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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生产管理系统业务支撑平台① 
郑浩泉, 刘士进, 闫训超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 南京 211100) 

摘 要: 本文介绍了当前电力生产管理系统的建设需求, 并充分考虑业务的未来发展, 分析了业务系统的建设对

业务支撑平台的诉求, 基于此阐述了业务支撑平台的定位和特点, 最终对业务支撑平台的设计思想和实现思路

进行了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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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xt introduces current construction requirement of power production management system, fully 
considering future development of business, analizing the requirement of construction of business system which for 
business support platform, on which, the text expounds position and feature of business support platform, and finally 
discussing design idea and implementation approach of business support platform in 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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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力 生 产 管 理 系 统 (Production Management 
System, PMS)是国家电网公司“三集五大”体系建设中

的“大检修”体系内容, 支撑运维检修全过程精益化管

理和电网资产的全寿命周期管理, 覆盖国网公司运维

检修业务, 贯穿生产管理全过程, 提高国网公司生产

管理水平. PMS 为总部、省公司二级部署, 总部、省公

司和地市(县)公司三级应用[1].  
在 PMS 的建设过程中, 为了加强风险管控, 灵活

支持业务变革和创新, 整合资源并节约开发成本, 将
应用系统构建在一个具有高性能、高扩展、高安全、

易管理的业务支撑平台上, 并通过这个平台实现 SOA
的业务目标. 应用系统本身更多地关注于对业务本身

的实现以及客户体验的完善, 以实现用最优的架构和

最少的代价快速响应前台需求.  
PMS 业务支撑平台提供了多种开发组件、插件和

服务, 对整个项目的开发提供了全面、快捷的支撑. 本
文从介绍 PMS 的主要功能需求出发, 列举了 PMS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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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应用对平台的总体要求, 并阐述了平台的总体结构、 
技术特性和实现过程.  
 
1 功能概述 
1.1 业务功能简介 

PMS 业务功能架构可分为标准中心、电网资源中

心、计划中心、运维检修中心、监督评价中心和决策

支持中心这六大中心, 结合横向的数据共享与业务协

同, 实现资产全寿命管理.  
PMS 作为整个电网企业管理的核心业务, 涉及

众多部门和专业, 跨部门、跨专业系统的业务协同不

可避免. 通过与电网规划、基建管理、调度管理、营

销管理的数据共享和业务集成 , 实现设备(资产)从
规划、安装、运行、退役、再利用直至报废的资产

全寿命管理. 通过与 ERP 人资、财务和物资的横向

贯通 , 实现设备(资产)运检成本归集和资源的优化

配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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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业务支撑平台需求 
PMS业务支撑平台包括可复用的软件开发框架和

组件, 是一套独立的软件基础架构, 是开发、部署、运

行和管理 PMS 业务应用的基础. 基于 PMS 业务功能

需求, 对业务支撑平台的总体要求有:  
① 提供柔性、统一和易用的模块化框架;  
② 具备基于业务语义的模型描述和执行能力;  
③ 具备支撑大规模业务应用开发和运行的能力;  
④ 提供直观、易用、灵活的应用展现交互方式;  
⑤ 具备对业务应用运行状态的智能诊断、调优和

监控能力;  
⑥ 提供基于云模式的企业应用开发与运行环境;  
⑦ 具备与国网一体化信息平台其它组成部分的

深度集成能力.  
 
2 总体架构 

PMS 业务支撑平台可分为技术平台、业务平台、

集成平台三大部分(图 1).  
 
 
 
 
 
 
 
 
 
 
 

图 1 平台总体架构图 
 
2.1 技术平台 

技术平台运行在软件基础设施之上, 用于提炼各

业务应用共有技术, 整合成为基础开发平台, 它可以

统一各技术开发团队开发规范和技术路线, 在软件设

计、开发、运维和管理的各个阶段提供支撑. 其作用

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 一是收敛技术路线, 提高开发

复用度; 二是降低开发难度, 提高系统交付效率; 三
是加强对技术团队的管理[3].  
2.2 集成平台 

集成平台是将企业内部各种不同的管理信息系统

以及各种企业技术标准规范相结合, 消除各应用之间

的信息孤岛, 将 IT 资源整合为一个整体应用, 并进行

信息的共享和业务的协同[4]. 对于 PMS 业务应用而言, 
集成平台的作用主要有三点, 一是将与外部业务系统

的接口进行扎口, 便于统一管理和监控; 二是屏蔽业

务应用与国网一体化平台、商用套件集成的技术细节; 
三是对接口服务、服务提供者、服务消费者三个实体

的行为模型监控[5].  
2.3 业务平台 

业务平台运行在技术平台之上, 并通过集成平台

与外部系统进行交互. 业务平台中运行的业务模块组

件, 一方面具备鲜明的业务属性, 只适用于特定业务场

景, 另一方面还需要整合同类业务框架, 收缩分散性.  
生产管理系统的信息化建设历经多年的发展, 业

务需要基于模型快速构建、沉淀积累与演进优化. 通
过业务平台, 基于组件标准、软件架构规范、软件过

程体系、项目管理体系等方法规范, 将业务组件沉淀

为知识库、技术组件库、业务组件库等资产与知识.  
 
3 设计实现 
3.1 逻辑功能架构 

PMS业务支撑平台提供应用系统开发的集成开发

工具: IDE 与平台 SDK, 提供与业务系统松耦合的公

共服务, 提供业务系统运行的平台容器(图 2).  
 
 
 
 
 
 
 
 
 
 
 

图 2 逻辑功能架构图 
 

基础设施是平台的共性技术支撑模块, 包括整体

的编程模型、服务框架等. 其中以微内核作为平台的

核心模块. 其他技术模块建筑在微内核之上, 提供平

台基础功能工具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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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套件是对生产系统的业务功能进行细分后抽

象出来的核心组件、公共组件以及应用功能组件. 采
用基于组件的设计模型, 减小系统的复杂度, 使系统

具有更好的性能和可靠性, 同时提高了组件的重用性.  
集成包是由平台提供的与一体化平台、其他业务

系统的接口封装组件, 业务系统通过配置启用这些集

成组件, 自动具备与其他系统集成的能力.  
业务系统开发人员利用平台 IDE、SDK 完成业务

系统功能开发. 业务应用功能组件部署在平台容器中, 
依赖平台提供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构成完整的业务

系统.  
3.2 分层架构 

平台采用分层架构设计实现, 运行时从用户界面

到数据存储经历多个功能层次的交互, 依次进行数据

展现与输入、数据传输与接入、服务请求派发、业务

逻辑执行和数据持久化操作等多个阶段.  
平台运行时逻辑上可以分成展现层、服务交互层、

业务逻辑层、持久层(图 3).  
 
 
 
 
 
 
 
 
 
 
 
 
 
 
 
 

图 3 分层架构图 
 

① 展现层主要包括业务页面、平台展现框架. 平
台展现层提供各种页面组件用于构成业务页面.  

② 服务交互层包括运行浏览器中的通信客户端

和运行于服务端的服务接入点. 服务交互层提供用户

请求数据的格式化、传输、封包与解包, URL 处理的

派发等功能 . 平台内部服务调用支持 RESTful、
BlazeDS, 平台为系统间集成提供 Web Service 支持. 
平台内部服务调用数据以 JSON 格式序列化. 服务端

采用 Spring MVC 中的 DispachServlet 进行请求派发.  
③ 业务应用系统的业务逻辑组件以及平台提供的

标准逻辑组件、公共服务代理构成业务逻辑层. 平台服

务门面将在业务系统运行环境中暴露公共服务接口, 这
些接口可以被业务逻辑引用, 也可以通过服务交互层暴

露给客户端调用(解决浏览器 HTTP 请求跨域问题).  
④ 持久层通过集成 Hibernate 提供数据持久化、

数据访问能力.  
3.3 关键技术路线 

(1) 架构选型 
 平台采用分层技术架构.  
 平台采用面向服务(SOA)的架构, 提供 RESTful

风格的服务, 通信协议采用 HTTP(S), 数据格式采用

JSON.  
(2) 技术选型 
 Web界面展现技术: 采用成熟界面展现技术, 包

括 Ajax、JSP、Flex(4.1 版本)等. 支持 IE7、FireFox3.6、
Chrome 12 或以上版本, 采用插件技术兼容 IE6.  

 服务端开发技术: 选择 Java 路线, JDK/JRE 1.5, 
Servlet 2.4/Jsp 2.0(Java EE 1.4 标准).  

 统一采用 UTF-8 编码.  Java 代码、客户端组件、

数据序列化等相关文件、数据统一采用 UTF-8 编码.  
(3) 中间件 
中间件支持Tomcat6.x、Weblogic9.2.x及以上版本; 

支持其他符合或兼容 Java EE 1.4 标准的容器.  
(4) 数据库 
数据库采用 Oracle 10g, 支持国产数据库达梦、金

仓等.  
(5) 开源软件 
 选用 BSD、Apache Licence 2.0、LGPL、MIT 协

议的开源软件;  
 日志组件: Log4j;  
 组件容器: Spring3.1.1;  
 模块化容器: Equinox3.5;  
 连接池组件: DBCP;  
 ORM 组件: Hibernate 3.2.6;  
 定时调度组件: Quartz 2.1.5;  
 通用组件: Apache Common (httpclient,io,codec 等).  

(下转第 2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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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一个 String 类型的属性, 用于存储文档内容, 这样

拦截器不仅可以作用于不同的 action 类, 而且还可以

直接应用于不同的 web 项目.  
 
4 结语 

本文针对在线文本编辑器 FCKeditor 在 java EE 平

台上的应用, 提出一种使用过滤器或拦截器机制对上

传附件自动清理的通用方法, 并对该方法的设计思

想、实现技术及软件实现进行了详细介绍, 该方法的

主要优点是:  
(1) 利用 servlet过滤器和 struts拦截器实现类具有

模块化设计及声明式配置方式的特点, 使代码具有很

好的重用性和可移植性.  
(2) 不需要改动编辑器组件代码, 也不会污染业

务逻辑组件, 易于实现.  
(3) 附件的清理工作由系统自动完成, 对用户是

透明的, 更为安全可靠.  
本文主要以 FCKeditor 编辑器自带的文件管理器

的应用为例, 作为 FCKeditor 升级版的 CKEditor 中不

再自带文件管理器 , 要实现文件上传功能 , 可以在

CKEditor 中集成 FCKeditor 的文件管理器[12], 或者使

用 CKFinder 插件, 或者使用其他任何一种文件上传组

件, 也就是说, 如果使用其他文本编辑器或是其他文

件管理器插件, 只要能获得返回客户端的响应信息, 
过滤器的方法仍然是有效的(由于不同的组件返回的

响应信息不同，需要修改提取附件的方式). 
另外, 如果不使用 struts 框架, 而是使用 servlet 处理

请求和返回响应, 可以将拦截器的功能移植到过滤器中.  
 
(上接第 229 页) 

4 结语 
本文讨论了构建 PMS 业务支撑平台的目的和意

义, 对平台的总体架构、设计思路和关键技术路线进

行了详细介绍, 目前平台对 PMS 业务应用系统的开

发、运行、部署和管理进行了全面的支撑. 与不基于

平台构建的业务应用系统相比, 平台在提高业务应用

系统技术架构的一致性、充分共享和整合研发资源、

提高软件开发质量和服务水平、降低建设与运维成本

等方面效果非常显著, 并可满足 PMS 一级部署、高性 

能数据处理等未来新的业务应用需求.  
 

本文提出的附件管理方法已在自主开发的网络教

学平台中得到有效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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