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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IT支持平台的软件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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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介绍一种通过网络动态组织供应链的软件设计架构。其实现了生产计划、工艺、仓库、经管、生产调 

度 、原材料供应、组装工具配套等多个部门的网上协同作业。该软件架构使用 XML Web Service，SQL Server 2000 

和 VS．NET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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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全球的竞争和需求量不断加大，使得各企业更 

加重视生产效率的提高。ERP的管理范围有继续扩 

大的趋势。供应链管理(SCM)、电子商务(EC， 

B2B)、客户关系管理(CRM)、办公自动化(OA)等 

不断地融入 ERP系统。此外，计算机辅助设计 

(CAD)、计算机辅助制造(CAM)、产品数据管理 

(PDM)及其自动货仓管理等也融入ERP系统[1]。 

这就将企业管理人员在办公室中完成的全部业务都 

融入到了管理范围中，实现了对企业的所有工作及 

相关内外环境的管理。 

信息是企业管理和决策的依据，计算机系统能 

够及时而准确地为企业提供必要的信息，因此ERP 

的发展是离不开先进的计算机技术的。Internet和 

Intranet技术，使企业内部及企业之间的信息传递 

更加畅通。并且相对于已有的c／s架构的系统，具 

有使用便捷，无需额外安装客户端程序，及减少维护 

工作的优势。面向对象技术和 Web Service的应用 

使得企业内部的重组和信息的共享变得更加快捷和 

方便。 

随着 Web Services技术的出现，使得 Web应 

用程序可以找到并使用其它Web提供的组件，Web 

Services承诺提供灵活，开放标准和分布式的网络 

组件[8]。因此，Web组件可以发现其他 Web组件和 

指导商业活动。同时，主要开发商，如 Microsoft， 

IBM，Hewlett—Packard和Sun都在进行Web Ser— 

vices技术方面的研究。 

本文首先介绍了动态供应链的相关知识。然后 

进而提出基于这种网状动态供应链的软件架构。最 

后以生产管理模块为例说明基于 XML Web Ser— 

vices技术的软件实现。 

2 动态供应链 

2．1 网状供应链 

供应链管理的核心就是要减少在整个供应链决 

策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相对于有一个核心机构统 
一 管理的供应链管理模式，网络组织方式提高了供 

应链管理的灵活性。其特点是：自动控制，目标一致， 

相互信任，信息交换，紧密合作和联系[2卅]。集权式 

的供应链管理模式需要指定专用的资源，不能够快 

速适应。而网状结构的供应链管理模式更加灵活，可 

以随意地删减机构，有着较强的灵活性，但并不影响 

整个供应链的运作。如图1所示网状供应链采用一种 

横向的沟通。 

2．2 供应链管理的软件架构 

通过网络动态组织供应链的管理，仅仅使用财 

务管理，客户关系，运输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是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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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的。它需要一个分布在各个组织机构内部，并且 支持相互协作的供应链管理模块(如图2所示)。 

7鼙 量 ．二 羹_蠢·卜-—+ 信毫遣-  作羲囊 

图1 网状组织结构的供应链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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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供应链管理的软件架构 

在上述软件架构中，按照在供应链管理中的不 

同应用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模块： 

管理机制：跨系统和用户的实现业务管理。如： 

采购管理，生产管理，总控，仓库管理和销售管理，这 

些都是和企业日常业务息息相关的模块。 

信息资源共享机制：跨系统和用户的实现关键 

数据的传输和共享。如：客户信息，供应商提供的服 

务，可用材料信息，相关统计报表和产品信息及库存 

情况。 

通讯机制：实现系统之间和用户之间的基本的 

通讯。如：消息传输和流程控制策略。 

在管理层中，它集成了各种用于自动决策或者 

本自动决策的管理策略和原则。例如，分布的管理模 

块可以被用于集中管理由分布在不同地域的不同机 

构提供的各种服务。在信息共享层，如库存的信息可 

以被授予权限的外部用户通过 WEB浏览器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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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可以汇总多个机构的信息，并由被授权的用户查 

看或导入到供应链中其他系统中。在通讯层，支持使 

用SMTP(Email)和HTTP协议的跨系统的消息交 

互。这三个模块再程序中分别以Web Services的形 

式提供服务，这样，不仅内网的用户可以得到相应的 

服务，外部用户也可以在已经授权的前提下，获得服 

务。这一优势对于企业外部的广大供应商和客户来 

时是非常有利的。 

下面，将以一生产管理系统为例，说明程序设计 

的实现过程和采用的技术。 

5 生产管理系统的实现 

5．1 生产管理业务流程 

依据ERP系统的先进的管理理念，以优化整个 

生产过程为目标，同时与车间实际生产现状相结合。 

提出了一下业务流程(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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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生产管理流程图 

首先根据市场部非标订单、成品仓库补安全库 

存所需的产品清单，或者技术开发部的试生产任务 

单，对生产任务单进行汇总、分解，定制生产计划单。 

每张生产计划单由唯一的生产车间安排生产。车间 

生管根据生产计划单，制生产工单(一单一物)。如果 

需要补充物料(外购或厂部订货)则制缺料请购单或 

厂部订货单。生产工单经过主管审核后，根据生产工 

单和产品BOM结构制领料单，然后安排具体工艺 

和作业计划，投入生产。在生产过程中需要补料或需 

要退料(多余物料／次品)，则有质量控制根据生产工 

单制补料单或退料单。生产完毕后，车间品管对货物 

进行检验，并根据生产工单中货物的归属制生产入 

仓单入库或物料送检单(其它车间根据厂部订货的) 

送至总部品管。 

经过调度需要委外加工。委外加工不直接对仓 

库进行操作。对生产过程中需要出去委外加工的货 

物，车间生管制委外加工单(一单一物)，车间主管审 

核后，委外加工单传至生产总部，总部品管进行点数 

确认后传至采购管理。采购管理根据委外工序针对 

具体供应商制委外单连同货物送至委外加工厂商进 

行加工。委外加工完成后，采购管理根据厂商的送货 

单和委外加工单制物料送检单，由相应车间验货。 

经过调度需要缺料请购。车间生管制请购单，车 

间主管审核后传至生产总部，总部生管确认后，请购 

单传至采购管理进行采购。采购完成后，采购管理根 

据厂商的送货单和请购单制物料送检单，由相应车 

间验货，并生成入仓单。 

5．2 软件架构 

在整个动态的网状供应链中，每一个独立的管 

理模块都以Web Services的形式向外部提供服务。 

这样，不但便于为广大供应商和客户提供服务，而且 

缩短了各分支机构／分公司的企业内部管理系统的 

开发成本和开发周期，有利于集团企业内部的统一 

管理。其应用程序架构如图4所示。 

图4 WEB服务系统架构 

生产管理模块可以分布在整个供应链的多个组 

织和机构，其面向对象设计的软件架构(如图5所 

示)。为了实现前面提到的生产管理模块的工作流 

程，采用面向对象的开发技术按照业务逻辑将个个 

类封装在Web Services中，通过 VS．NET 2003和 

SQL Server 2000实现了B／S结构的生产管理模块 

的开发。为提高数据交换的性能和安全性，按照文 

L93提供的模式，我们压缩 SOAP消息。 

图5 生产服务结构及服务之间的调用关系 

结论 本文为供应链集中管理而采用的网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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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管理模式，不仅提高了灵活性，而且有助于提高 

生产效率，优化管理模式，实现信息资源共享，降低 

成本，实现了生产计划、工艺、仓库、经管、生产调度、 

原材料供应、组装工具配套等多个部门的网上协同 

作业。采用了先进的Web Service技术为整个软件 

架构的可扩展性和重用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同时 

在web Service的调用过程中，通过本地缓存来减 

少远程访问数据库的次数，提高了系统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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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例中共有 5。两个地址， 、 。两个测量点地 

址，d 、d。两个目的地址)。时间区间扩展因子 f为 

1．5，最小支持度minsup为2。 

表1 样本表 S 

TID Item set 时间区间 路径 

1OO A，B，C。D [100，160] sl，ml，m2，dl 

200 A．B [6o，120] sl。m2。d1 

300 A．D [105，165] s2，ml。m2，dl 

400 B [100，140] sl，m2，d2 

500 A，B。D [320，400] s2，m2，m2，d2 

计算支持度，按 TPRAR算法得到大项集表厶 

(如表2)，其中路径字段的比较满足完全约束关系， 

且合并后的路径取 P 和P。的交集。 

表2 厶表 

项集 时间区间 路径 

A [80，110] m2 

B [80，110] m2 

D [90，180] m1，m2 

4．2 算法性能分析 

由TPRAR算法可知，算法的性能由三部分决 

定。第一步生成候选大项集，第一遍扫描的时间复杂 

度为0( )，不是第一遍扫描时链接过程的时间复杂 

度为0(n。)，修剪过程的时间复杂度为0(n)。第二 

步添加时间区间和路径字段，时间复杂度为0(n)。 

第三步计算支持度，形成大项集表，时间复杂度为0 

(，1)。故整个 TPRAR算法的性能为0(，l。)。Apriori 

·256· 

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为0(五)。增加了时态路径约束 

后，TPRAR算法比Apriori算法时间复杂度有所下 

降，综合分析有以下原因：①链接过程中，Apriori算 

法采用的是 Hash表操作，时间复杂度为 0(五)，而 

TPRAR算法用的是数据库操作，作二次循环，时间 

复杂度为O(n。)；②其他处理过程中Apriori算法采 

用的是 Hash表操作，时 间复杂度为 0(k)，而 

TPRAR算法中采用的是数据库操作，进行循环操 

作，时间复杂度为0(，1)。 

结束语 如今网络业务种类越来越多，业务量 

越来越大，严重影响了网络性能。在业务流分析中应 

用TPRAR算法具有以下好处：首先以业务为单位 

进行分析，对网络的分析更加宏观，属业务级的分 

析；其次可充分利用已测量到的大量数据，分析已有 

业务的行为，了解业务间的关系；然后通过对已有业 

务的分析，可以预测未来业务的行为。应用TPRAR 

算法可以找出满足路径约束的各种业务之间的前后 

因果关系，从而达到从宏观的角度来分析网络业务 

间的特性，为网络管理人员进行网络优化和网络控 

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以利于网络业务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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