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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 ork／low M anagement is a fast evolving technology．many software vendors have W FM 

products available today ln the market To enable Lnter0Derab Llltv between heterogeneous workf[ow 

products and 1reprove integration ol workflow applicat LoDs with other IT services．Lt ls necessary to 

work OUt common spec L(ications．The purpose ot this paper ls to provide a framework to specifications 

Ior implementation in workIlow products developed by the W FM Coa[it Lon it provides a common Ret— 

erence M odeI”Ior worktlow management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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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官 

近 几年 来 ，工 作流管理 (Workflow Management) 

技术的研究与应用都 取得 了快速发展 ，许多软件开发 

商推 出了自己的工作 流产品。产品的繁多推动了技术 

应用的进步 ，使开发商可 把注意 力集中到特 殊的应 

用功能上 ，但同时也带来了技术的不兼容性 ，使得各种 

工作 流产品之问、工作流系统同其他应用系统之间难 

以实现互操作 因此 ，必须要有一套规范化的工作流管 

理 标准 工 作流 管理联盟 (WtMC)正是 在这样 的形势 

下于 1993年成立的。 

本文将对工作流管理 聪盟所制定的工作流产品规 

范做总体概述 ，主要舟绍工作流管理系统的参考模型 、 

它包括多个规 范 有 了这些规范标准 ．不仅可 为异质 

的工作流管理产品提供互操作能力 还 可 使工作流 

应用能与其他 的 IT服务(如 电子 邮件和文挡管理等 ) 

得到更好的结合使用，从而使在 IT业中能更有效地利 

用工作流技术。 

二、工作流管理系统概述 

工作流即为业 务流程垒部或 部分 自动化 ，在此流 

程中 ，文挡 、信息或者任务按照一 定的过 程规则流转 ， 

实现组织成员间的协调工作 以达 到业务的整体 目标 

工作流常常需要业务流程重组——对一个部 门(或其 

它业务实体)的核心业务流程进行估 计、分析 、建模 、定 

义和后续操作执行 。 

工作流管理系统(WFMS／是 一个可 完整地定义 、 

管理和执行工 作流的系统 单个业 务流程的生命周期 

长短各异 t小刊几分钟 ，大到 几天甚 至数月。因此 ，系统 

的执行方法多种 多样 ，所使用 的IT 和通信基础结构也 

大小各异，包括从小的局域工作组到跨 企业 的各种环 

境 WIMC提出的参考模型是一十建立工作 流系统的 
一 般 模型．可 将它与各种执行方法联系。 

工作流管理系统在最高层上可表现为提供三十功 

能块 的支持 ： 

·

系统创建时间功能．即工作流过程及其组成活动 

的定义和建模 

·系统运行时问的控制功能 ，即在其逗行环境 中管 

理工作流过程 ，并连续地处理组成一十过程的各活动 

· 系统运行时 间．用户与处理各活动步骤 的 IT应 

用工 具之问的交互 

过 程设计 和定义 

刨建时间 

运存 商⋯ 一 ⋯ ～ 

图1 工作流系统特性 

图1所示为工作流管理系统 的基本特性和上述三 

个主要功能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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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运行基础结构中一个重要的特征是系统能 

支持分布式的任务和信 息。实现分布式 功能可 以采 

用各种基本的通信机制，如 电子邮件、信息传送、分布 

式对象技术等 工作流运行控制服务则起 着基础结构 

的核心功能 ．包括面向用户和工作 流领域 的各种应用 

的接 E1。工作流中可能包含有需要在不同的工作流产 

品之间传递的任务。标准规范提供了对传输工作流控 

制的支持，这使得业务流程中的不同部分可以在不同 

的平 台或者于同中执行。 

三、工作流参考模型 

5 1 工作流模 型 

工作流参考模型的体系结构 ，其主要组成 部分和 

接 口如图2所示。工作 流运行控制服务 (Workflow En— 

actment Service)是参考模型的核心部分 ，围绕它的外 

部 接口 包括工作 流应用程 序接 口<WAPI)和交换 格 

式 。通过 该结构可以访同工作流系统服务 ，并控制工作 

流控制软件与其它的系统组件之间的交互。WAPI是 
一 个 统一的服务接 口．根据 不同的功能范围分 为五个 

接 口 

接口1：过程定义数据及其交换的规范 } 

接口2：支持与 用户接 L1中的桌面功能进行交互 的 

接 口 ； 

接 口5：支持与其 它备种类型的 IT应用进 行交互 

的接 口； 

接 口4；支持与不同的工作流系统进行互操作 (In— 

teroperab11I1y)的接口 ； 

接 口5：提供对混台的工作 流环境进行系统监视 、 

管理的接 口。 

以下各节将分别对工作流运行控制服务和五个接 

口规范做一点简要介绍 

固2 工作流参考模型的组成部分和接口 

5-2 工作流运行控制服务 

工作流运行控制服务是一个由若干工作流引擎组 

成的软件服务，用于创建、管理和执行工作流实例 它 

为过程实侧和活动 提供运行环境 ，解释并使部分或整 

个过程定义处于活动状态 ，通过一、两个接 口与处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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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所需的外部资源进行交互 

其中．工作流 引擎为工作流实例 的执 行提供运行 

环境。它包括以下一些典型功能 ： 
·解释过程定义 ； 
·控制过程实例——创建、激活、暂停、终止等； 
·在过程活动之间“导航”，包括穿行连续操作或并 

行操作、最终期限调度、工作流相关数据解释等 ； 
·特定参与者的登录与注销 ； 
·为用户鉴定工作项 目，提供支持与用户交互的接 

口 ； 

· 维护工作流控制数据和相关数据 ．将工作流相关 

数据从应用程序 或用户端 传送 到其它应 用程序或 用 

户 } 

·支持调用外部应用和连续任何工作流相关数据 

的接 口； 

·监视活动 ，以实现控制、管理和核查 

参考模 型在逻辑上把过程、活 动控制逻辑与应用 

工具 和最终用户端任务分开 了 选样使得制定广泛的 

工业标准 ，或者将用户专用的应用工具集成到特殊的 

工作流应用程序 中者E变为可能。 

在分布式的工作流运行控制服务中 ．存在多个工 

作流引擎 ，它们各 自控制一部分 过程的执行 ，并与相关 

的用户子集和应 用工具进行交互 。这样一个运行控制 

服务必须有共 同的命名和管理范厨 分布式工作 流系 

统需要采用特殊的协议和引擎交换格式来使操作同步 

化 、交换过程与活动的控制信息。工作 流相关数据也可 

以在引擎之间传递 。 

当使用多个 异质产 品时 ，运行控 制服 务需要 通过 

接口4把活动或于过程传送给另 一十控制服 务来执行。 

在参 考模 型中 ，这 被称为工作 流引擎交换 (Workllow 

Engine Interchange) 此外 ，还需要公共的管理和监视 

功能。 

5．5 工作滚过程定义及交换接 口(接 口1) 

此接口是位于建模、定义工具与运行时刻的工作 

流管理软件之间的过程导凡／导 出的接 口。既可以交换 
一 个完整的过程定义，也可 以交换一十子集 ——如 ，一 

组变化或一个特定活动的属性。 

目前 ，有很多用来对业务流程进行分析、建模 、描 

述和制作文档 的工具 这些工具有的是 作为工作流产 

品中的一部分 ，有的则 是一个独立部分。由过程建模 、 

设计活动得到过程定义 ，在运行时刻可 由运 行控制 

服务中的工作流引擎进行解释。 

工作流管理 联盟专 『]为此 接 口提供 了一个元模 

型，可 用它来表示对象，对象间的关系和过程定义中 

的属性 ，形成在产 品之 间交换这些信息 的基本 转换格 

式。在工作流系统之间、或者工作流与过程定义产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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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进行 API稠用，是 沛问工作过程定义的一千一般 方 

法 访问可 是读 、读／写或只写 ，可 是控制 一组在元 

模型中定义的标准对象。 

图3 过程定义基本元模型 

5 4 工作流客户应用程序接 口(接 口2) 

在要求有人员参与的活动 中，工 作表处理程序负 

责与人进行交互 。工作表处理程序既可以作 为工 作流 

管理产品的一部分 +也可以由用户 自己编写 工作流可 

集成到一般的桌面 环境中 ，为最终用户端提供统 一的 

任务管理 系统。 

在工作 流模型 中，用户应用程序与工 作流引擎 的 

交互接口中所包含的工作表的概念是工作流引鬻指派 

培 一个特定用户(或者一组公共用户)的工作项 目的队 

列 该接 口通 过采用过 程和活动标 示符、资源名 和地 

址，数据引用 和数 据结构 选择晒 信机制，使得其 具有 

足够的灵活性来适应执行方法的变化 。 

客户应用程序 API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会话 

建立 、工作液定义操作、过程控制功能、过程状态功能、 

工作表／工作项 目处理功能、过程监 控功能、数据 处理 

功能。 

5．5 唤醒应用接 口(接 口5) 

工作流管理软件要求有处理唤醒应用的逻辑 “唤 

醒 可能要穿越所 有的平 台和网络环 境。因此 ，要求 咀 

共 同的格式 和编码传递应用程序或 工作流相关数据 ， 

并可转换为个别应 用环境 的格式 基 于工作流运行控 

制服务的标准接口的“唤醒”方法程多，但都 可以棱“应 

用代理者”的概念所包含。通过一十标准的 API集与 

工作流运行控制服务进行通信，接收应用数据、信号和 

响应活动事俘，等 。应用工具和作为前端的应用代理者 

过 程可 咀直接使用这些 API 与传统应用或其它非工 

作流应用进行交互 

被嗅醒的应用可以是在工作流引擎所在的本地机 

上，也可以是相同的平台 上 或者是在 一个分开的 、可 

通过网络访问的平 台上 过程定义中包含有足够的应 

用娄型和寻址信息 ，用于唤醒应用 谚接 口主要包括 以 

下几个命令集 ：会话建立、活动管 理功能、数据 处理功 

能 。 

5．6 工作流互操作接 口(接 口4) 

此接 口支持在异质工作流 系统之问传递信息和控 

制流 系统所必频具备的互操作能力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 在～定范围内必须并能够 对过程定义‘或子集1 

做出共同的解释 ； 

·支持在运行时刻交换各类控制信息 ，在不周的运 

行控制服务之间传递工作流相关和(或)应用数据 。 

工作流管理联盟提出 r多个互操作方案 ，它们既 

可以用于 简单的任务 传递 ，也可以用 于整 十工作 流应 

用的互操作 为了在运行时刻支持不 同的运行控制服 

务，必须能够传递过程的一部分 。 

5．7 系统管理和监视接 口(接 口S) 

参考模型中的最后一个公共接 口提供了标准化系 

统管理和监视功能。它是独立的管理应 用与不 同的工 

作流领域进行交互的接 口，包括 咀下几个 类型的操作 ： 

用户管理操作 、角色管理操作 、桉 查管理操作 、资源控 

制操作、过程监控功能、过程状态功能 

此接 口使得多个工作流服务能够共享一定范围内 

的系统管理和监视功能。它支持 流经某组织的工作的 

状态全视图 ，而与其所采用的系统无关 ，还有一十用于 

实现管理功能的综合功能集，包括安全考虑 、控 制和审 

核 。 

四、现状与研究 

目前 ，市场上所出售的商业工作流管理产品越 来 

越多 ，它们裉适台处理茼单的 、基于形式 的办公 室业务 

流程 但是 ，对于更复杂的应用 如生产过 程控制或远 

程通讯服务坝0对系统有更多的要求 ，包括可靠性、自 

动强制的一致 性、高性能等等。现在 ，工作流技术 的研 

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 ： 
·工作流建模、规范和描述 ； 
·规范分析、测试、检验、评估和模拟 { 
·工作流事务的性质 ； 
·工作流系统环境中的补偿； 

·工作流的分布式运行 ； 

·动态的工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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