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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framework to support reuse of information models by analogy The 

|ramework includes both product and process knowledgs By using analogkal reasoning．conceptual in— 

formation models csn be reused within and across application domains The architecture of a computa— 

tional tool based on the framework is descri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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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近年来 ．信息系统开发过程 中的重用技术的研 究 

与应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它可以大大提高软件开发 的 

数量与质量 用重 用方法建立系统是从已有的成份开 

始构筑 系统而不是从头开发系统。重用方法可应用于 

在系统开发 生命周期的各十阶段．包括需求设计。Mc— 

Clure在 1992年就 指出，高质量的可 重用构件能在系统 

开发生 命周 期的各阶段 中的众多同题 中得到应用 。通 

过改进 需求分折的质 量，在随后 的系统开发阶段 中的 

工作量 将大大减步。本文讨论 了一种框架用 以支持 通 

过推理 法去实现在需求 设计阶段的重 用。探讨了在概 

念信息模型处理中重用的潜力。通过类比推理 ，概念信 

息模型 能在应 用领域 内或其之 间重用 ，井弁绍了一个 

实现框架的原型工具。 

2．需求设计的重用过程 

已有的需求设计重用方法典型地分为四十基本 阶 

段 ：抽象 ，检索 ．评价和修正 ，它们的含意 为： 

1)抽象：是用与已有的构件库中那些可重用构件 

相同的方法去表示信息系统 的重要性质。需求设计 重 

用的抽象主要关心三个 主要方面 ：可重用构件，可重表 

达的模式和可重用构件 的组织 

·可重用构件由产品和过程组成。从需求文档到设 

计等 各十阶段 均包含有可重用成份 。它们构成构件 的 

方法和层次可以不同，例如数据流图，实体关系模型和 

在系统分析过程设定条件等 。 
·可重表达 的模式用于表示那些对检索 已有类 似 

系统 的重 要的性质 例如设计模式 ．横 扳 ．领域抽 象及 

表选语言如 Telos等 一个可重表达的模式通常包含 
一 个应用系统特性的信息 ．如名字 、领域范围、目的、功 

能、转入 、对象、操作和描 述。 
·可重用构件组织为一十易查找的库 有些学者在 

需求设计 重用中把重用库根据索 引性质 (如应 用领域 

和对象类型)组织为层次式的 ，也有些研究者依赖系统 

的性质 用刻面将模式分类为多重层次结构 ，两 种方法 

各有优缺点 层次结 构将搜索路 径腺定于特殊摸式；而 

刻面分类结构效率低并要求较 大的存贮空间。 

2)检索 ：就 是从可重用构件库 中将潜在的可重 用 

构件检索 出来．有许多系统特性可被做为检索 扳机如 

应用顿域 、对象、目的、状 态转换、功能等。可重 用构件 

检索 方法有很多常 用的关键词 和词典机制 是首选之 
一

。另外、豢比推理法也被引入作为多选择可重用设计 

的机制。 

5)评估 ：理解和评估 已选 出的可重用构件，选出其 

中矗合适 的 这一步 中的可重用技术较少 ，面将是否可 

重 用的判决权交给重 用者 有人提 出在需求设计重用 

中的这一阶段，图形法对可重用构件的理解有较大作 

用，应以图示法将其提供给重用者．井应附上可重用构 

件的解释和例子 ，有利于重用者的理解 。 

4)修正 ：将己选出的条件进行优化和修改以适应 

现有的应用目的。选⋯阶段主要关心应付出多大的代 

价去修改可重用构件，才能适合目的系统使用．基于知 

识、规则和启发式系统都是支持修正过程的推荐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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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个支持用类比推理法实现信 息模型重用 

的框架 

此研究的目的是调查对信息模型重剧的支持方 

法 并将主要研 究限于对需求设计重用的检索 相信这 
一 步是信息模 型重用的重要过程且是对系统支持潜力 

最大 的一步。也期望从此研 究中能提供对需求设计重 

用其 它步骤的有 力基础 支持 我们选择信 息模型为主 

要对象，固为它在应用系统中比其它模型更具通用性。 

我们研究 的问题是 给定 一个目标信息系统 ．如何能从 

可重用 的信息模型库 中检索 出已有信息模型 研究发 

现粪 比推理处理对需求设计重用是较好的方法。因此 ， 

我们用类 比推理法做为研 究的基础 

5 1 抽象 

为了检索可重用 的信息模型 ．必须将二个系统 的 

描述转换 为可匹配的表示形 式．转换过程是 在抽 象过 

程中实现 的。研究 目的是表 示模式 ，称为 应用 模板”， 

它由三种知识组成 ：特性 应 和解 法知识 
·特性知识 由一个信息系统的不同观 察面表示的 

性质组成。这些性质用作 目录线索击查哉可重用的信 

息模型 ，一般用 短术语存贮将复杂的信息 系统表示 出 

来 ，做为结果 ，我们将信息缩短为语 义单位并用它们在 

长信息存贮执中检索详细信息，为了将复杂系统模型 

化 t信息模型设计者需要一个模式 ，它的作用是支持检 

索过程基本概念 。在信息模型研 究中重要的性 质是应 

用领域 、系统对象和对象结构 ，虽然这三个性质在信息 

模型化中是最常用的 ，但附加的性质也应要考虑，因为 

不同的信息设计者可能有不同的信息特性分析方法 
·应用知识 ：类似 于 领域知识”的概念 ，领域 知识 

表 示领域的通 用概念 ，而应用知识是从特殊系统描述 

而 得到 的，应用知识包括三个基本成份 ：功能、对象 和 

关系。功能是信息系统中为满足用户需要而执行的动 

作 ；关系表示执行特殊系统功能时对象间的关系网；对 

象是信 息系统 中涉及的抽象类型。 

·解法知识 ：是可被转 换为目标 系统 的知识。解法 

知识包括可重用信息模型(产品)和在设计信息模型 中 

涉及 的信息(过程 )两类 ，解法知识 由四 个主要成蝣组 

成 系统描述 、信息模型解法、设计关系和其推理系统 

Grosz(1 992)认为需求工程由二个阶段 组成 ：获取 

和转换 。他建议首先模型化为任一概念模式 ．有一十中 

间媒介模式，其作用是 半结构化形式将问题领域的 

基本知识表选出来．然后方法知识转换为建立一十信 

息系统的基础的很好定义的模式 ，我们认 为重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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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转换中 舟模式 为概念模式的过程 中．显示应 

模板 与 Orosz的需求工 程仃为的匹配 ．很 吝易用 图示 

法表示 = 

5 2 检索 

在应用模板 中知识用于 目标系境与源系统的检索 

机制 基于推理理论产生的检索机制 ，有三个主要限制 

将影响推理检索过程：实用、结构和语义限制 = 

· 实用限制是应用横板中的特件 知识 ．也是 计划． 

目标和推理 中的重要知识 

·结构限制 ：真正的推理发生在当两种推理的匹配 

仅是基于其关系类似．而不是其对象和性质类似时。我 

们 的研究应用了结构 匹配理论 产生检索机制。结构限 

制表现为在应用模板 中的应用知识 
·语 义限制 ：支持一种可 能性。在两种推理之 间其 

关系有类似 的意 义。培出一个目标系统 ．可能有多个源 

系统与 目标系统结构匹配 。多个源系统可 能被重复调 

用 _Ⅲ0对 目标系统而言 有多个娄似意义的语义。 

我们 的研 究综台三种 限制到信 息模型重用 的领 

域 ，实用限制提供达到 源推理的检索线 索，而结}勾限制 

决定以真源推理的重 用，作 为结 果，检索机制需要二种 

匹配 ：实用匹配和结{匈匹配 ，实用匹配 目的是基于其共 

享的特性 知识确定相关候选者，结构匹配 的 目的是基 

于以应用 知识术语是关系类似的合成去选取候选者。 

为了支持用类 比法实现信息模型重用 而不是用标识类 

似法 ，我们也将语义限制用在实用和结构匹配中 

5 S 评估 

在检索步骤 之后，候选的源 系统梭修订为可重用 

的系统。为帮助信息重用者理解可重用{匈件 ，要提 供匹 

配报告并在{匈件 库中选择 和导航相 关的可重用 {匈件 

有三种方l祛可评估检索出的信息模型：图形和文本解 

释、相似度和统计分析 

图形和文本解释用于支持信息模型人 员对可重用 

模型的理解 。相似度是在 目标系统和检 索出的源系统 

问计算系统相似程度。最后，统计学方法用来比较检索 

出的不同源系统之间的相似度 。 

RIMA的目的是支持信息模型设计者将可重用信 

息模型作为信息模型化的开始，捷定是否重用 RIMA 

库中的任何信息模型，由设计者自己判断 用娄比法支 

持信息模 型重用的框架可用图显示其结构 ’ 

结束语 本文描述了需求设计中信息模型的重用 

过程和支持用推理法 实现信息模型重用 的框架 进一 

步的工作是要优化和改进原型系统 的功 能，用更 多的 

系统扩展可重用库，改进系统扩展的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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