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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an implemented system as an example．this paper presents a method to implement 

muhi—identifications users CSCW systems．By the proposed structure of the blackboard and the whole 

system 、the users with different identifications at different workstations may complete the sa~lle coopera— 

tire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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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CW(计算机支持协同工作)系统与一般应用程 

序的差异主要在于一般系统并不重点强调人·人交互 

和相互协调，而CSCW 要借助计算机技术来支持人与 

人的协调工作 ．近几年来．CSCW 已成为计算机研究的 
一 个新方向-得到了迅速发展t研究涉及到计算机网 

络 、多媒体 、人工 智能、面向对象技术、数据库、并行与 

分布专 用系统和十体角色简单的研翩式处理等 ．形成 
一 系列开发原型和实用型系统叫． 

CSCW 系统的研究已经过若干十阶段．形成了若 

干思想和专用方 法．艟否把这些思想和方法应 用于其 

它领域t如 MIS、CIMS系统等．是一十非常有潜力的 

研究方向。在这些系统中 ．一十根重要的特点是参与该 

系统的是形形色色身份的十体 ．而 目前 ．对 CSCW 的 

研究仍然停留在专用系统和个体角色简单的研制实验 

阶段 t大部分实用系统主要是 CSCW 支持的计算机协 

同设计系统 r对其它应用的 CSCW 系统特别是多角色 

十俸参与的系统缺乏澡人的实质的探讨和实际结果。 

本文就一十 CSCW 实验系统 ．说明如何组织和实现该 

类 CSCW 系统+如何 妥 善协 调 不 同身份 和角 色 的 

CSCW 系统的参与个体 ，来共同实现一个统一的目标 。 

本文特别着重对不同身份的多种个体参与CSCW 系 

统的支持，为企业系统生产、经营．设计不同身份者共 

同参与企业活动提供了一种思路。 

1．问磨的提出 

CSCW 指的是一个计 算机集成 系统 ，这个系统的 

组成是一些计算机工具 ，包括公 用工具和专用工具 ．系 

统的使用对象是一个完成共同任务、达到共同目标的 

群体tCSCW 系统为他们提供一个共享的工作环境和 
一 十友好而复活的人与人交互的界面 。CSCW 方法使 

·92 · 

我们根容易联想到 MIS系统 、cIMs系统的一些问题 ． 

如工作流控制同题 。这些问题的背景和 CSCW 背景有 

许多类似的地方 ．但有一个重要特 点 ．即角色多 ．参与 

十体的身份复杂，如何通过CSCW方法解决这类问题 

是一个新的探索。 

CSCW 系统 的实现一般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 自治 

的多 Agent异步 工作模式 ，这种 方式 的特 点 是灵活 

性、开放性等较好，特别是便于在不同平台．不同计算 

机环境中将使用不同机器和软件的群体集成。另一种 

结构模式就是中心控制模式 ．即基于集中式的系统结 

构方式 ．通过 CSCW 方法解决多角色协调同题采用的 

最直麓曲模式应该是中心控制模式。 

本文蛤出一个基于集中式系统结掏解决多角色协 

调同题的实验系统。该系统目的是通过模拟CSCW运 

行的各个环节．给出解决多角色协调同题的实验性的 

论证 。 

这是一个设计监督管理系统的实倒 在同上．一十 

群体要进行生产图纸设计．参加整十设计过程的有若 

干设计人员．这种系统类似 n常生产者、经营者．设计 

者参与的系统。就设计本身而言 ．多十设计人员在不同 

工作站上进行设计．图纸和设计要求在各 自工作站上 

进行显示 ．每方都有 自己的设计身份和设计标识 ．所有 

设计均在所有工作站进行显示．井可查询每一步设计 

是由哪一步设计人员进行的．设计人员之 间可以进行 

交流和肉通 ．出现冲突时可通过淘通进行解决 ．不能解 

决的递交给设 计主管．设计主管的任务是解决和协调 

设计人员之 问的冲突．并可根据 自己的经验 和设计要 

求对设计活动进行有效 的干预。主管不直接参与图低 

设计，但主管的优先级高于任何设计人员．在设计活动 

中．主管人员必须能随时控铺设计人员的设计活动．传 

、  ，／  
一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递语言信息至各方设计人员并立即在各设计人员工作 

站终端上表现或显示出来。因此 ．设计活动中任何一方 

的一个场面的终端图形硬拷贝应包括各 种信息的提 

示，图纸情况和对设计情况的要求、主管人员的提示信 

息和控制信息。因为涉及到多十设计人员参与的图纸 

设计往往是非常重要的设计活动．涉及到生产活动中 

的各十环节 ．所以设计括动除 了要受到主管的控制 之 

外．还应受到生产部门的管理和技术人员的监督，以防 

设计环节出现牧大问题。因此 ，这样的一个系统应有如 

下子系统功能 ： 

t1)设计人员设计系统 ．控制协同设计过程 

(z)自动计时与计工作量系统 ．自动控制时间 ．通 

过计工作量明确分工和设计过程 

(3)设计主管系统 ．人为控制设计人员的设计 活 

动。 

t4)管理人员评判系统有专门的观摩和专门讲解 ， 

他们均可发表言论并反馈到设计 主管。 

从以上功能上看，这是一十典型的涉及多角色协 

调的 CSCW 系统，包括了 CSCW 系统的若干同题 (1) 

系统结构同题．根据该系统的要求情况．该系统采用集 

中式结构为宜。(2)不同角色的十体协调 问题和冲突协 

调问题 。(3)不同角色的十体交互界面、语言同题 和协 

调同题。 

2．解决多角色问矗的系统方案和策略 

2 1 协调和蕾理 

集中式结构是将协调管理、数据共享、十体之同的 

通讯等功能模块均通过中心服务器来实现。十体用户 

终端主要负责界面和应用工具 。用户机和服务器之间 

是请求、服务和响应的关系．本系统的实现是通过客户 

／服务器方式 ．本系统的协调管理通过不同用户和不同 

工作站对服务器黑板_1 的控制来实现。在黑板区中提 

供不同的区域，包括： 

图1 系统框架 

①身份标志区 系统运行过程中谁是设计者．谁是 

设计主管，谁是设计管理．用户以及所在的工作站都要 

首先确定，黑板区中将给予记录 ，而这种身份的确定要 

通过相应的标志来协调。在本系统的实现中．规定了各 

种身份的权限和优先级。 

②设计情况区：每设计一步，都要及时现察其它设 

计人员的动作，根据其它设计人员完成的步骤 ．决定另 
一 步设计或作其它动作 ．必须牢牢地掌握每一方的设 

计动作．这个过程需反反复复地进行多次．而执行情况 

标志在每一步过程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设 

计 主管对设计情况的控制也是设计情况标志的主要内 

容。 

③通讯信息区：每当要给任一方一个语言信息，必 

须给定一个标志 ．使对方在运行过程中测试 出这个标 

志．井产生一十中断 ．立即在工作站终端上显示出对方 

传来的语言信息． 

④结束标志：在控制文件中，除了要包括上述区域 

之补，迁要记录设计图纸情况及其它一些必需的辅助 

信息， 

本系统的实现策略是 ，使不同工 作站的不同用户 

运 行的程序对黑板区加以控制．并且通过对渡区域的 

控制不断地向各方工作站运行的程序发 出中断和接受 

发来的中断要求，以达到能够设计、设计控制和设计监 

督．亦即能够实现在罔上进行灵活的实时通讯的 目的。 

特别是对该系统的中心用户设计人员 ．系统 在运 行一 

开始，控制运行此系统的用户就获得一个身份 ，并且在 

终端上通过图形功能显示图纸概况和设计 要求 ，然后 

分别并不断地对本用户的 动作及控制文件进行测试． 

当本工作站用户动作时 ．程序对用户的动作 加以控制． 

决定设计动作后．本工作站的程序将试图取得黑板 区 

相应医域控制权 ．将要修改的信息进行封锁而后修改 

井解锁。此后 ，直到其它设计人员或主管有 了新动作之 

前 ．程序将不断地对控制区域进行测试(即转向对其它 

方 的执行情况进行测试 )．当其 它方决定 了设计活动 

后 ．此设计步骤 必须要在本工作站终端的 图纸上显示 

出来．并且本工作站的用户还要得到继续下去的通知。 

在系统运行的整十过程中．必须不断地对黑板区中主 

管信息进行测试。一旦有控制信息传来．必须马上产生 
一 十中断 ．井立即执行，如果有异议 ．也可 向主管人员 

提 出．即可 以琏时向主管工作站交流信息。 

因此该系统的黑板是主控制部分的灵魂 ．虽然各 

模块功能不一．界面不一 ，但协调是由一十主模块来控 

制的．所有的控制、协调、通讯、调度等都是由主控制系 

统借用黑扳区来完成的． 

2 2 支持协同工作的小型台议系统 

本系统专门设计了监控和管理功能。管理人员可 

拥有监控工作台．可以观察到设计人员的设计情况．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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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的干顶情况．可由一专人进行讲解。这是一个典型的 

群体进行的议事活动．虽然比一般会议系统功能简单． 

但仍可借用有关电子会议系统的方法来实现。 

在整个监控活动中t管理人员中的讲解者可对监 

控活动的整个过程进 行控制 主要活动包括 ：①监视； 

②讲解者评讲；③其它管理人员发表评论．包括对设计 

人员和主管的评论。每一个管理人员均可提出 自己的 

评论 t也可随时查询或实时显示讲解者和萁它管理人 

员的意见 ．也可进行对话． 

讲解者在监控活动中类似会议的主席 ．每十管理 

人员如想提 出自己的意见，需征得讲解者的同意．讲解 

者有权将有关评论不予发布．也有权决定先后顺序发 

布评论者的评论 。最后反馈到设计主管。 

在整个监控管理活动中。通过专用的控制来协调 

群体的活动．管理人员使用的语言可通过两种建径．一 

是提供简单的文字编辑模块，管理人员可按要求输入 

自己的评论，然后向讲解者发 出发布申请。考虑刊监控 

中时同较紧，而图纸设计有专业术语和标准术语 ．因此 

奉票统提供了共77种标准语．因为有些标准语中有可 

变参数出现 ，所 以管理人员在提交标准语中可随意增 

加自己的数字或其它参量，固此 ．该评论语应该是一个 

引进函数概念的标准语 

为实现以上要求 ．在黑板区域 中要设置专用的评 

论区、监视区和控制区f如图2)。评论区中存贮的管理 

人员标识，评论内容、发布优先级、发布情况优先级．可 

由讲 解人动态地加以标注．监视区存贮讲解的内容。讲 

评内容要实时发布 ，控制区存贮 与设计系统通讯的接 

口信息．随时与设计系统相联系．并随时对监控和讲解 

活 动加以控制，因为监控活动的优先级应低于设计活 

动 ， 

图2 监控设计活动控制结构 

由于采用了上述方法 ．管理人员可并行地根据 设 

计情况提交评论。讲解人可根据评论价值给予优先级 

加以公布，也可变由主控模块中自动控制系统根据递 

交时『日1和发表评论效选择优先缎决定是否发布，或先 

发布或后发布 ．然后反馈到设计主管。 

用以上方法 的另一个优点是，该系统除必须有一 

个控制人之外．管理人员效是不受限制的．因为以上存 

贮方法是不按管理人员来存贮监控活动中产生的各种 

数据 ，管理人员可退出监控活动 ．也可重新获得一个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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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员身份．重新加入监控活动．而不会对整个活动产 

生任何影响。 

该功能模块对整个设计活动是可遗的。 

5．系统结构和方法评价 

在网络环境下．实现多角色个体的 CSCW 系统是 
一 个新 的尝试，比其它系统具 有接收传递信 息广瑟灵 

活能有效 调群体工作的特 点，实现这种系统必须借 

助若干方面的技术。本文提出的通过黑板控制文件的 

封锁，存取及控制三种主要标志的方法来实现 调和 

控制是一个实验性的研究 

(1)身份标志 ：对于有多种角色的 CSCW 系统 ．身 

份是非常重 要的 每一 个工作站上的用户必须首先明 

确自己的身份．并把 自己的身份通知给其它工作站上 

的用户，同时还要了解其它工作站上用户的身份．通过 

身份标志来完成上述工作，根据实现系统的效果来看， 

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 

(2)番工作站动作情况标志 了解各方的动作情况 

是这类 CSCW 活动所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CSCW 群 

体中每一方必须能及时掌握其它各方 执行动作的情 

况·否则就难以有效地进行。这些执行动作的情况可通 

过控制文件进行记录和传遵。但必须要有一些执行情 

况标击进行协调 ． 

(3)信息传递标志 ：多角色的 CSCW 有一个必不 

可少的方面 ．就是语言信息的直接交流．每一 十用户对 

其它用户的工作有什么要求、意见等．必须能及时反映 

给对方 。同标志(2)的情况一样 ．信息传递标志在传递 

语言信息时起 着引导的作 用．具体的语盲信息还要通 

过控制文件记录和传递。 

路上述外 ．控制文件中还要包括其它一些信息，但 
一 般来讲 ，上连三种标 志对于奉文提出的方法 来讲是 

必不可步的。CSCW 系统可以围绕着这些数据的封锁、 

存取、解锁及测试来完成整个系统的运行和协调。 

在实现过程中 ．应充分考虑测试周期．因为攫I试周 

期的长短往往台影响系统效果和反应时间。此外还必 

须遵循以下过程 ；1)测试车方和其它方动作；2)收到其 

它方 各方面信息后 ·进行动作(包括封锁和存取 )；3)向 

其它方发各方面消息(也包括封锁和存取)． 

这里要强调的是 ．由于每一个特 殊要求的 CSCW 

系统都有自己特殊的要求．系统的复杂程度也不一佯． 

固此需要黑板 区控制文件的大小 结构及个数也 因实 

际情况而不 同，甚至封锁数据的级别和尺 度也不尽一 

致，在实现该粪 CSCW 系统的时 候．必须根据要求和 

实际环境，灵活加以掌握 ，另外．由于出现对封锁文件 

数据的加锁和解锁同题，死锁同题也可能相应出现．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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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计阶段使用了除用例图之外的所有 UML图 

形，使用 UML可视化建模 系统在前 一阶段绘制 的图 

形基础上添加信息或增加新 的图来完成设计。重点放 

在技术实施方案的细节部分，为实现阶段奠定基础 

实现 。实现阶段实际 就是编码阶段。如果设计正 

确并且足够详细，编码应该是一项非常简单的工作 ，只 

颈将晟终的设计结果转化成某种编程语言即可 当然 

评审也是不可醯少的，这有助于提高代码的质量。在保 

证模型正确的基础上。可使用支持环境中的 UML代 

码生成系统生成代码框架 ，将建模和编码过程有机地 

统一起来 。在实现阶段，一般 不应再去建立新模型 、但 

有可能对设计 阶段所建模型进行细化或修正 在修改 

设计模型时，要保持模型与编码的一致 ，以便将来易于 

维护 。 

测试。测试的 目的是发现代码中的错误 错误包括 

功能性的(例如某个功能未实现 ，或实现 不正确)、非 

功能性的(例如运行太慢)、逻辑的(例如用户界面中的 

某些地方不合逻辑)。测试包括单元测试、集成测试 、系 

统 测试 和验 收测 试。不 同类 型的 测试 使 用 不 同 的 

UML模型作为测试依据 。(1)单元测试使用类 图和类 

的规格说明：(2)集成测试使用组件图和合作图。(3)系 

统测试使用用例图来验证系统的行为。(4)验收测试 由 

用户进行 ，验证系统的测试结果是否满足分析阶段 确 

定的需求。可使用 UML软件质量控制子环境进 行软 

件的测试和软件质量的度量。 

在测试阶段不可避免地会发现错误，对生成的代 

码进行修改后 ，可能造成模型和代码的不一致 。此时可 

采 用 UML逆向转换系统将修改结果映射到模型 ，使 

得系统的扩充、增删和维护得 以顺利进行+从而可以进 

行再次分析和修改 ．进行新一轮的开发 

结柬语 目前，我们正在致力于 UML集成化支 

持环境的开发，并已完成了其中的建模系统 。希望通过 

深入 开展有关 UML的研 究，研制基 于 UML的集成 

化支持环境，以期 促进 我国 UML技术的发展、普圾 

uML技术的应用，为我国软件产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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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十传统的问题 ，有许多解决的算法 ．可直接应用 

于这类 CSCW 系统的实现中，故不再详述 

本文提出的方法 ，是针对 用户实际情况的一些要 

求而提 出并 以一具体系统做为实例来实现的。虽然具 

体细节都与具体网有关，但此方法也可应用于其它微 

机 网及分时系统 这种方法程序的难易程度虽据 实际 

环境的要求而不一，但只要掌握和正确灵活地使用三 

种标志．解决复杂的问题会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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