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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SOA 信息系统的研发① 
隆益民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与信息技术系 广东 广州 510300)  

摘  要：  分析企业信息系统存在的主要问题，介绍面向服务架构(SOA)的基础原理、分层模型和实现技术，提

出一种基于 SOA 信息系统框架，重点讨论面向服务的信息系统的信息模型、系统结构、实现方法，并

给出性能分析。实践表明，该架构可以较好地实现信息系统的应用并具有良好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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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System Based on SOA 
LONG Yi-Min 

(Deptartment of Computer, Guangdong Women’s Professional Technical College, Guangzhou 51145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jor problems of many enterprises’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introduces the basic 

principle, the hierarchical model and implementation technology based on SOA. It proposes a higher 
information system based on SOA which focuses on the system information model, architecture, imple- 
mentations based on service-orient ed architecture. In the end, it gives an example of information system 
application and performance. Practice shows that the architecture has good performance in college 
application inform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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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计算机技术的持续发展提升了现代企业的管理水

平，已经渗透到了企业管理的各个角落，客户关系管

理系统、会议管理系统、进销存管理系统等等信息管

理系统都同时或者陆续地在企业得到实施。一般情况

下，各个信息系统往往是由不同的厂家开发，而且大

部分系统使用的是不同的开发工具和开发平台， 对于

企业的 CIO(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们来说，如

何很好地解决各个系统之间的兼容性并促进各系统的

数据共享，已经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难题。

企业的发展速度很快，企业规模的扩大、业务流程的

更改等都将导致各个信息管理系统的相应更改， 二次

开发对企业来可以说是一件无法避免的事情，对于企

业的 CIO 来说，如何使二次开发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企

业的影响也是企业在部署各类系统的过程中需要重点

考虑的问题。基于SOA (Service-Oriented Architec-  

 
 
ture)的架构，站在服务的角度来设计系统，可以很好

地解决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这些问题。 
SOA 作为一种系统架构的方法， 最早由 Gar- 

tner 公司在 1996 年的时候为了实现每个 IT 系统各

自的自由发展空间且又能随需共享而提出的。Gartner 
将SOA 描述为：“客户端/服务器的软件设计方法， 一
项应用由软件服务和软件服务使用者组成……SOA 
与大多数通用的客户端/服务器模型的不同之处， 在
于它着重强调软件组件的松散耦合，并使用独立的标

准接口。”[1] 
基于 SOA 构建系统主要遵循以下的一些原则：

①SOA 要求一致性；②SOA 要求简化开发；③服务

具有标准的、经过正式定义的可由计算机处理的接口；

④服务应设计为可重用。系统开发使用 UDDI (Uni- 
versal Description Discovery and Integration 统
一描述、发现和集成)机制作为创建、发布、发现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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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服务的机制，确保服务的一致性。各服务层之间通

过接口进行通信和数据传送，各接口采用通用的

WSDL(Web Service Description Language)语言进
行定义，通过WSDL 描述的接口将服务公开给核心引
擎不仅增加了服务的通用性，同时使得各应用系统核

心引擎之间的集成和通信带来极大的方便。使用UDDI 
创建服务，使用WSDL 定义服务，提高了服务的共享
性和可重用性。各服务内部之间的松散耦合使得服务

内部的更改不会影响到服务的调用。 
 
2  信息模型的设计与实现 
2.1 信息模型的设计 
2.1.1 信息交换系统的基本结构模式 
如图 1所示，这个信息交换体系把三层架构模式

的第二层分成一个信息交换业务管理组件和多个分布

式远程信息交换代理对象(在内容提供者数据服务器
或远程客户服务器执行)。这个信息交换业务组件是基
于可重配置的信息交换业务组件，配有一个叫 SMART 
PIPE(Or Policy Applicator)评估机制来优化网络的利
用。信息交换业务组件为每一个客户提供一个持久的

本地用户自定义策略的知识库。分布式数据信息交换

体系架构模式是独立于内容提供者和网络协议的。 
 
 
 
 
 
 
 
 
 
 

图 1  信息交换系统的基本模式 
 
信息的提供者，如信息终端 A把信息提供给精明

管道，客户会根据需要通过信息交换策略工厂制定出

有关信息的一个描述(信息的定义)，精明管道又把信息
定义发布到信息目录服务器，相当于把知识添加到知

识库；另一端，信息的消费者，如信息终端 B，将从
信息目录服务器上获得信息的定义，然后向信息终端

A提交获取信息的请求，信息终端 A会直接把信息传

送给信息终端 B，不经过任何中间代理。信息交换策
略组件提供功能转换和生成输出，管道同步活动的用

户和传输信息。SMART PIPE 合并管道和信息交换策
略两重功能，同步活动的用户，进行信息交换并提供

不同的功能监视或格式转换以产生信息流。客户接收

到的数据流，只包含按预定义的信息交换策略或基于

客户标准或规定格式的纯数据[2]。信息交换策略组件

(InfoExchgPolicy Component)能包含特定类型的数
据格式或转换算法。信息交换业务组件(InfoExchg 
Service Component)为分布式客户的电子商务和可
重编程性提供集中的访问控制和持久的数据库。 
2.1.2 信息交换系统的体系结构模式 
信息交换系统的体系结构由两部分组成：一个单

件和多个代理组件，如图 2所示，对应于信息交换业
务组件(InfoExchg Service Component)和信息交换
代理组件(InfoExchg Agent Component)。信息交换
业务组件是整个系统的核心模块，主要的功能包含各

种类型信息的定义、数据的采集、信息的加工、信息

的存储和信息的浏览。信息交换代理模块的主要功能

有信息的发布、信息的接收、信息的删除、信息的监

管。 
 
 
 
 
 
 
 
 
 
 

 
图 2  信息交换系统的体系结构模式 

 
2.1.3 信息交换系统的信息模型 
信息模型主要由信息描述(InfoScript)、信息元数

据 (infoMeta)、信息发布 (Publish)和信息链 (Info- 
Chain) 四大元素组成。信息描述元素描述了信息的相
关属性，有信息 ID、信息名称、信息摘要、信息源主、
信息发生时间、信息的最后期限。信息发布元素指出

信息是向谁发布的，发布的权限、发布日期、以及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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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接收者浏览信息的时间。信息链记录了信息所经过

的路线，谁浏览和何时浏览过此信息，再由谁对信息

进行重发布，是信息浏览者的一个重要参考。信息元

数据元素是对信息的直接的描述，信息元数据模型组

如图 4 所示。 
 
 
 
 
 
 
 
 
 
 
 

图 3  信息模型主干组件 
 
 
 
 
 
 
 
 
 
 
 

图 4  信息元数据模型组 
 
2.2 信息模型的实现  
2.2.1 PowerGate 系统的部署 

PowerGate 系统的部署图如图 5 所示，主要有三

个部分：信息交换目录服务器 (InfoExchgCatalog- 
Server)，用户服务器(UserServer)和信息终端(Info- 
terminal)。信息交换目录服务器运行着信息目录服务

程序和一个信息交换目录数据库。用于存放信息终端

发布过来的信息定义，并提供给其它的信息终端浏览

和读取信息定义。用户服务器运行用户管理程序和一

个用户信息管理的数据库。提供给用户登录时进行身

份验证，新用户注册。信息终端就是参与信息发布和

消费的用户，数量不受限制，只要有合法的已注册的

用户 ID 就自动成为 PowerGate 系统成员。 
 
 
 
 
 
 
 
 
 
 

图 5  PowerGate 系统部署图 
 

PowerGate系统是基于 TCP/IP 协议的 P2P 的对

等网系统。信息交换的基本过程是这样的：信息终端

用户 A 首先在自已机器上运行的 PowerGate 客户端

程序上通过用户界面定义一条信息，这条信息的定义

会先存放在本地的一个数据库里，需要发布时，先从

本地数据库提取信息的定义，再发布到信息交换目录

服务器，信息终端用户 B 从信息目录服务器接收到发

布给 B 的信息，也先保存在 B 的本地数据库里，需要

执行信息的浏览时就向 A 提交请求，如验证通过，A
就把信息内容通过 TCP/IP 协议以点到点的方式直接

传送给 B。B 拿到数据后用 PowerGate 自带的浏览器

浏览信息。 
2.2.2 PowerGate 的层次结构 

从软件的层次结构这一角度来看，现有的 Power- 
Gate 分成如下的五个层次：网络层，数据访问层、数

据处理层，数据的描述层，数据显示及操作层。如图

6 所示。 
 
 
 
 
 
 

图 6  PowerGate 的层次结构 
 

2.2.3 SQL 语句的定义、发布、接收和浏览过程 
在 PowerGate 系统里，最为关键和复杂的处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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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数据表数据的发布和浏览过程。如图 7 所示，图解

了 SQL 语句的定义，存储、提取、复合定义、发布、

接收和数据浏览全部过程。其中信息的浏览过程是一

个较复杂的过程，由信息流览模块完成。首先从

infotree.mdb 数据库里读取信息的定义，再判断信息

的类型，如果是 SQL 语句信息，先对 SQL 语句分解，

得到信息发布者的相关信息，如：发布者 ID，机器 IP
等，然后向信息发布者发送请求，得到回应后把 SQL
语句传送回去。信息发布者接到 SQL 语句后也对 SQL
语句分解，找回信息 ID，然后从 cache.mdb 数据库

里读出数据库的连接字符串，把连接串和 SQL 语句一

起提交给数据库，执行查询操作，并提取数据打包发

送给信息接收者。信息接收者收到来自信息发布者的

数据后 (可能同时来自多个发布源 )在本地的 cache. 
mdb 里生成临时数据表，执行 Globle SQL 语句读取

本地的临时表记录，产生新的数据表，这就是最终可

浏览的数据。 
 
 
 
 
 
 
 
 

图 7  SQL 语句的生成、发布、接收和数据浏览 
 

2.2.4 数据采集模块 
 
 
 
 
 
 
 
 

 
图 8  数据采集模块 

 
PowerGate 系统里可定义的信息类型是多种多

样的，如程序文件、文档文件、短消息、数据包、数

据库数据等。其中最复杂的最难以实现的是数据库数

据信息的定义，因它牵涉到数据库的接口问题、SQL
查询语言、数据库访问者的身份验证等。所以，重点

是与数据库相关的数据的采集。在项目工程里，独立

建立数据采集模块。如图 8 所示，数据采集模块又细

分为五个小模块：数据源操作、数据清洗操作、数据

统计操作、数据集合操作、数据的复合操作。 
2.2.5 XML 文档的处理模块 

整个信息交换系统产生的信息定义都用 XML 格

式来描述的。当用户通过图形界面操作定义一个信息

时，操作程序就会调用 XML 文档生成模块生成 XML
文档，XML 文档以文件形式保存在当前用户的目录下

或以数据形式添加到 InfoTree 数据库里[3]。 
设计的 XML 文档处理模型，较好的实现了 XML

文档的处理。XML处理模型是以一个独立的项目存在，

然后编译成动态链接库 (DLL)文件，由用户通过

PowerGate 界面的操作来调用这个动态链接库。如图

9 所示： 
 
 
 

图 9  XML 处理流程 
 

具体过程：PowerGate 用户操作消息定义界面，

对信息作出定义，然后把各个定义以参数形式传递到

XML 处理模块，XML 处理模块根据传递来的参数调用

DOM 或 SAX2 接口导入这些参数进行处理，处理完毕

将 XML 格式的数据流存进数据库或以 XML 文件格式

保存[4]。PowerGate 是基于 VC++的编码，所以这里

也采用了 MSXML 开发包，这个开发包同时支持 DOM
和 SAX2，调用 DOM 接口时 DOM 又调用底层的 COM
生成 DOM 对象。处理模块可以很方便调用 MSXML
库里的函数操作 DOM 对象。整个处理效率是比较高

效的。但如果 XML 文档很大时，这种处理就失去优势。

这个时候最好调用 SAX2 接口，以基于事件的方式处

理 XML 文档。SAX2 会根据程序预定义好的方式响应

或忽略某些事件，这样，处理 XML 的效率会更高。 
 
3  结语 

本文重点研究了一种面向服务的应用系统的设计 
(下转第 23 页) 



2010 年  第 19卷 第  5 期                                                           计  算 机  系 统  应 用  

 System Construction 系统建设 23 

通过表 5 与表 6 可知，从 Linpack 测试的角度来

看集群系统的整体性能比例，本文给出的集群系统的

性能比例比 2007 年 TOP100 中的国内机器高

20.5%，比 2008 年的国外机器高 9.53%，集群系统

整体性能表现良好。  
3.2 并行计算应用测试  

 
 
 
 
 
 
 
 
 
 
 
 

图 3  并行计算应用软件实测结果 
 
采用 GeoCluster3.1 地震资料处理软件进行测

试。测试环境：采用中国某海洋区域的实际一束 20
条测线，总共约 4G 数据规模进行叠前时间偏移，采

该集群系统的全部 64 个节算节点、128 个 CPU 进行

并行计算，整个集群系统 CPU 资源使用效率如图 3。
图中 Blade1 至 Blade5 为 5 组刀片，hzio01 至

hzio04 为 4 个 I/O 节点，hzm01 为管理节点。

hz01-hz64 为 64 个计算节点，其中白色部分代表

cpu处于用户模式，黑色部分代表 cpu处于核心模式。

由图可知，该集群系统在进行地震资料偏移并行计算 
 
(上接第 27 页) 
与实现方案，这种方案具备良好的封装性、松散耦合

性、可扩展性、可靠性和见效及时等特点，使得应用

系统具有更好的互操作性、开放性，实现了分布式的

数据查询与交换功能，较有效解决了信息孤岛问题，

使用信息模型后，将有更广阔的使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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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64 个计算节点的 CPU 负载均衡，基本上 100%
高负荷的使用效率，利用效率都非常高，而且大部分

处于用户模式运转，没有出现由于网络传输、I/O 等

待的瓶颈现象，该集群系统在面向地震资料处理的高

性能能计算应用方面，各子系统协同工作，整体性能

表现良好。 
 

4  总结 
根据地震资料处理对高性能并行计算的需求，本

文介绍了一种集群系统的设计与实现方案。对网络通

信子系统、存储子系统、文件系统、集群系统管理、

地震资料处理的并行计算应用部署进行了详细的设计

与实现。最后使用 LINPACK 基准测试与在地震资料处

理中的应用测试，验证该集群系统在高性能并行计算

方面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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