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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COM／DCOM 和消息驱动的企业可重构信息系统。 

宋 豫 川，阎 春 平 ，刘 飞 
(重废戈学 制连 工程研 克所，重废 400044) 

摘 要：当前对 CORBA(Common Object Request Broker Architecture)、DCOM(Distributed Compo— 

tle~tObjectMode／)以及代理技术在企业信息系统重构q-的应用和研究是个热．董，笔者基于CON(COm- 

∞rL叽tObjectMode1)／DCOM技术基础上，提出了建立消息管理／分配机制的中问控制单元．通过消息 

驱动实现企业信息系统重构的实现方法，对于q-小企业的信息系统重构可以产生比较好的实用效果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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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面临着21世纪全球化的竞争，市场变化快 ， 

以至于企业自我调整的速度跟不上市场的变化速度， 

而且企业自身刚性的制造系统很难针对市场变化作出 

调整。因此要使企业适应动态多变的市场，满足企业 

过程重组对信息系统重构以及保护企业在信息系统方 

面投资的需求，就要求整个企业的业务过程有较好的 

柔性和敏捷性，使企业能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及时调 

整其业务过程 J。 

目前国内外对企业信息系统的重构研究较多，大 

部分集中在 CORBA(Common Object Request Broker 

Architecture)技术和软件代理技术上，这些技术对企 

业的信息系统重构特别是异构环境的重构提供了一些 

非常好的思路和方法 J。相比之下微软提出的 CO M 

(Component Object Mode1)／13COM(Distributed COm— 

ponent Object Mode1)则研究 的少一些 ，作为微软公司 

提出的与 CORBA齐名 的 DCOM(Distnbuted Compo． 

nent Object Mode1)技术 规范建立在 微软 的 COM 

(Component Object Moda1)基础上 ，虽然现在只适用 于 

微软的操作系统平台，但是在当前的企业，特别是中小 

企业以及各类开发商中几乎大量采用微软的各类产 

品，因此，无论从产品的广泛性还是开发工具的支持性 

方面，研究 COM／DCO M规范在企业信息系统重构方 

面的实现方法和应用有很强的实用性。 

1 基于 COM／DCOM技术的企业信息系统 

微软的DCOM技术规范和 OMG提出的 CORBA 

技术规范非常类似，都是一种软件组件模型．提供可重 

用软件组件和组件之间相互通信的一组标准，不同的 

是DCOM是建立在 CO M 组件技术之上的。因此基 

于COM／DCOM 的企业信息系统整个的基本功能因 

子是 COM 组件 在企业信息 系统 中引人 COM／ 

DCOM技术。首先按照企业的功能模型、信息模型等 

企业建模信息将整个企业的信息系统分解为独立的 

CoM 功 能组件 ．同 时考虑 到当前 Interact上 的 ASP 

(Application Services Provider)应用模式，将企业的功 

能分系统分为两个方面：分系统客户端的用户界面和 

分系统服务器端中间层业务组件对象。分系统客户端 

用户界面是面向最终用户的，和传统的功能分系统相 

比显得非常简洁，主要完成用户对输入输出需求的响 

应。中间层业务组件对象中的分系统功能组件则是完 

成各个分系统中的具体功能，如主生产计划组件、能力 

需求计划组件、库存管理组件等，从而形成服务器的业 

务组件对象，整个模型如图 1所示。 

对于企业的信息系统来说 ，主要的功能是要集成， 

将各个部分的信息进行集成为企业的各个方面服务。 

从模型中看出，由于企业的所有功能都是集中在中间 

层的组件对象中完成，因此中间层上的组件对象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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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行为的核心，它完成特定的业务行为，整个企业的信 

息集成就主要集中在中间层上的组件信息集成上，各 

管理信息用户 
界面 

质量信息用户 
界面 

个组件对象之间的信息交换实际上就是信息系统中各 

个分系统之问的信息交换。 

设计信息用户 

界面 

消息管理／分配机制 

中间层商务组件 

(管理、质量，设计信息功能组件) 

中问层控制单元 

网络，数据库支撑环境 

映射接口 

图 l 基于 O~M／DCOM的企业信息集成模型 

但是组件对象本身只是一个执行机构，只知道该 

做什么，而不知道什么时候做，此时再加入消息处理， 

让它解决组件对象功能的执行以及组件对象与组件对 

象之间的协同工作，通过消息的激发让组件对象知道 

在什么时候执行 ，于是模型中提供了一个消息管理／分 

配机制来完成整个组件的驱动工作。图1模型中的信 

息集成不再由各个分系统之问直接完成，而是通过中 

间层商用组件对象和消息管理／分配机制来实现彼此 

之间的信息集成，即各个分系统之间的信息不能直接 

进行交换，而必须通过图中的中间层控制单元来进行 

交换。 

由此可见在这种基于 COM／DCOM 的信息集成 

模型中，实际就是将各个分系统的功能定义为独立的 

组件对象，然后通过模型中的消息管理和分配机制实 

现各个组件对象之间的信息集成，同时根据微软的 

DCOM技术，可以完成分布式的信息集成，即可以将 

消息管理和分配机制以及各个分系统的组件对象分布 

在不同的计算机上完成，通过企业内的局域同或 In— 

iernet完成各个分系统的信息集成。 

2 基于消息驱动的企业信息系统重构 

在CORBA规范虽然比较好地解决了异构数据的 

集成，但在企业业务流程的控制和调整方面却有明显 

不足。主要问题在于应用系统在 CORBA环境下的集 

成是通过接定义口语言(IDL)实现的。应用集成的开 

发建立在开发者对 IDL接口定义的共同理解基础上。 

相关功能视图 

相关信息视图 

相关组织视图 

IDL接口定义本身并不具有知识表达和功能描述的语 

义，需要额外的文档说明，才能辅助开发人员达成对 

IDL接口定义的一致理解。因此当前大量的研究都采 

用了软件代理技术来饵决_4』，笔者则在 COMA3COM 

的支持上采用了消息驱动的方式来实现整个信息系统 

的重构。 

通过前面的集成模型可知，所有分系统组件对象 

的业务行为都是通过模型中的消息管理和分配机制管 

理的消息来驱动，而不是由用户直接驱动。组件和组 

件之闯通讯靠消息驱动来处理，即一个组件可能触发 

其他的一个或者多个组件，因此在整个消息管理和分 

配机制中其中最重要的是消息的驱动，它实际上就是 

一 个消息的触发机制，因为消息的触发顺序实际上决 

定了整个组件对象的运行流程和信息的集成。在模型 

消息机制中的消息主要分为两种 ：接口消息和连接消 

息。接口消息主要用于处理分系统客户端的用户界面 

与中间层业务组件对象之同的连接和触发，而连接消 

息主要用于处理组件对象和组件对象之间的连接和触 

发。只有在这些消息的调度之下，整个系统的信息集 

成才显得流畅、有序。当然消息的触发可以是一对一 

或者一对多的，即一个组件对象行为可以触发另外一 

个组件对象开始工作，也可以是一个组件对象触发另 

外多个组件对象开始工作，如图2所示。 

在消息机制管理下的组件对象则是完成分系统基 

本功能和分系统之间信息集成的地方。整个组件对象 

的设计原则全部遵从于微软有关组件设计的 COM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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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但是按照这种方式建立的组件对象还不能通过模 

型中的消息管理和分配机制进行调度，困此，要将通过 

微软设计的组件对象纳^到集成模型中需要经过一定 

的处理，手是笔者在其上封装一个消息触发机制从而 

形成符合模型要求的组件对象，如图 3所示。这里封 

装的消息触发机制主要用于组件对象和消息机制的连 

接，于是就可以利用消息机制调度组件对象了a 

田 2 一个组件通过消息机制触发其他组件 

消息管理／分配机制 

传统组件对象 新的组件对象 

囤 3 组件对象 的封装 

在模型中明确的提出了一个中间层控制单元米完 

成各个分系统的信息集成，而中闻层控制单元中的消 

息管理和分配机制又是整个信息系统和信息集成的关 

键。由于整个过程全部由组件协同来完成，因此需要 

考虑组件协同过程中的事物完整性问题 ，这里主要采 

用微软COM／DCOM技术中的MrS事物服务器来保 

证整个运行过程中操作和数据可靠性以及完整性，同 

时还解决了组件协调中的互锁问题 ，即防止组件触发 

过程中，可能产生由于两个组件之间的互相触发而使 

系统发生死锁的情况。 

随着市场不断变化和敏捷性的要求，必须要求企 

业的信息系统动态地控制各个分系统的的功能流程。 

而在传统企业信息系统中的流程控制一直 比较刚性， 

对企业的业务流程处理通常是通过直接控制各个相关 

分系统之间的作用关系来完成，这样，一旦企业的流程 

发生变化，或者是需求功能发生变化，那么系统就需要 

作出相应的改变才能满足企业流程和功能改变后的需 

求，这样对整个信息系统的维护要求提高了，并且企业 

也会感觉到压力，一旦企业流程发生改变，而信息系统 

的相关环节不能跟上的话 ，就会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行。 

困此只有对系统的运行流程进行柔性地控制，才能比 

较好地满足企业在流程改变上的需求，才能实现整个 

企业信息系统的重构，使信息系统即使在企业对自身 

流程进行了优化和重组后也能够很好对企业业务进行 

支持。 

根据前面提出的 COM／DCOM 和消息驱动模式 

可以比较方便地实现企业信息系统重构，以适应不同 

企业流程的需要。由前面模型可以知道信息系统的信 

息集成全部集中在中间层控制单元中完成，组件对象 

用于处理具体的业务，而消息管理和分配机制则是调 

度各个组件对象的协作关系以完成指定任务，可见只 

要能够动态地控制消息管理和分配机制即采用消息驱 

动方式，就能够动态控制触发各个组件对象的流程顺 

序，且可以控制整个系统的运行流程。因此，正是模型 

中的消息管理和分配机制使得流程的柔性控制得以实 

现从而达到对信息系统的重构。可以将整个消息的管 

理／分配机制看为是一条软总线，整条总线为开放的， 

即公开整个消息管理和分配机制的触发方式以及捎息 

的内容，这样就可以手工或者通过其他程序接口在任 

何时候调整和分配消息的触发顺序，以完成对整个信 

息系统的重构。当形成一种消息分配方案后，就实际 

对应着一条流程，改变一种消息分配方案则实际改变 

了一条流程。如图4(a)所示，虚线流程代表改变前面 

的流程，由组件 1触发组件 2的动作 ，通过对消息分配 

机制的修改可以变为实线流程，即组件 l触发组件 3 

的动作 

实际上企业业务流程的变化一般都是伴随着功能 

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信息系统的重构应该满足企业 

功能上的变化要求。在前面信息集成模型支持下，可 

以使功能的增删变得容易操作，如果删除一个功能，则 

涉及到这个功能方面的流程会发生变化，就直接通过 

消息管理机制将涉及到这个功能的触发消息删除，类 

似于从链表中删除一个元素；如果增加一个功能，对这 

部分的流程改变则首先需要建立一个实现该功能的组 

件对象，再将定义的消息触发机制封装在这个标准的 

组件对象中．然后在消息管理和分配机制中定义该组 

件对象的接口消息将组件对象连接到消息机制．最后 

通过组件前后的触发关系定义连接消息将新增的功能 

纳入到整个系统的运行流程中完成功能的扩展。如图 

4(b)所示的删除一个功能，稍息管理和分配机制删除 

图中虚线的流程分配，而增加实线的流程就可以完成 

删除更新的需求；如图 4(c)所示 的增加一个功能组 

http://www.cqvip.com


18 重庆太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OO1年 

件，则消息管理和分配机制则将原来的虚线流程更新 

为改变后的实线流程完成增加的功能。 

由于系统中各个分系统的业务功能是封装在组件 

V  

消息管理／分配机制 

4 应用实例 

对象中实现的，与其它的信息交换都通过消息触发机 

制完成，所以单个组件功能的变化和改动对其它功能 

的影响很小，对整个系统的维护性大大提高。 

组件1 ll组件2 Il蛆件3 

＼／ 
消息管理／分配机制 

图4 信息系统功能重构 

运用文中提出的方法．以某工程项目型企业设计 

部门工作流程中料单的处理流程为例进行了相应的实 

践 首先在整个企业的信息系统中定义并生成了料单 

拟制组件、料单校对组件、料单审核组件和料单批准组 

件以及料单提交组件。这些组件都由整个消息管理／ 

分配机制管理。当完成料单的拟制操作后 ，通过封装 

V＼ ／ ／ 
消息管理／分配机制 

在组件内部的消息触发机制向消息管理／分配机制提 

交料单拟制完成的信息，然后消息管理／分配机制根据 

这个信息自动触发料单校对组件以通知设计人员进行 

料单校对，以此类推，当完成料单的最终批准操作后， 

批准组件根据消息管理／分配机制触发料单提交组件． 

完成向其他部门的进行料单数据的提交工作。这些操 

作都考虑了互锁的问题，以及全部采用 MTS管理，用 

于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如图5所示。 

图 5 设计部门料单处理流程 

但是在一段特定的时期由于某种特殊要求可能 

产生辩单的最终提交只需要经过拟制／校对／批准 3个 

流程的现象，这样就需要对信息系统进行重构．需要将 

中间层控制单元中消息管理／分配机制中有关触发审 

核和批准组件的消息驱动关系修改为重构以后的消息 

驱动关系即可，而其它的组件功能以及组件之间的触 

发关系则不做任何改变，以达到不重新构建整个信息 

系统就完成信息系统的重构。改变料单处理流程后的 

操作如图5所示。 

5 结语 

根据企业信息系统重构的要求和 CORBA技术在 

流程控制方面的某些不足。采用 c0M／Dc0M技术并 

且引人消息驱动机制，提出了通过中间层业务组件对 

象和消息管理／分配机制组成的中间层控制单元来完 

成企业信息系统重构的实现方法。通过该方法可以完 

成信息系统所有的集成工作以及整个信息系统的重 

构 ，使企业的信息系统可以满足企业动态变化的需求， 

从而为企业提供更好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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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isco．plastic M odel of M agnetorheological M 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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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e~netorheological materials are a class of smart materials whose reological properties may be rapidly VⅡ一 

ied by application of magnetic field．By a simple mechanical mold，a visco—plastic model for the materials is devel 

0口ed．Itis shownthatthemod el can describethe variation 0{themechanical propertiesfortheMagnetorhe31ogical 

materials in the different magnetic neld．The result is shown that the model can characterize the mechanical proper— 

ties of M agnetorheolog~cal M aterials in plastic and v{seous variation 

Key words：magnetorheological fliud；visco-plasticity；magnetorheological effect；constitutiv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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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ppEcation and research on CORBA(Cornmon Object Request Broker Atc tecture)，DCOM(Distribut— 

ed Component Object Mode1)and agent technology in enterprise information syste工工1 ree ineerir1g are cum t 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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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i foeu8·Based Oil COM(Component Object Mode1)／DC~M technology
， the paper pr0vides how 七0 setup the 

middle control module of message management＆ distribution mechanism and the H al_z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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