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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WF—net的工作流建模技术及应用 

宋贤钧 王炳鹏 郭 佳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兰州730060) 

摘 要 工作流系统成功的关键在于向其输入的工作流的质量，因此工作流的建模就显得非常重要。工作流网(wF— 

net)~ Petri网发展起来的一种适用于多种系统的图形化、数学化建模工具。首先它有精确的定义，其次这种形式 

化体系可以用来反思过程，所以它是一种严格的过程形式化体系。讨论WF-net的建模技术，并以办公自动化系统中 

收文为例说明其应用，并分析其在众多的建模工具中所具有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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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key of the sucessful workflow system consists in all unquestioned quality of workflow that is inputed，SO 

modeling of workflow is very important．Workflow-net is a graphics and mathematics tool of modeling that is applicable 

tO various systems and devolp from Petri net．First，it has exact definition．Then，this formalizable system is a strict 

process formalizable system，because it can be used for process of recollect．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modeling technolo— 

gy of workfolw net，and takes OAS’incept paper as an example tO show how use it，finally，analyzes the advantage of 

workflow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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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etd网 

Petri网的概念是1962年Carl Adam Petri在其博士论文 

《用自动化通信》中提出的。Petri网是一种可用图形化表示 

的组合模型。具有直观、易懂和易用的优点，对描述和分析并 

发对象有独到之处。同时，Petri网又是严格定义的数学对 

象，借助于数字开发的网分析方法和技术既可用于静态的结 

构分析，又可用于动态的行为分析。 

经典Petri网是由两类节点一库所(place)和变迁(transi- 

ti0n]，以及一组弧线(arcs)组成的双向图。不同类型的节点 

之间用弧线直接相连，同类型节点问则不能直接相连。本文 

中用圆圈表示库所，用矩形表示变迁 

定义 1(Petri网) 一个Petri网可由一个三元组(P，T， 

F)表示。其中 

(1)P表示有限数量的库所集合；(2)T表示有限数量的 

变迁集合(PNT一 )；(3)F C(P×T)U(TXP)表示一组 

弧线(表示信息流动关系)。 

当存在从 P到t的连接弧时，库所 P称为变迁t的输入 

库所，当存在从t到P的连接弧时。库所P称为变迁t的输出 

库所， t表示变迁t的所有输入库所的集合，t。表示变迁 t的 

所有输出库所的集合，‘P和P。具有相类似的含义。 

每个库所中可包含零个或多个标记(token)，本文用黑点 

表示。随着网络活动的执行，托肯的数量可能发生变化。状 

态代表托肯在库所中的分配。Petri网中，改变网络状态的活 

动组件一变迁的触发规则可归结为： 

(1)变迁t被使能：变迁t的每个输入库所P中都至少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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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托肯； 

(2)变迁t可触发：如果一个变迁被触发，则该变迁的每 

个输入库所中消耗一个托肯，并在该变迁的每个输出库所中 

生成一个托肯。 

变迁是Petri网中的主动元素，通过实施变迁，过程从一 

个状态转变到另一个状态。因此变迁经常表示事件、操作、转 

换或传输。库所是Petri网中的被动元素，它们不能改变网的 

状态，库所通常表示媒介、缓冲器、地理位置、(子)状态、阶段 

或条件。标记通常表示对象，这些对象可能是具体的事物，也 

可能是抽象的信息_1]。 

2 工作流网(WF-net) 

在Petri网的基础上，荷兰埃因霍恩科技大学信息系统系 

主任 Wil van der Aalst提出了工作流网(Workflow net，简称 

WF—net)的概念。 

定义2(wF—net) 当且仅当一个 Petri网PN一(P，T， 

F)满足下面两个条件时，被称为工作流网。 

(1)PN有两个特殊的库所i和0。库所 i是一个起始库 

所，即‘i一 ；库所 0是一个终止库所，即0‘= 。 

(2)如果在 PN中加入一个新的变迁t ，使 t 连接库所 

。与i，即：·t 一{0)，t ·一{i)，这时所得到的PN是强连 

通的。 

从上述两个约束条件可见，一个工作流网必须具有一个 

起始点和一个终止点，所有的活动与条件都位于起始点到终 

止点的通路上。工作流网中，库所对应过程中的条件，变迁对 

应过程中的可执行活动，库所中的托肯代表一个过程实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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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工作流网用来表示工作流执行结构有如图1所示的几种 

串行组件： 

并行组件： 

条件选择： 

循环组件： 

组件，在_T作流建模时可以直接采用这几种组件来构造复杂 

的执行逻辑 

● 卜— ．1 A B C 

图1 工作流网表示工作流执行结构 

用以上组件所构成的T作流模型中，被使能的任务能否 

最终执行取决于该任务上所定义的触发机制。通常，有四种 

类型的触发机制，分别是： 
· 自动触发：活动被使能时就开始执行(程序自动执行， 

无需外界干预)； 

· 人工触发：活动的执行者通过在属于自己的工作流任 

务列表选取活动来执行(能出现在该任务列表中的所有活动 

都已被使能)； 

· 消息触发：由系统外部消息(如用户登录、新邮件到达) 

来触发活动使之执行； 

· 时间触发：由控制时间的定时器来触发已使能的任务。 

以上触发机制的示意图如图2所示。在使用工作流网进 

行工作流建模期间，需要将这些示意符号标注在对应的变迁 

节点(表示活动或任务)上，以示对应的活动的激活方式。 

3 WF-net在工作流设计中的应用 

随着高等职业教育的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数字 

化校园都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数字化校园建设过程中，办公 

自动化系统是一个重要的建设项目 在对办公自动化系统需 

求分析并建立过程模型时，虽然用传统的方法如流程图的形 

式分析和设计，也可以完成一定的功能，但在很多性能方面很 

难达到软件行业的一些要求。而用 wF_net作为分析工具， 

可以确保工作流程的正确性，提高设计模块的可重用性。下 

面以收文为例来说明用w net来进行分析和设计的方法。 

J=L 函 ① 

口 口 口 口 
自动 人工 消息 时间 

图2 任务触发机制示意图 

3．1 收文业务流程描述 

按照来文单位归类，收文分为外部来文和内部来文两种 

大类。外部来文主要是政府机关、上级教育主管部门以及兄 

弟单位来文；内部来文主要是校内各单位上报学院的请示、报 

告等文件。一般而言，学院内部是党委各部门与行政各部门 

的文件处理(包括收文和发文)并行 

秘书在收到来文后，首先对文件进行臀记、编号。一般都 

会将文件编号为类似于“某某字[某某年]某某号”的形式。登 

记编号后的文件会送交主管工作的主任拟办。拟办后的文件 

可以直接送交更高一级领导(一般是院级领导)批示，也可以 

送交相关部门提出具体处理意见后送更高一级领导批示。在 

文件拟办或批示过程中，需要指定文件的主办与协办部门。 

批示完成后，文件送交主办和协办部门办理，并最终由主办部 

门返回文件的办理结果。至此，收文处理完成。收文业务流 

程如图 3所示。 

3．2 收文工作流过程模型的设计 

图 3 收文业务流程 

使用WF-net设计的过程模型如图4所示。按照其工作 

流过程模型，收文业务起始于i位置节点(由邮件触发任务)， 

系统开始检查收文状态并判断来文类型，如果是外部来文，流 

程转至位置 c2，然后由机要秘书创建收文单、填写收文单细 

El，使流程转至位置c5；如果是内部来文，由联系秘书检查所 

收文件，如不合格则发送不合格通知使流程转至位置c18，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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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流程转至位置 c5。如果无需部门预先处理则可直接将文 

件送交院级领导批示(流程转至位置c13)。文件在部门处理 

过程中，首先由部门办公室秘书转办，然后由部门领导返回处 

理意见。系统在部门领导返回处理意见后检查是否还有待处 

理部门，如有则流程回到位置 c9，再由系统自动送往其他的 

待处理部门；如果没有则流程转至c13，文件将送交院级领导 

批示。 

文件经院级领导批示时，由领导解决是否需要再送某些 

部门提出处理意见最后综合考虑。如果需要则流程转至位置 

c8由联系秘书选择需提出处理意见的部门；否则文件被送往 

在拟办(或批示)过程中指定的主办部门，同时由系统自动将 

文件送交需协办的部门(位置 c16)。最后文件由主办部门处 

理并给出办理结果(位置 c18)。最后，所有经系统处理过的 

文件在预定义的时间后自动存档。整个收文业务流程最后终 

lE于节点 O。 

图4 用wF_net建立的收文过程模型 

结束语 本文介绍了 petri网的起源及定义，讨论了由 

petri网发展起来的WF-net的定义、工作流执行结构及任务 

触发方法。以高职学院收文为背景，介绍 wF_net建立工作 

流过程模型的应用。通过此项技术，我们已成功开发出一套 

职业技术学院办公自动化系统并投入使用。通过学习和实 

践。我们认识到：使用wF-net对于复杂工作流程的设计和分 

析是比较先进和科学的，其特点主要体现在_2]：(1)提供了统 
一 的表示方法来描述系统的各个特性，对于非专业人员而言， 

在直觉上容易理解和应用，而对于专业人员来说，叉提供了强 

大而又形式化的描述能力；(2)WF-net可以方便地进行层次 

化的建模。使得复杂的问题在层次化变得比较简单，这适合于 

自顶向下的建模及各个阶段的独立验证和确认；(3)WF-net 

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比较成熟的分析方法，确保了流程的有 

效性、正确性和可复用性，缩短了软件开发周期，提高了工作 

效率。熟练运用此项技术，在保证系统安全性、合理化的同 

时，可达到缩短开发周期、提高开发效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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