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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ServiceBox．an original personalized services solution based on the expanding W eb Ser— 

vice technology in an Internet environment．With ServiceBox，user can select，design and enjoy his own services collec‘ 

tion。from anywhere and at anytime．ServiceBox is a flexible and extendable system，which has been established on a 

distributed computing architecture，supporting many Internet protocols and standards such as XML，SOAP·WS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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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 Internet的高速发展与普及。互联网不仅提供了呈 

指数增长的信息，而且已经具有了基本的信息处理和管理能 

力。在 Internet上发布、获取和交流信息的新方式也已经融入 

了大家的生活。Internet环境中的个性化服务，指的是服务提 

供者向每一位用户提供有针对性的、一对一的网络服务。个性 

化服务不仅是 Internet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而且还蕴涵着 

巨大的商机。但是现行的服务无论在广度和精度上都无法满 

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每个服务提供者与用户都是一对多，而不是一对一的 

关系； 

2)所提供的服务更多地是照顾特定用户群体的共性 ，而 

不是个性； 

3)所有的服务以小集合为单位分散在不同服务提供者身 

上，用户享用服务时不具备连续性，必须一对多地联系各个服 

务提供者(如登陆各个网站)。 

我们认为，未来的网络世界，将是 Web Service的世界。 

未来的网络用户是 Web Service的最大受益者。ServiceBox， 

这个基于 Web Service的新一代个性化服务解决方案，能够 

较完善地解决传统方案的上述不足之处，为用户提供一对一 

的、满足用户需要的个性化服务。ServiceBox具有如下3个特 

点：易于访问和使用；提供的服务种类繁多、功能强大；为用户 

屏蔽所有服务细节。通过 ServiceBox，用户可以更加充分地利 

用现有的网络资源 ，能够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刻轻松地选择和 

使用 自己的Services。 

2 ServiceBox体系结构 

Web Service是自包含的、规范的、模块化的应用程序，它 

具有可描述性、可发布性、可定位性以及可被远程调用(一般 

是通过 Internet)等优良的特性。通常认为，Web Service的体 

系结构包含三个基本的组成部分：服务提供者(Provider)、服 

务中介者(Broker)和服务请求者(Requestor)。这三个部分由 

*)本文得到中科院高水平大学建设项目(KY2706)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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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基本的操作发布(Publish)、寻找(Find)和定位(Bind)互 

相联接 ，密不可分 。 ]。如图1所示：服务提供者向服务中介者 

发布和宣传服务，服务请求者在中介者处找到所需的服务后 ， 

便可以自己定位到服务提供者处，使用服务。 

图1 Web Service基本逻辑结构图 

但是这样的结构并不适合于 Web Service与一般用户的 

交互，因为用户们需要的是有可操作性和交互性的服务接口。 

ServiceBox以“充分利用 web Service的优越性 ．向网络用户 

提供新一代的个性化服务”为 目标 ，进一步扩展了 Web Ser 

vice的基本结构 ，将原来的服务请求者发展为 ServiceBox和 

Internet user(用户)的组合。ServiceBox作为向用户提供一对 
一 服务的代理者和管理者，屏蔽了 Web Service的查找和使 

用等等细节，呈现给用户一个统一的、易于使用的接口。将来 

随着Web Service的迅速发展，各种 Web service将源源不断 

地出现，用户便能享受到传统服务提供者所无法提供的种类 

繁多且更有针对性的服务。 

图2 ServiceBox基本逻辑结构图 

于是，在 ServiceBox的基本框架下，一位历史研究者除 

了可以像往常一样收发 Email外，他还可以查看世界各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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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风情；了解最新的考古动态；获得大洋彼岸详细的远古分 

析资料等等。与传统使用服务方式的不同之处在于：所有这些 

服务都是为这个历史研究者“定制”的．所有的 Service(服务) 

都是由他从 ServiceBox上选择出来，然后 自然地组合在一起 

呈现给他的。这样一种服务的组合完全是用户个性化的体现。 

按照用户的意愿，它可以是任何形式的组合 ，从对蛋白质分子 

的分析到了解电脑行情。从科学计算到阅读娱乐新闻，从网上 

购物到查看股市行情等。ServiceBox所提供的个性化服务更 

好地满足了用户们的需求。它以用户为基本出发点，重整了网 

络资源。使Internet更有弹性和活力。同时 ServiceBox并不与 

传统的或现行的服务冲突．用户在享受 ServiceBox所提供的 

个性化服务的同时，仍然可以在广阔的 Internet中畅通无阻 

地使用已有的服务。 

基于图2所示的逻辑结构。ServiceBox在具体的体系结构 

中又融入了分布式计算的模型 ，加入了中央管理系统(Ser— 

viceBox Center)和参与网站(Participating site)的概念，在提 

供新一代个性化服务的方向上又迈进了一步。中央管理系统 

指的是系统的逻辑管理、监控核心，以及数据唯一存放中心。 

参与网站是指有 自己的内容和特点，同时又充当 ServiceBox 

与用户之间接口的网站。如图3所示。参与网站作 为 Service— 

Box体系中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位于中央管理系统和用户 

之间。ServiceBox体系中可以有无限多的参与网站。用户在任 

何一个参与网站上都可以管理和使用自己的 Services Collec— 

tion，具有选择、查看、丢弃和使用 Services等基本功能，而且 

在不同网站间的使用具有连续性。用户可 以在任何一个 Set— 

viceBox参与网站上使用 自己的服务，为了保证用户使用的连 

续性和个人的隐私权 ，用户的基本信息和参数都被唯一地存 

储在中心的用户数据库中，由中心统一管理 。任何一个参与网 

站都无权查看和修改用户的个人信息。中心数据库中登记了 

所有 ServiceBox能够提供的服务，登记的服务来源于由图2 

中的服务提供者。但是中心并不负责直接调用各个服务 ，而是 

发挥参与网站的作用，将服务的使用分散到了参与网站上。每 

当用户请求使用一个服务时，中心会将此服务的详细信息传 

给用户所在的参与网站 ，由参与网站向服务提供者请求服务， 

同时保证与用户间交互的正常运行。 

图3 ServiceBox体系结构图 

举个例子：用户在一个 ServiceBox的参与网站上登陆 

ServiceBox系统，参与网站将通过中心对用户的身份进行验 

证 ，同时获得用户注册在ServiceBox上最后更新信息的一个 

加密副本 。于是知道了用户已经申请了服务及其使用情况；现 

在用户想使用其中一个简单加法运算的服务，参与网站会提 

供页面，提示用户输入相关的数据(如加数和被加数)，然后直 

接调用这个加法服务，并将运算的结果返回给用户。 

参与网站中的 ServiceBox Manager开发是很简单的。目 

前 ，参与网站只需要下载 ServiceBox的镜像页面，依照帮助 

再适当地配置系统后便可以正常运行。在将来，可以直接提供 

开发包和相关的开发准则给参与 网站，以帮助灵活地开发 

ServiceBox Manager。 

5 ServiceBox核心功能模块 

由第二部分可知，ServiceBox是构建于分布式计算模型 

之上的系统。它在功能结构上由两大部分组成 ：位于逻辑中心 

和数据流动中心的中央管理系统。以及参与网站系统。中央管 

理系统是 ServiceBox的核心，负责管理众多的信息和监控整 

个系统；参与网站提供了与用户交互的接口，并在实现分布式 

计算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其功能模块的组成结构较为简单． 

可参看文[5]。下面我们将重点介绍中央管理系统的各个功能 

模块。 

以中央管理系统为重点的ServiceBox功能模块如图4所 

示 。 

中央管理系统由6个系统组成。这6个系统的职责和作用 

分别为： 

1．用户信息管理系统 负责管理与用户有关的信息。同 

时提供相关的操作和方法集合。包括 

1)用户注册和用户登录 ，对用户的注册信息进行验证，管 

理和维护用户的状态； 

2)用户的个性化信息管理，为每个用户提供了添加服务、 

放弃已选服务和使用服务等基本操作集，同时负责个性化信 

息的唯一存储，保证用户在任何参与网站上都可以使用最后 

更新的个性化信息； 

3)浏览服务，提供按类别来进行浏览和详细浏览服务的 

功能。这个模块一般是与其他模块结合起来使用的，但是因为 

浏览功能的使用最为频繁。所以专门将它独立出来以便优化 

系统性能，为其他模块提供简明的调用接口； 

4)个性化信息统计 ，个性化信息的统计与分析在个性化 

服务方案中是必不可少的．主要统计用户选择和使用 Ser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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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es的情况，还有大多数 Services被使用的情况，从而能更 

好地引导用户进行合适的选择，也能优化用户的个性化界面 

和方法集。 

网 L
--．．．-_-一  

5)中央控制核心和服务信息管理系统接口，将用户与服 

务间的关系和操作集合封装到一个专门的模块中，能够简化 

系统的设计和实现，同时也方便维护和升级。 

用户信息管理系统 l、 

l、用户注册和登录； 

2、个性化信息管理； 

服务信息管理系统 

1．服务自动注册： 

2．服务分类和调节： 

中央控制核心 

(管理用户与服 

务的智能逻辑 ) 

3、浏览服务： 

4·个性化信息统计；．． 

5、中央控制核心和服 

务信息管理系统接口 

3、动态测试和评估； 

、 服务使用信息统计； 

5．中央控制核心和用户 

信息管理系统接口 I 

数据处理系统 

(对用户基本信息，一般服务信息，用户个性化 

信息和服务统计信息等基本数据的操作集合 ) 

数据结构，数据库系 
■ ● 

统支持模块 

用户信息，服务信息数据库管理系统 

I提供者I I
____-__．．__--__ 

囡 ‘··_··_··_·一 

囡 I_--_．___-．．一 

图中，箭头— 表示模块间调用的主动关系 (如数据处理系统调用底层的数据库管理系统】 

图4 ServiceBox功能模块图 

2．服务信息管理 系统 负责管理所有的服务信息，与服 

务提供者进行交互，封装服务查找、定位和分析等技术细节。 

它包括： 

1)服务 自动注册，在 ServiceBox系统的运行过程中，可 

以动态地往中央管理系统注册新的服务，服务注册成功后，马 

上就可以融入 ServiceBox的正常运行中，接受用户的选择及 

发挥作用； 

2)服务的分类和调节，Service的分类采用了简单的目录 

结构，每一个目录代表一种类型的服务，目录下是各个服务， 

或者可以是其他子 目录。静态的分类与动态的调节是不可分 

的，调节体制保证服务的注册、统计、在不同目录间安全转移 

等操作的正常进行； 

3)动态测试和评估 ，精细的测试和好的评估体制是服务 

信息管理系统高速、正常运行的基本要求。测试分两部分进 

行，一是在用户调用时进行测试，这样最直接有效，但是较为 

被动；另一部分是在后台运行自动测试守护进程，它随机地或 

者是按一定顺序地测试注册的服务。测试与评估总是同时进 

行的，测试得到的数据直接用于评估。 

4)服务使用信息统计，收集测试和由ServiceBox Manag- 

er调用用户相关服务后得到的统计数据，包括响应延迟，通 

讯时间等基本数据，与测试不同的是，它包含的数据更加详 

细。这些数据在参与服务评估的同时，作为基本信息的一部 

分 ，通过数据处理系统存入数据库中。 

5)中央控制核心和服务信息管理系统接口，与用户信息 

管理系统中的第5个功能模块的作用一样。 

3．中央控 核心 负责用户信息管理系统与服务信息管 

理系统正常合理的交互，以及系统的正常运转．它实际上是从 

·】1 6· 

管理用户与服务的智能逻辑中抽象出来的众多规则的集合。 

它包括用户添加服务规则，用户放弃服务规则，服务不可用时 

的处理规则，服务被频繁使用时的规则，服务注册时的处理规 

则，服务注销时的处理规则等六个基本部分。这六个部分并行 

运行，相互影响和制约，动态地保证系统的高效运转。 

1)数据处理系统 ：这是对用户基本信息、一般服务信息、 

用户个性化信息和服务统计信息等基本数据进行操作的方法 

集合 ，在实现技术上以 ADO．Net为主。这是在底层的数据库 

基本操作(如插入，删除，修改和选择)和相关的数据结构的基 

础上，为高级应用而封装的一整套数据操作方法集合。数据处 

理系统直接被两个信息处理系统调用，是信息处理的基本单 

位 。 

2)数据结构 ，数据库系统支持模块：这是为了系统信息处 

理的规范化而实现的数据结构集合 ，以及面向数据库的表、视 

图、约束和触发等属性和方法的表示，本部分是为数据处理系 

统提供规范的操作元素。 

3)用户信息，服 务信息数据 库管理 系统 ：这是以 sQL 

Server 2000为数据库管理系统的中央信息库。本部分的难点 

在于对数据流的合理分析和 UML对象建模，还有数据库中 

表和视图的个数，属性和约束等的建立．关于具体的分析细节 

可以参看文[5]。 

总结 本文通过对 ServiceBox这一全新的个性化服务 

解决方案的体系结构和功能模块的详细介绍 ，展示了 Ser— 

viceBox方案的可行性、系统的可扩展性及自适应性。简言之 ， 

ServiceBox是一个直接面向最终用户并提供一对一的服务的 

个性化服务解决方案．我们认为类似于 ServiceBox的商业模 

式C6]的兴起与流行将是未来几年内的一个大趋势。在如何更 

圈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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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模型驱动的信息系统开发与元信息系统 

梁 军 何建邦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100101) 

Information M odel Driven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System and M eta Information System 

LIANG Jun HE Jian—Bang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 001 01) 

信息系统开发经历了以计算为中心、数据为中心、对象为 

中心(数据与处理一体化)和正在发展的以模型为中心的四个 

阶段。以模型为中心的阶段的出现，使信息系统开发成为一个 

由信息模型 (Information Mode1)驱动的过程．信息模型将贯 

穿于信息系统的分析、设计、实现、配置、维护和管理的各个阶 

段 ，从而需要一个基于信息模型的、辅助和管理信息系统开发 

与运行过程的信息系统 ．即元信息系统。 

1 信息系统开发的四个发展阶段 

软件的开发经历了以计算为中心、数据为中心、以对象为 

中心(数据与处理一体化)和正在发展的以模型为中心的四个 

阶段 。 

以计算为中心的阶段，数据与程序是一体的．没有独立的 

数据库 ，主要用于完成特定的计算任务，数据各自孤立．无法 

共享。这个阶段出现了结构化设计方法和模块化技术。 

以数据为中心的阶段．数据与程序分离．数据由数据库管 

理系统(DBMS)管理．应用程序通过访问数据库 ，获取所需的 

数据并进行处理，各种应用程序共享数据库中的数据资源。这 
一 阶段出现了实体关系模型(E—R图)和数据流分析等方法与 

技术，以及 SQL结构化查询语言．主要解决数据的可重用 

(Reuse)问题 。 

以对象为中心的阶段 ，它把信息系统中所有要素看作对 

象．对象由数据(属性)和处理(TY法)构成．持久性对象的数据 

存贮在数据库中．数据库中的数据通过影射转换为软件对象。 

软件对象能更好地与现实系统中的实体对应，从而实现了现 

梁 军 博士．主要从事城市 GIS研究．何建邦 教授．博士导师。 

实世界与信息世界的统一．使软件和信息系统的建模成为可 

能。这个阶段出现了许多面向对象的分析与设计方法，最后通 

过 UML【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统一建模语言一统江 

湖【s]，为信息模型建立奠定了基础。组件(Component)和 CBD 

(Component Based Development)组件开发技术、工作流技术 

(Workflow)、Internet技术得到迅速发展。本阶段强调软件的 

可重用。 

以模型为中心的阶段．基于信 息模型开发软件产 品。 

UML作为一种标准的建模语言，用于建立软件及信息系统 

的信息模型，并利用软件工具实现软件开发的正向工程和逆 

向工程．乃至知识库的管理。系统分析与设计将更好地利用人 

们长期积累总结出来的模式(Pattern) ]。XML用于模型的交 

换与共享．SQL用于数据的定义与处理．信息模型统一存放 

在信息库(Repository)中．通过相应的软件工具构成一个元 

信息系统．元信息系统管理的数据是软件或信息系统的元数 

据。这一阶段强调模型和解决方案(模式)的可重用。 

这四个阶段反映了人类认识的逐步深入和抽象的过程。 

信息产品的生产与物质产品的生产发展过程是类似的．最初 

人们生产物质产品的过程是没有设计的．基于想象和言传身 

授．其后出现了用文字和图纸记录分析与设计的过程．随着计 

算机的出现 ．发展了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并进一步发展为 

CIMS(计算机制造集成系统)，从而使人类在物质生产过程的 

组织结构分层和分工愈来愈明显，进而改变物质产品生产的 

过程与方法。随着面向对象技术、组件技术、信息模型的发展 

以及元信息系统的出现．信息产品的生产也将像物质产品的 

好地提供个性化服务的道路上．Web Service向我们展示了新 

的可能．而 ServiceBox则让我们看到了新一代个性化服务解 

决方案的雏形 ，同时也演示了分布式体系在 Internet上的强 

大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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