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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模语言 DSC和 BPMN的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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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业务流程建模是业务流程管~(Business Process Management，BPM)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一个好的建模语言 

对业务流程的建模和开发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各具特色的业务过程建模语言不断出现，对语言的研究、分析和比较 

已经成为流程设计与流程 实现之 间的一个重要 问题。介绍 了一种新的业务流程建模语言 DSC(Dynamic System 

Chart)，并将 DSC和 目前比较流行的建模语言 BPMN(Business Process Modeling Notation)~ 了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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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siness process modeling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Business Process Management，a good modeling lall— 

guage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business process modeling and development．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business process 

modeling languages are emeNing，the research，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modeling 1anguage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between process design and process rea1ization This paper introduced a new business process modeling 1anguage，DSC 

(Dynamic System Chart)，and conducted a comparison with BPMN which is the currently popular modeling 1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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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万维网应用的不断推广，Web服务、电子商务等技 

术 的飞速发展，业务 流程管理 (Business Process Manage- 

ment，BPM)技术 日益成熟，各种流程管理工具及服务不断升 

级，越来越多的商业和政务应用开始借助业务流程实现对所 

需业务功能和资源的共享、发展、重用和组合，业务流程再一 

次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业务流程建模是 BPM 中最为重要 

的环节，它直接决定了整个管理工作对业务需求的把握程度， 

这不仅仅是开发人员的工作，而且需要业务人员和开发人员 

的共同参与[1]。如何在建模和开发问的鸿沟间搭建桥梁，使 

建模构成整体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就成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 

题，而该问题的解决与一个好的建模语言是分不开的。 

目前比较流行的是由 BP~Ⅱ(The Business Process Mana- 

gement Initiative)开发 的一套标 准——业 务流程 建模标 注 

(Business Process Modeling N0切t n，BPMN)。BPMN作为 

业务流程设计与流程实现之间的一条标准化的桥梁，但是仍 

旧存在问题 。现代 BPM对业务流程建模语言提出了更高的 

需求 ： 

1)业务流程建模语言必须以业务人员能够理解的简明方 

式来表达，简单易学L2 ； 

2)业务流程建模语言应能够同时描述有多方交流特性的 

群体行为； 

3)业务流程模型建模语言可以动态地生成新的系统实体 

来避免多线程的问题。 

在继承传统的业务流程建模语言的基础上，DSC动态系 

统图(Dy~ c System Cha~)是一个新的正在成长壮大的业 

务流程建模符号，它被设计出来的目的除了要达到 BPMN已 

经实现的 目标外，它还以一种不同的角度来理解说明流 

程——完全采用图形式的表达，引入新的事物描述方式、精简 

的图形类型和定义。 

本文第 2节介绍了 DSC和 BPMN的相关技术和理 

论；第 3节对 DSC和 BPMN的功能特点进行了对 比，并结 

合实例进一步 比较分析 ；最后是总结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 

展望 。 

2 相关技术 

2．1 D 

DSC动态系统图(Dynamic System Chart)是由美 国DSS 

公司设计的一种全新的使用特定图形描述业务与流程的图形 

化建模编程语言。动态系统 DS(Dynamic System)，是 DSC 

中最基本的概念，用来描述一个实体或物体的行为。动态系 

统的图形表示称为 DSC。DSC的开发工具称为 DSB(Dyna- 

mic System Builder)。DSC一共有 13个基本概念，其 中 8个 

概念是必须具备的，另外 5个为辅助性概念[3]，图元如表 1所 

列 。 

局逸璇(1987一)，女 ，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流程挖掘，E-mail：zhouyixuan0801@si com；朱炳字(1985～)，男，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 p2p； 

李 松(1985一)，男，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 p2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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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DSC基本图元和概念 

2．2 BPM 

业务流程建 模标注 (Business Process Modeling Nora— 

fion，BPMN)是业务流程模型的一种标准图形注解。BPMN 

1．0规范发布于 2004年，目前由对象管理组(Object Manage— 

ment Group，OMG)对其进行维护[4]。 

BPMN的主要 目标是要提供被所有业务用户(包括业 

务分析者、软件开发者 以及业务管理者与监察者)理解的 
一 套标记语言，并支持生成可执行 的 BPEL4WS语言。 

BPMN定义了基于流程图技术的业务流程图，该流程图被 

3 

设计用于创建业务流程操 作的图形化模 型。而一个 业务 

流程模型 (Business Process Mode1)，指一个由图形对象 

(graphical objects)组成的网状图，图形对象包括活动(activi— 

ties)和用于定义这些活动执行顺序的流程控制器(flow COrl- 

trols)L~]。 

BPMN有 4类基本绘图元素，分别为流对象 (Flow Ob— 

jects)、连接对象(Connecting Objects)、泳道(Swimlanes)和附 

件(Artifacts)~ 。业务流程 图由一系列的图形化元素组成 ， 

部分图元如表 2所列。 

表 2 BPMN基本图元和概念 

BPMN 

图元 o ◎Q [] ◇ 

望 善 定 蕤 描述 望 善 鑫 们 霪 量主 和予流程 。⋯⋯⋯ ⋯ 
BP̂  f 

圈元 > f-- 三  

描述 示活蓄兰 誊蓁 鬟 

，_- ⋯ 一
．  

1 I e 
‘

⋯ ． 

组，用于描述或解 注释，提供一些附 

释目的 加的文本信息 

3．1 功能特点的比较分析 

BPMN作为一个业务流程建模语言的标准，减少了现有 

过多的流程建模工具和语言的局面，借鉴了很多已有建模语 

言的技术和经验，定义了建立业务流程操作的图形模式—— 

业务流程图 BPD(Business Process Diagram)。但是，图元过 

分复杂，BPMN 1．0需 296页来描述将近 5O种图元 ，其泳道 

图也不适于描述具有多层次群体之间的交流。另外，BPMN 

规范没有定义 BPD的存储结构，Process元素语义不明，因此 

BPMN模型不能直接用于计算机交换、仿真、执行。 

BPMN是为描述商业活动而设计的，无法取代编程语 

言，因此，只能描述部分行为，其他行为仍靠自然语言或程式 

代码进行描述。一方面 Web Service组件必须用编程语言 

(例如：Java)编写，另一方面，由于很多商业应用的自然演化 

性 ，Web Service组件必须随之做出相应的修改，因此 BPMN 

无法做到真的零编码。 

在业务流程建模中，常常分为 ：主动式行为建模和反应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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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建模 。主动行为指不需等待任何外部事件就可进行的行 

为，反应式行为指需要等待一些外部事件方可进行的行为。 

作为系统建模技术中的图形语言——Ⅸ’MN，没有一个状态 

(State)的概念来等待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 ，不适合描述反应 

式行为，更无法用同一种方法同时描述主动式和反应式行为。 

DSC动态系统图，基于常见业务流程建模语言的建模思 

想和方法，完全采用图形式的表达引入新的事物描述方式，使 

人们可以用图形的方式来描述一个动态系统的复杂而且动态 

的行为。DSC图形集精简简单，仅包含 13个图元，几乎可以 

描述所有在时间及空间下的复杂的行为，BPMN不能很好地 

支持反应式行为 ，DSC用简单 自主系统(PS)通过区分内部活 

动和外部活动来很好地支持反应式行为，用包含简单自主系 

统的复合 自主系统支持复杂的反应式行为，并且，不需要自然 

语言或程式代码辅助描述，而且即使是非技术人员也可以看 

懂，实现了真正的零编码，消除了业务和技术之间的“鸿沟”， 

同时也提高了设计的准确性、系统的可维护性[7]。 

DSC是一种新的业务流程建模语言，经过设计者多年的 

努力，现在已经相对完善。设计者旨在设计一种形式简单但 



内容却十分丰富的图形化语言，并借助这种图形化语言实现 

无代码制作软件，能够解决一些以往描述方式所不能解决的 

问题 。所以相 比第 二代图形语 言 BPMN，第三代 图形语言 

DSC是一种简单、灵活而且功能强大的图形化语言。 

3．2 实例比较分析 

以下为一个比较完整的 DSC和 BPMN的对比实例。 

图 l是用 DSC描述的招聘流程，可 以清楚地看出流程 

为： 

应聘者“投递简历”给其所申请的公司； 

公司“确认资料”，当应聘者的简历(resume)审核通过后 ， 

由公司安排“面试交流”，通过面试公司会向具有资格的应聘 

者(qualified)发出“通知录取”，否则，将“通知婉拒”，招聘流程 

结束 ； 

由于其他原因，应聘者投出简历后“申请退出”，招聘流程 

结束。 

其 中，“确认资料”需要满足迁移条件“chosen(resum e)” 

才能进入到下一个子系统“面试交流”；同样，“面试交流”也需 

要满足迁移条件“qualified(candidate)”才能做出判断：“通知 

录取”或者“通知婉拒”。 

chosen(resum e)：公司根据应聘者的简历(resume)考察 

专业(major)、学历(degree)和英语程度(1anguage cap)这 3方 

面数据 ，判断是否满足条件进入“面试交流”。 

Qualified(candidate)：面试者需要道德(ethics)分数高于 

90分和工作胜任能力分数高于 85分，才会被公司“通知录 

取”，否则被“通知婉拒”。 

图 1 用 DSC描述的招聘流程图 

从图1可以看出，在 DSC中，任何复杂的判定逻辑都能 

用DSC图清晰地表示出来，例如：流程、断言、数据等。然而， 

在 BPMN中，很难用图来表示复杂的判定逻辑，只有流程可 

以用图来描述(见图 2)，断言和数据通常只能用一些其他的 

基于文本的语言(比如：XML)描述。 

图2 用 BPMN描述的招聘流程图 

以下为 BPMN中用 XML描述 的判定条件表达式和数 

据： 

(xsl：for-each select=”rE@lrlajor~ software and@degree= mas— 

ter ]J r[@major—management and@degree一 bachelor and@ 

LanguageCap= 6’ ) 

<tr> 

(td>(xsl：value-of select=”chosen(r)”／><／td> 

<／tr) 

(／xsl：for-each) 

(xsl：for-each select=“eE@ethics)90 and@canDo>85]” 

(tr> 

(td>(xsl：value-of select=”qualified(c)”／)(／td) 

(／tr) 

<／xsl：for-each> 

(? xml version~ ”1．0”encnd ing= ”UTF-8”?> 

<!ELEMENT resume(LanguageCap,degree，ma ior)) 

<!ELEMENT LanguageCap(6，4)> 

<!ELEME NT degree(master，bachelor)> 

(!ELEMENT major(computer，management)> 

(!ELEME NT computer(software，hardware)> 

(!ELEMENT candidate(ethic，canDo)> 

<!ELEME NT 6(#PCDATA)) 

(!ELEMENT 4(#PCDATA)> 

<!ELEME NT ma ster(#PCDATA)> 

<!ELEMENT bachelor(#PCDATA)> 

<!ELEMENT software(#PCDATA)> 

(!ELEME NT hardware(#PCDATA)) 

<!ELEMENT management(#PCDATA)> 

<!ELEMENT ethic(#PCDATA)> 

(!ELEME NT canDo(#PCDATA)> 

(?xml version= ”1．0”?> 

通过对以上用 DSC和 BPMN描述的招聘流程进行比 

较，不难看出： 

在 BPMN中，复杂的判断逻辑和数据是无法用流程图来 

描述的。具体说来，就是BPMN中的决策点是由很多可能的 

网关和定义网关以及输出箭头的条件表达式表示的，条件表 

达式的属性被具体化为一个基于表达式的文档 ，例如 XML 

路径语言。其存在以下问题 ： 

1)基于文本的描述没有图形化的描述直观，容易造成理 

解鸿沟； 

2)设计者需要学习另一种语言的语法和语义，增加了设 

计开发的工作量。 

除此以外 ，BPMN在具体的定义业务流程操作时，由于 

过多的概念混杂以及缺乏有力的统一规范，即使有清晰的想 

法也会出现完全不同的描述模式，同时不适于描述具有多方 

交流特性的群体行为。 

相比之下 ，任何复杂的判定逻辑和数据都能用 DSC图来 

表示[ 。针对 BPMN的这些不足之处，DSC都提出了相应的 

解决方案 ，而且 DSC的图元非常简单灵活，可以说是一种很 

好的建模符号 。 

结束语 业务流程建模 的方法多种多样，传统软件工程 

中的 UML建模技术 ，顺应 BPM 体系的 BPMN等，但从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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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需求出发，经过实践不难看出这些方法仍旧存在跨行 

业的障碍型的不 同问题[9]。DSC作为一种新的业务流程建 

模语言，处于发展阶段 ，在初期的实践来看，对业务流程的建 

模，因其以图形化方式直接描述，并且能处理好行业间信息不 

对称问题，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比其他建模技术有了很大 

改进，在发展 BPM 获得 的运用实现有望突破现有技术 

瓶颈。但 目前 DSC底层技术支持还不完善，相关支撑理论有 

待研究，其对应的开发平台目前也还处于研发及试用中，还没 

有一个非常成熟完善的开发平台，这也成为下一步的研究重 

点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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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类词或一个词，也可以从概念间的关系对词语进行更好 

的理解。当有新的词加入，可以根据文献[12，133中形式概念 

分析上的包含度理论来对词语进行归类分析及理解 。 

义素分析实际上是对词义进行形式化描述，通过形式化 

的描述使我们可以更直观地认识和理解词义。理解词义是自 

然语言理解过程中所必需的阶段，如何更好地理解词义 ，对建 

立机器翻译系统、人工智能系统等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义素分析已在语言学中有了广泛的应用，如何采用恰当的方 

法进行义素分析对于语言学的研究极为重要，而采用形式概 

念分析对义素分析进行研究是一个新的课题。如何更好地将 

形式概念分析的方法应用到义素分析中，是我们仍需继续研 

究的课题 。 

结束语 目前，已有一些 自然语言工作者将粗糙集的方 

法用于 自然语言分析，但将形式概念分析的方法应用到 自然 

语言理解领域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将形式概念分析的方法 

用于多义词理解 和义索分析中，并探讨 了该方法的合理性 。 

如果能将形式概念分析 的方法更好地应用到 自然语言处理 

中，不论是对语言学研究还是 自然语言理解都将具有更大的 

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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