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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实时证券监管系统是基于客户机Q服务器

$AQ+% 模 式 的!通 过 远 程 过 程 调 用 或 消 息 传 递 等 方

式’"!7( 进行远程通信!由于数据传输量大而目前证券网

络带宽较小!导致系统实时性差!影响了证券业务的正

常进行" 移动 EO3,-技术集智能 EO3,-&分布式计算&
通信技术于一体!提供了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和开放的

计算模式!更适合于提供复杂的网络服务" 移动EO3,-
最有效的应用之一就是分布式信息检索!尤其是在移

动信息处理情况下的应用" 通过利用程序代码到数据

端的移动!移动 EO3,-技术能够降低在每个单个步骤

的潜伏时间!避免媒介数据在网络之间的传输’?( "
本文将移动 EO3,-技术&U,-2H2OZ技术和数据挖

掘技术引入到实时证券监管系统中!对原系统进行了

重新的设计!提出了一种基于移动 EO3,-和 U,-2H2OZ
的实时证券监管系统模型!该模型很好地解决了原系

统中存在的问题"

"!实时证券监管系统模型

系统模型包含三个子系统!分别为客户端子系统&
监管中心子系统和营业部子系统$如图"%"

在该模型中!每个子系统均包含一个移动 EO3,-
中间件平台!该平台为系统内的 EO3,-提供创建&运行

和销毁等EO3,-生命周期活动的环境以及其它有关的

服务" EO3,-之间以 W)LEEA‘作为通信协议!所有消

息和数据用g\‘表达!并将这些消息和数据存放到系

统智能目录系统)*+$),-3HH1O3,-*1.34-2.Z+Z0-3G%中"

6"!$;LOEO3,-T%nlMf,.9B8

智能目录系统不仅包含这些消息!它还存放移动 ET
O3,-所需要的代码库!EO3,-的特征信息!以及 g\‘的

文档类型定义$*I*0%"
"("监管中心子系统

该子系统是整个实时监管系统的核心!实现基于

W)LE标准进行相互通信的基础架构!并具有创建和部

署EO3,-的功能" 在该子系统中!存在四个 EO3,-!分

别是调度 EO3,-!监控 EO3,-&协调 EO3,-及 U,-2H2OZ
EO3,-"

$"% 调度 EO3,-管理 EO3,-平台的活动!包括创

建&删除 EO3,-!负责营业部移动 EO3,-平台的注册以

及监视EO3,-从一个平台向另一个平台的移动!同时

还维护着系统中当前所有EO3,-的索引"
$7%监控EO3,-周期性地和智能控制 EO3,-&数据

采集EO3,-和协调 EO3,-通信!从而收集这些正在运

行的EO3,-信息!并按照一定的组织方式将这些信息

写到信息库中" 当数据采集 EO3,-发生意外事件$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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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异常死亡%需要恢复时!监控EO3,-可以通过查询信

息库!将数据采集EO3,-恢复到最近的状态"
$?%协调EO3,-为系统内的EO3,-提供黄页服务!

是EO3,-目录管理者" 其他 EO3,-可以向该 EO3,-注

册服务!也可以通过该 EO3,-查询某种服务的提供者

EO3,-"
$’%U,-2H2OZEO3,-专门为其他 EO3,-提供 U,T

-2H2O服务!保证所有 EO3,-对通 信 语 言 有 一 致 的 理

解!实现语义上的一致性" 为了向其他 EO3,-提供服

务!它必须在协调EO3,-上注册"
"(7 营业部子系统

该子系统只有数据采集EO3,-!该EO3,-是一个移

动EO3,-!由调度 EO3,-创建并移动到营业部子系统

中!负责实时过滤证券交易信息!并将收集的违规信息

实时上传给监管中心"
"(? 客户端子系统

该子系统负责和用户的交互!只有人机交互 ET
O3,-" 该EO3,-是一个静态EO3,-!在客户端启动后自

动运行!提供用户登录验证&设置监控阈值及查询违规

数据等服务"

7!系统中EO3,-的结构

系统中六种类型 EO3,-分布在三个子系统中!共

同协作来完成实时监管的任务" 而每个 EO3,-可以用

如图7所示的通用结构来构建"

67!EO3,-T2Q:;

图7中的每个 EO3,-都包括 EO3,-协调器&EO3,-
通信接口和 EO3,-功能体" EO3,-协调器是 EO3,-相

互通信的控制中心#EO3,-通信接口为EO3,-与人或其

他EO3,-的通信提供了一个转换接口#EO3,-功能体则

包含了完成具体任务的 EO3,-代码!只有人机交互 ET

O3,-才有]f)图形界面"

?!系统结构实现的关键技术

?("EO3,-之间的通信

在基于移动EO3,-的实时证券监管系统中!EO3,-
之间的通信采用的是 EA‘$EO3,-A2GG/,14:-12,‘:,T
O/:O3%通信语言" EA‘是 W)LE’’( 提出的!包括传递的

消息格式&消息内容的表示及通信的动作以及交互协

议的描述" 如)
$.3j/30-
)03,;3.$ :O3,-91;3,-1B13.) ,:G3;:-:]:-M3.1,O

p0-24>*3C") "#&&QaE*R%
).3431̂3.$03-$ :O3,-91;3,-1B13.) ,:G3G2,1-2.T

1,O\:,:O3.pM20-) "#&&QaE*R%
)42,-3,-m$ $ :4-12,$ :O3,-91;3,-1B13.) ,:G3

G2,1-2.1,O\:,:O3.pM20-) "#&&QaE*R% 5:.,-/.,2̂3.
$0-24>+M:,O8:1% %

) H:,O/:O3B1C:90H
) 2,-2H2OZ-/.,2̂3.5:.,1,O
) C.2-242HB1C:9.3j/30-
) 42,̂3.0:-12,91;m"m
在上面的消息中!营业部数据采集 EO3,-的名称

为 ;:-:]:-M3.1,O! 调 度 EO3,-名 称 为 G2,1-2.1,OT
\:,:O3.!数据采集 EO3,-位于机器名为 0-24>*3C"的

计算机上!端口号为 "#&&!调度 EO3,-位于机器名为

M20-的 计 算 机 上!端 口 号 为 "#&&" ;:-:]:-M3.1,O向

G2,1-2.1,O\:,:O3.发送了一条通信动作为P3j/30-的
消息!该 消 息 遵 守 W)LE9PRbfR+If交 互 协 议!要 求

G2,1-2.1,O\:,:O3.收到消息后!针对单笔股票成交量

超标执行一个名为5:.,的行为" 5:.,的行为在 U,T
-2H2OZ的 *-/.,2̂3.5:.,1,Om中 定 义! 该 行 为 要 求

-./,2̂3.5:.,1,O对 上 证 所 股 票 交 易 单 笔 超 标 进 行

报警"
?(7 EO3,-的恢复机制

为了保证数据采集 EO3,-可靠运行!在每一数据

采集EO3,-运行的主机上!均有一后台挽救进程与之

对应" 挽救进程负责监视数据采集 EO3,-的生命周

期!并以一定周期通过预定的端口定时检查数据采集

EO3,-的状态" 当数据采集 EO3,-在规定的时间内没

有响应!挽救进程加快发送信号的频率" 如果数据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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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EO3,-仍然没有响应!在发送一组信号后!就假定该

EO3,-失效" 此时挽救进程在操作系统进程表中查找

有无该EO3,-对应的进程!如无则挽救进程通知调度

EO3,-重新创建数据采集 EO3,-!并用 )*+中保存的该

数据采集EO3,-最近的信息进行初始化!再分派到证

券营业部中"
上述机制要能正常进行!前提是确保挽救进程始

终活着" 因此!与挽救进程周期性地检查数据采集 ET
O3,-相似!数据采集 EO3,-反过来也以一定的周期通

过信号检查挽救进程的状态" 当然重新实例化挽救进

程的工作由数据采集EO3,-来完成"
?(? 数据采集EO3,-的设计

设计思想)该 EO3,-能对营业部的客户进行自动

聚类!将客户分为特户&大户&中户和散户!给分类后的

客户打上相应的标记" 数据处理时!先判断采集数据

的客户类别!再将采集数据$如单笔成交量%与该客户

类别相对应的阈值进行比较!判断是否是违规数据!如

果是则上传至监管中心" 为了实现客户自动聚类!在

该EO3,-中引入了改进后的层次聚类算法"
以下是该算法进行客户自动聚类的过程)
"% 数据的预处理

使用数据库工具对营业部交易数据库进行数据清

洗&转换生成了客户聚类分析所需要的A/0-2G3.AH/0T
-3.1,O事实表$如表"所示%"

{"!A/0-2G3.AH/0-3.1,O‘%{

!!将所得数据进行标准化!再利用相关性分析将客

户聚类相似度公式构造为)

!!在式$"%中!G1表示资金规模$资金余额 Y证券市

值%指标!,表示该指标的影响因子!值为#(7?7@#41
为佣金收入指标!-表示该指标的影响因子!值为#(
’&’@#:1表示息差收入指标!)表示该指标的影响因

子!值为#(##@"#B1表示操作频率指标!.表示该指标

的影响因子!值为#(7D%?" 下面根据上述内容对客户

数据进行聚类"
7% 执行客户聚类分析!具体算法如下)
设定)客户集合]N.O"! O7! (((! O1! (((! O,0!

其中!O1为单个客户!以资金账号字段$JaJ8%标示"
$"% 将]中的每个客户看作是一个具有单个成员

的类 41N.O10!这些类构成 ]的一个聚 类 AN.4"!
(((! 41! (((! 4,0#

$7% 根据加权的聚类相似度公式$式$"%%计算 A
中每对类$41! 4_%之间的相似度;$41! 4_%#

$?% 选 取 具 有 最 大 相 似 度 的 类 对 :.OG:h01G
$41! 4_%!并将41和4_合并为一个新类4>N41,4_!从而

构成]的一个新聚类AN.4"! (((! 4,9"0#
$’% 重复上述步骤!直至 A中剩下最后一 个 类

为止"
通过上述计算!建立一个表示客户聚集关系的生

成树" 经过对聚类过程的进一步分析!取第,9?层的

四个类别作为营业部的客户分类"
本文使用上述算法对营业部中具体数据进行了测

试!测试结果如表7所示" 通过将表7的聚类结果与

人工划分的训练集比较!共有@7&个账号发生了类别

迁移!迁移率为7k!即客户聚类的准确率为&$k!由

此可以证明该算法在客户自动聚类方面是有效的"
{7!VKNOCLPRO~:>

?(’ U,-2H2OZ
为了保证EO3,-在交换消息时能相互理解!EO3,-

之间必须在领域的模型上或至少在彼此交换信息所涉

及领域的模型上取得一致" 在解决特定问题的多 ET
O3,-系统中!需设定一个专门的 U,-2H2OZEO3,-为其

他EO3,-提供以下服务)发现公共的 U,-2H2OZ’@( 以便

用来访问#向协调EO3,-注册&更改一组公共的U,-2H2T
OZ#促进两个通信EO3,-之间共享本体论的一致性"

应用EO3,-$如数据采集 EO3,-&调度 EO3,-等%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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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U,-2H2OZEO3,-可以方便地访问到自己所需要的

U,-2H2OZ!其服务模型如图?所示"

6?!U,-2H2OZQPB8

’!结束语

实时证券监管系统具有实时性&分布性和并行性

等特点!本文将\261H3EO3,-技术&U,-2H2OZ技术和数

据挖掘技术引入到系统的设计中!使系统在满足以上

要求的同时还增加了智能性的特点" 该系统具有很强

的可扩展性&适应性和实用性"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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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结语

复杂产品企业的经营运行多为订单设计方式!且

其订单产品多为大成套&专用&单件&小批&多品种’U( "

面临顾客化的市场需求!企业往往采用大规模订制地

缩短产品的设计和开发周期!使企业能够对市场的变

化做出快速反应!达到提高企业竞争能力!提高经济效

益的目的" 本文提出的基于模板&模块&规则约束的产

品配置模型!是采用参数化产品模型的方法建立的!它

利用*模板&模块固化!产品族属性&具体产品特征属性

参数化+的方式!能够快速&方便地得到具体产品的结

构信息!大大方便了产品 [b=的配置!对企业实施大

规模定制有一定借鉴意义"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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