要求;  

② 系统设计以用户为中心, 关注系统易用性、美

观性, 并使用统一的 Portal 门户实现各业务模块的有

机集成, 实现了统一登录与认证;  

③ 提供自监控模块, 有效监控自身运行情况, 有

问题时及时触发告警通知;  

④ 系统服务层提供丰富的输入输出接口. 可灵

活地与第三方工单系统、告警系统、OA 系统等进行

集成.  

2.5 应用效果举例 

某电信运营商监控中心通过建立营业厅关键业务

可用性全国探测系统, 分析全国各省分公司的关键业

务性能数据后, 发现 X 省的强制停机业务性能呈现显

著两个趋势分布, 并及时通知该省进行整改. 该省公

司经分析后, 发现停开机服务程序调用了一个没有意

义的函数, 导致停机业务性能异常且远低于全网水平; 

在 9 月中旬进行优化后, 性能由 20 秒提升至 4 秒, 达

到全国平均水平. 整改前后的性能分布如图 6 所示.  

 

 

 

 

 

 

图 6 X 省强制停机性能分布图(散点为业务在该时间

点的探测性能值) 

 

3 结语 
本文给出了基于 HP BAC 技术的业务可用性探测

系统的设计和实现. 该系统能从实际客户角度出发, 

模拟最终客户实际体验, 先知先觉发现系统存在的问

题, 以系统为中心逐步向以客户为中心转变, 提高客

户满意度. 系统在长期运行过程中, 收集历史运行数

据, 先期发现系统存在的隐患, 采取主动措施解决问

题, 使得系统从被动服务向主动优化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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