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个平台之上，实现 IDL语言列 c语言的映射． 

ObjeetB~roker作为一个集成工具来实现，它允 

许用户将CORBA技术很容易地集成到现有体蒹结 

构中t使其相应客户，服务器环境迁移t已有应用通 

过所写的 C语言封袭方式集成到ObjeetBtoker中 

去． 

(3)mM 的 D90M 基于其SOM(SystemOb- 

ject Mode1)之上．s0M 以一种库工具箱的形式提 

供，它可以用来方便地创建应用需要的=进捌英库． 

Df；0M提供了一个分布式擂架．使用 SOM -r具箱 

来实理ORB．Df；0M吏持两种类型的分布式处理， 

支持单机上的多进程操作的工作坫 Df；0M 和支持 

嗣终环境下的多机系巍的工作组D8OM，其中工作 

组Df；0M才是遵从c0RBA蜘I直的宴现． 

(4)东南大学研究现状 东南大学计算机秉哪 

终研究宣嵌靠它在网络、分布式处理和蒹统，I戚方 

面长期从 事研究的基 础和经验，现在 正在 研究 

CORBA规穗殛其实现．基于CORBA蜘秸面向并行 

工程的j|成挂集可行性论证报告在田内多豪大学和 

研究所的合作下，已经通过了田豪。863 ：眦 S专袁 

组组织的评审t计期实施亦已开始 ，相信不久将会有 

道方面的系统实现同世． 

基于 CORBA蜘秸实现的系统集成和应用开发 

环境在袭田企业中将套有潜在的巨大的应用莳量， 

它能謦在盘业嚣步实现生产和警理的自动化，提高 

劳动生产率、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尊方面起刊胡概的 

推动作用 ．并且基于c0RBA规穗实现的集成系统 

在处理已有应用和系统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I用户 

无需抛弃已有的应用·只要在已宥的应用之上实现 

一 些进当的接口，就蕾集．吐到 CORBA菜绕中，从而 

对企业已有的投资培予充分的保护． 

束来的基于 GORBA规范的系统应谖是一l十能 

跨越不同地理位置、窜越不同网络蒹统．屏蔽实现细 

节，实现避明传输、集成不同用户特长的基于客户， 

腰务器模式、面向对泉、开放的分布式计算集成环 

境．其组成如图5所示． 

用 

戈 

研  

所 

企业 

匾囫 匦巫亟圆  

圈 S 未来可能的基于 c【)RBA 

规范实现系坑的组成 

结束语 CORBA规I直是开放分布式处理发晨过程 

中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它继承了RPC和DcE的长 

处和舟布处理设计思想，改变了实现手段和方法，补 

充和完善了开放分布处理的体系结构，引入了代理 

的新鼍念·使得开放分布式处理能謦适应当前新的 

应用需求，为进一步的集成，共事以及台作向曩提供 

良扦的解决基础．融着对CORBA规穗的认识和 

OMG组飙对其他OMA组成都1分倒定规I瞽，COR- 

BA规箍台在更多的场合发挥其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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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柬语 本文论述了采用Ohat／Serv~结构 

的智能信童集成和工作洗技术来实现的鲁娩化幢导 

决簟支持原型．谶厦型的曩理和方法在中田疆州正 

泰集团公司 CIMS工程和决策瞥理系统的设计实施 

· 20· 

过程中已得刊证明和运用．理论和实践都证明．采用 

／s|h盯结构的智能化瓤导决策支持最型来辅 

助实现企业CIMS信意的集成和鲁娩警理可以正规 

有技地利用企业CIMS中的信息．徼解决鲁镌化计 

算机辅助决策支持中的许多赡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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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The keyto realizeIatelllsentLe~!．erD s n Supportis∞Ieali跣_m忱g吼ted con~ro|and 

management of the departments’workflow and distributed information in the Corporation．Using 

technology of integrated management and workflow，this paper proposes 8．n intel ent leader ded． 

sion support modd with structux-e of Client／Server．The structure 0f the model using in CIMS is 

alSO diSC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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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和垒球市场的快速变化与 

激烈竞争．使得利用信息网络和计算机智能管理来 

提高工作效率、获取市场并赢得竞争已成为现代企 

业的发展趋势．实现计算机智能化管理的一个关键 

是计算机辅助的智能化领导决策支持。目前，企业范 

围内实现的领导决策支持系统大部分是以特定的数 

学模型为基础在一定的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 

和知识库管理系绕上直接开发的．由于应用系统直 

接像赣于具体的操作系统、数据库营理系统和知识 

库管理系统，从而使得系统缺乏足够的开放性和可 

移植性 ．同时又由于数学模型在表达能力和处理袍 

围上的限制，也使得系统缺乏一定的灵活性。我们在 

分析计算机辅助决策支持系统的一般原理和方法的 

基础上采用智能化的信息集成管理和工作流技术提 

出了一个新颖的 C虹ent／Server结构智能化领导决策 

支持系统原型，利用谈原型开发实现的智能化领导 

决策支持系统能充分和用企业CIMS工程中已有的 

信息，更规范有效地帮助企业领导进行正确决蕈 

2 智能化的领导决策系统原型结构 

采用智能化领导决策支持系统原型的计算机系 

统的体系结构如图 1所示。 

在谈体系结构中，我_盯在应用与传统的底层计 

算机系统之阃增加了一个有分析 、协调和流程控制 

能力的智能化领导决策支持系统原型．谈原型在操 

作系统、网络、DBMS、KSMS和多媒体管理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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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为应用提供广泛的分布式决策支持管理控制 

服务．在谈原型的支持服务下．决策应用系统的决策 

者不仅可免去记忆、分发、管理和控制构成复杂且分 

布广泛的信息 以及进行繁琐的决策流程管理和控 

制，而且使得决策应用系统与底层环境有着一定 的 

相对独立性 ，从而使得开发的决策应用可具有较好 

的开放性、可移植性和灵活适应佳． 

嘲络．网络樟作 乐娩 敦据庳管理系境 

知识库臂理系境和多堆体臂理系境 

图 1 

2．1 功能集成结构 

基于智能化领导决策支持系统原型的计算机系 

统的功能集成结构如图 2所示． 

由图 2中可以看出 从功能上分，基于智能化领 

导决策支持系统原型的计算机辅助领导决策支持软 

件系统可分为三大层，其桉心层由网络操作系统、数 

据库管理系统、知识库管理系统和多媒体底层管理 

软件组成 I最外层为运行具体应用的应用层}中间一 

塞 
杠 
利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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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又可划分为三个子层四个部分的智能化领导决策 

支持系统原型 ，其内部子层为与进行网络和底层协 

调的通讯协调转换服务器，中间子层的第一部分为 

进行决策流程控制协调的智能工作流代理服务层， 

第二部分为智能信息集成管理代理服务层，最后，外 

部子层为接受决策请求并进行智能请求转发的智能 

决策分发代理． 

崮 2 

由图 1和图 2可以看出-采用智能化领导决策 

支持系统原型支撑的决策支持应用系统具有这样的 

优势 A)通过使用智能化领导决策支持系统原型，不 

仅可以实现不同应用系统之间的知识／数据共享集 

成，而且可以有效地控制决策营理工作的流程。B)智 

能化领导决策支持系统原型中的智能信息集成管理 

代理服务层通过提供对系统资源、共享资源和知识 

应用的统一访同来支撑其上面的开发运用 ．c)由于 

智能信息集成管理模型提供了智能化的知识／信息 

集成管理 、数据通讯和表达交流等方面的服务，从而 

不仅提高了开发效率，蝈短了开发局新．而且提高了 

系统对各种应用变化要求的适应能力。 

2．2 留能信息集成管理和工作流技术 

由于一十完整的决策过程实际上包含；决策所 

需的基础信息查询和决策文挡生成及分发控制管 

理，故一十决策可以用函数tf(Q．w)粗略的表示．其 

中Q袁示决策所需的相关知识、信息和参考模式，w 

袁示在 Q的基础上进行的决策文档产生、恪改和签 

发流程控制．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把开放式 Client／server结 

构的智能信息集成管理模型分成四大部分(如图3)． 

即I智能 决策分发代理 (DnA，lmellige~t Dec~lon 

13hnrlbuted Agent)、智能信息集成管理服务嚣 (I1- 

IM S．Intelllgent Information Integrated M anagement 

Server)、智能工作流管理服务器(1WFS．Intelligem 

Workflow ／Vlanagement server)和 通讯 协 调 转换 

服务器 (CMCS，Communication Match Convert 

Server)． 

2．2．1 智能决策分发代理 (IDDA) 负责接 

受、转发并回答决策应用的决策操作处理请求．其主 

要由与用 户交互的智能 GUI界面 (nH．Intelligent 

GUI U8er Inter[ace)、流程控制服务器(FCs，Flow 

Control Server)和信息控制处理 服务器(IcPS．h— 

formationContto Process Server)三个部分组成 ． 

其中，IUI不仅允许用户采用 GUI界面以启发交互 

的方式进行有关的任务处理 ，而且还根据 FCs的触 

发随时提示用户对处于签发流程中的文档进行签发 

恪改}FCs一方面根据 IUI递交的决策任务请求向 

ivcFs发出决策文档和流程程序生成、监控和管理的 

请求，另一方面要 IWFS接受转发来的流程文档签 

发傣改请求并生成相应的界面提示决策，用户根据 

决策签发需求对决策文档签发恪改，IcPS根据 IUI 

或其它服务递交的决策任务请求去{軎求查询智能知 

识／数据集成管理服务器上的全局知识／数据字典， 

根据字典查询的结果和请求需要将应用分解为全局 

模 式和 局部数 据模式 然后进 人 下一层处 理．最 

后．ICPS还要将处理的结果转发返 回至请求发送 

者． 

2．2．2 智能信息集成管理服务器(II1MS) 主 

要与 lcPs和 FCs等一起完成决策工作 f(Q，w)中 

的Q部分的生成与管理．从管理和实现的角度看，I- 

mds是整十智能化领导决策支持系统原型中最为 

复杂的部分．不但要实现系统中分布知识、模式和信 

息的集成管理 ，同时还要对这些数据进行有效的共 

享控制．在r玎MS中，服务控制协调嚣负责接受来自 

ICPS和 FCS等的 策请求描述，并对谈描述进行分 

析、分解和归类，根据分析和归类的结果服务控制协 

调器查询垒局知识／敦据分布字典得 出与请求决策 

相关的知识、数据和其它决策模式信息 I．，在再次和 

用知识／敦据分布字典对 I．进行二次分析和分解后， 

根据各部分信息的特点和分布情况进行远程和本地 

舟 发，即本地 的信 息由本 地的 D】孙IS、la弛峙 和 

PBMs懈 决处理 ，异地 的信 息则视情况直 接调用 

CMGS、或交回ICPS和FCS进行下一步处理．IIⅡ s 

利用服务控制协调器工作的原理和捞E程可形式化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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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如图 4． 

图 3 智能化牾导硬燕芷持系统原型的结掏 

l ICPS．1 ／  

IUI FCS卜÷DD_÷PD—÷D【 l 
]W FS。{ ＼P1 l 1 

101--~匿C SIc~cs1
1~ 4S
卜 w。 I 
l 

其中 表示请求决蕈的初始描述，Po表示第一 

次分析归类后的决蕈初始模式t K1表示与 PD相关的 

知识 · 表示与 相关的数据，P 表示与Po相关的 

其它决蕈模式， 表示最后得出的与请求决蕈相关 

的知识集．Q．裹示最后得出的与请求决蕈相关的数 

据集-Q，表示量后得出的与请求决蕈相关的其它决 

蕈模式集． 

2、2．3 智麓工作流管理服务器(IWPS) 主要 

与 ICPS和 FCS等一起完成决策工作 f(Q，W)中的 

w 部分的管理与控制．其不但要翻用珊Ms囊取管 

理和堆护有关的决蕈文档的幻识与信息．并且还要与 

0dCs一起有效地控制和协调分布的多位决蕈者一 

起参加的决蕈潦程工作．IV／FS工作的原理和流程如 

图5所示．其中·w·表示ICPS和FCs等分析生成的 

决蕈文档和扼程控髑描述．决策文档管理墨根据来自 

ICPS和FCs等的决蕈请求和从 皿 或CMCS得 

到的有关信息生成和謦改有美的决蕈文档或调用签 

发文档服务．然后空由邮件分发癌髑协调器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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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PS FCS、CMCS和 HIMS等进行交互． 

2．2．4 通讯协调转换服务器(CMCS) 其实现 

结构主要由远程知识／数据共享访闻单元(RDl，．Re— 

mote Data Unit)、远程过程调用(P．PC．Remote Proce- 

du” Cal1)和底层网络通讯控髑协议组成，其中RDU 

单元和用底层网络提供的一些资酥共享机髑实现本 

地知识／敲据与远蜡暑乏统的互访 ．RPc在底层网络的 

支持下和甩远程过程调用机制实现数据或知识的共 

享 ． · 

3．在企业 cIMs中的应用结构 

智能化的镪导决策 暑乏统骨【型在企业 CIMS中的 

应用结构如图 6所示． 

制造企业的cⅡds一殷而言相当复杂-主要由智 

能管理信息 暑乏统(1MIS，h l nt M柚 聊̂ nt In- 

d强 System)、智能 生 产 自动 化控 制暑乏统 

UAFCS，Intell~eatAutomat~ProduceCo．．olSy．- 

m)和工程设计应用赢统(3C·CAD／CAM／CAPP)组 

l 

{ 
l 

黧一 

===H二==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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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其中，有关 IMIS方面的决策应用不仅要了解管理 

辟调包含市场规划、销售、库存、办公与决策等分布信 

息，而且还可能要了解处理生产控制和工程设计等其 

它应用子系统的分布信 息；有关 IAPCS方面的袭第 

应用贝 不仅要控制了解物理和逻辑上分布的设备及 

生产信息，而且还嚣了解IMIS和3C中的市场和技 

术信息I最后-有关3c方面的决策应用贝 不仅要了解 

其本身分 布存在 的工程 知识信 息，而且还需了解 

IMIS和 3C中的市场和生产能力信息。可见 ，不周子 

系统中的知识和信息在特性、环境、分布和媒体上尽 

管有不 同，但它们的决策之间不仅经常需要利用它们 

知识和数据之间的复杂的语义和逻辑关系互访，而且 

有关的决策人之间的交梳监控也是必要的。基于上述 

情况，我们的智能化的铺导决策支持原型应用于制造 

企业 CIMS的实现结构如图 6 其中在智能信皇集成 

服务器结构中对于一般的本地操作也允许 ICPS直接 

访问本地知识／信息库，这样虽然牺牲了一些系统分 

布信息透明度 ，坦该结构在实际运用中较易实现井可 

得到较高的系统执行效率。 

(下转 第 20两) 

(a)智能 策分发代理 

．

N帅 S 

(b)智能信息集成管理服务器 

(c)智能工作漉管理 

图6智能化的领导 策系统原型在企业cI 中的应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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