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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系统管理软件的一种设计模型，该模型由一个管理平台和多个管理应用组成。管理平台本质上是一个三层架构的、集中与
分层相结合的、支持管理应用模块即插即用的管理框架；管理应用模块是在平台上集成的管理功能模块，该模型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它具有
很好的可扩展性。论文着重阐述了三层架构的管理平台的设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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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per proposes an architecture model for design system management software. The model consists of a management platform and

one or more management applications that run upon the platform. The management platform is actually a policy-based, three-tiers, center-oriented,

multi-tiered framework. Management application is a software module that performs concrete management functions. The most important advantage

of the model is that it has good extensibility. It lays emphasis on the design of the management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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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管理工具是实现大型信息化系统自动化管理的主要
手段之一，该工具可确保系统安全、可靠、高效地运行。由
于国内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信息技术的日益发展，各行
各业的大型企业级的信息化系统也日趋增多和日益复杂，如
何对这些大型系统进行有效地管理和保证其安全、可靠、高
效地运行也成为各个企业所必需考虑的问题。系统管理的重
要性日益提高，它正逐渐成为企业电子商务必要的基础设施。
在国外目前已出现了多种用来对计算机系统进行管理的系统
管理管理软件，如 IBM的Tivoli系统管理软件、CA公司的
UNICENTER系统管理软件等，这些系统管理软件的出现对
复杂的计算机系统(包括分布式环境)进行了有效地管理[1,3,4]。 

1 系统管理软件的总体设计思想 
系统管理软件作为管理整个网络系统的一种强有力的工

具，应该具备以下特点[2]： 
(1)能够集中管理网络系统内的各种计算资源，兼容各种

不同的信息设备。网络系统往往都是异构的，由多种不同类
型的设备和操作平台组成，一个有效的管理体系必须对这种
异构性提供支持。 

(2)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能够方便、容易地增加管理功
能。随着网络系统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业务的不断增长，新的
管理需求会不断产生。因此系统管理软件必须具有良好的可
扩展性，支持管理功能的扩充。 

(3)各管理功能之间能够共享数据。在对网络系统进行管
理的过程中，必然会不断产生大量的管理信息，如果这些管
理信息的存取、使用都是孤立的，相互之间不能整合的话，
管理的有效性就会大大下降。 

为了满足以上这些需求，提出了系统管理软件的设计模
型如图 1所示。该模型由一个管理平台和多个管理应用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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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系统管理软件的设计模型 

管理平台是一个基于策略的、集中与分层相结合的、支
持管理应用即插即用的管理体系框架，它可以集中管理各种
计算资源，集成各种管理功能，屏蔽网络系统中各节点的异
构性，提供统一的管理服务。管理平台是各种管理应用的基
础，是整个软件的核心。管理平台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支持各种 Unix、Linux、Windows 等多种平台，提供
跨平台的管理。 

(2)具有很好的开放性，提供了管理工具和 API，支持管
理应用模块的开发和即插即用。同时，通过这些 API，也可
以对用户的业务系统进行管理。 

(3)具有良好的可伸缩性，可灵活方便地添加被管节点，
满足网络系统规模不断增长的需要。 

管理应用是在管理平台上集成的、具有一定管理功能的
应用模块，如用户管理、软件分发、资源管理等，这些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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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管理平台提供的服务行使管理功能。 
1.1 管理平台的体系结构 

为了实现对大型网络系统的管理，管理平台采取了集中
与分层相结合的体系结构，如图 2所示。 

 
 
 
 
 
 
 
 
 

图 2 系统管理软件体系结构 
管理平台把整个系统中的节点组织成三层的逻辑结构，

即全局管理者、区域管理者和管理代理。全局管理者是整个
系统的管理中心，用户通过管理界面与之进行交互，对整个
系统进行管理。它的作用主要是配置整个系统、发起管理任
务、收集管理任务的执行结果、收集系统内产生的事件并进
行自动处理等。全局管理者与被管对象不进行直接地通信，
它通过区域管理者来进行实际的管理。区域管理者负责管理
各自区域内的多个被管对象，它转发全局管理者的管理指令
给各个被管对象，同时也从各个被管对象那里收集管理任务
的执行结果并上传给全局管理者，它在全局管理者与被管对
象之间充当着桥梁的作用。系统中可以存在有任意多个区域
管理者。管理代理代表被管对象，也就是实际接受管理的机
器，它的主要功能是执行来自区域管理者的指令，实现具体
的管理功能。 

通常来说，系统中有一个全局管理者、多个区域管理者，
一个区域管理者又管理多个被管对象。这种三层的架构逻辑
上是面向中心的，但实际上却是分布式控制。多个区域管理
者对整个系统的被管对象进行具体的管理，全局管理者主要
是发起管理任务和收集管理任务的执行结果，负载较轻。当
有新的被管对象加入到系统时，只需添加新的区域管理者，
因此该平台具有很好的可伸缩性。 
1.2 管理平台提供的服务 

管理平台是整个系统管理软件的基础和核心，各种管理
功能都是基于平台实现的。管理平台主要为系统提供了 4 种
服务功能：策略管理服务，结果汇集服务，事件服务和基本
服务。 
1.2.1 策略管理服务 

策略是指代表管理者实施于被管对象的一组信息，是为
了实现管理目标而作用于被管对象的一系列约束条件的集
合，这些约束条件决定了应该对被管对象执行什么样的管理
任务以及管理任务的执行方式。一个策略可以有效地对应一
组被管对象，称为策略区域。 

策略管理服务可以根据用户指定的管理策略对策略区域
中的对象进行自动管理，用户可以通过策略文件来定义策略。
当创建了策略文件之后，策略管理服务会将该文件下发给策
略区域中的各个节点，然后在各个节点加载相应的管理应用
共享库，调用其中相应的函数，完成管理任务的执行。 

策略管理服务是管理平台提供的最重要的服务之一，通
过该服务，管理应用与平台集成在一起，对整个网络系统进
行管理。策略管理服务也是平台开放式性的基础，它可以支
持任意多的管理应用。如果用户有新的管理需求，只需要开
发新的管理应用共享库，然后就可以利用平台的策略管理服

务来执行新的管理任务，而平台本身不需要做任何变化。 
1.2.2结果汇集服务 

一次管理任务的执行往往会涉及到多个被管对象，在每
个被管对象上也都会产生相应的执行结果，用户需要一种方
式来获取到所有这些结果。结果汇集服务提供了这种功能。
它将所有被管对象上的执行结果进行汇集，完成之后将总的
结果提交给用户。 

主控中心 全局管理者 

结果汇集服务是管理平台提供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服
务，它使得用户可以通过管理界面查看管理任务的执行结果。
如果平台只能根据策略执行管理任务而不能把执行的结果告
知用户，那么平台就失去了使用的价值。 

区域管理 区域管理者 

1.2.3 事件服务 
网络系统在其运行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各种意外情况，如

网络出现了故障、某台机器宕机、系统被非法用户入侵等，
这些意外情况称为事件。当事件产生时，需要及时地进行自
动处理或者通知给管理员进行手工处理，事件服务提供了这
一功能。事件服务在功能上包括事件发布服务、事件收集服
务和事件自动处理服务。事件发布服务可以在系统中出现事
件时，及时地发布通知。事件收集服务会接收到这些通知并
将它们在屏幕上显示，同时也会把与事件有关的信息存储在
数据库中，事件自动处理服务对事件进行自动处理。 

管理平台的事件服务使用了消息中间件来实现通知的发
布与接收。消息中间件提供了一种可靠的、松耦合的通信机
制，各组件之间通过异步交换消息进行通信。产生事件的对
象将事件表示为消息，然后将它发布给消息中间件，消息中
间件再将它转发给事件收集服务和事件处理服务。消息中间
件还提供了消息过滤机制，利用该机制，可以基于事件的类
型和属性对消息进行过滤，以便只接收与特定事件相关的  
消息。 
1.2.4 基本服务 

基本服务主要是提供在异构性计算环境下的分布式应用
不可缺少的服务，如持久存储服务、名字服务、事务服务、
集合服务等。 

2 涉及到的关键技术 
2.1 分层管理策略和通信机制 

管理者和被管对象的交互称之为管理策略，所谓策略是
指代表管理者实施于被管对象的一组信息，是为了实现管理
目标而作用于被管对象的一系列约束条件的集合，每个约束
条件可以通过调用一个或多个管理任务来实现。 

管理者是一个管理策略的发起方，它是对被管理资源发
出管理操作请求的软件组件，在分布式计算环境中，可以被
看为对服务端发出请求的客户端。 

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在框架中的位置如图 3所示。 
 
 
 
 
 
 
 
 

图 3 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位置图 
在每一层都有自己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完成相应的功能。 
通信的实现可以由多种通信协议来实现，比如 ORB、

SNMP、CMIP 等，在管理框架中采用了 ORB 来提供基本的
通信服务，使用 IIOP作为通信协议。CORBA是以对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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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为对象模型，采用客户/服务器体系结构和远程过程调用
方法实现对象请求中介的一个技术协议和规范，它具体定义
了对象请求中介的接口定义标准和基本功能，给出了程序的
层次组织结构。在对象管理组的规范描述中，CORBA 是以
ORB 为底层平台的两层结构，即上层的分布式对象(包括应
用对象和对象实现)和 ORB中间件。 
2.2 系统管理中的构件化技术 

基于构件的开发又被称为“即插即用编程”方法，是从
计算机硬件设计中吸收过来的优秀方法。将编制好的“管理
构件”插入已做好的管理框架中，从而形成一个大型的系统
管理软件。将管理应用逻辑独立分离，开发成可即插即用替
换构件，让系统易于升级。管理构件是可重用的软件部分，
管理应用构件既可以自己开发，也可以使用其它项目的开发
成果。当我们发现某个构件不符合管理框架要求时，可对其
进行修改而不会影响其它构件，也不会影响系统管理功能的
实现和测试，就好像整修一座大楼中的某个房间，不会影响
其它房间的使用。 

管理构件提供了契约式的接口，它的输入接口代表了环
境为它提供的服务，输出接口代表了它为环境提供的服务。
构件的输入、输出接口决定了构件之间的连接，为了独立于
构件供应商，要用统一标准，应使用开放标准，如 CORBA、
DCOM、JavaBean、EJB 等。  

管理构件是具有预制性、封装性、透明性、互操作性、
通用性的软件单元。构件的粒度可大可小，可以是一个简单
的按钮实现模块，也可以是潮流计算、状态估计等应用。构
件使用与实现语言无关的接口定义语言(IDL)来定义接口，
IDL 文件描述了数据类型、操作和对象，客户通过它来构造
一个请求，服务器则为一个指定对象的实现提供这些数据类
型、操作和对象。 
2.3 XML在系统管理规范和集成中的作用 

XML是当前最热门的网络技术之一，它可以根据我们要
表现的文档，自由地定义标记来表现具有实际意义的文档内
容，如在用户管理中，可以用 XML来定义每个用户的信息。
XML实际上是一种定义语言的语言，使用 XML的用户可以
定义无穷的标记来描述文档中的任何数据元素，将文档的内

容组织成丰富复杂的完整的信息体系。在 XML 中，只需要
注意文档的内容，按用户地需求将文档的内容组织成完整的
信息结构，应用时可以很方便地从 XML 文件中读取数据进
行操作，对于复杂的数据机构更是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机制进
行数据的增加修改以及合并。同时，XML文件中的信息可以
通过浏览器显示或其它应用界面显示。 

XML具有卓越的性能，它具有 4大特点：优良的数据存
储格式，可扩展性，高度结构化以及方便的网络传输。因为
XML 能针对特定用户的应用定义自己的标记，这就使 XML
能够在不同平台软件的信息交换中一显身手。 

在系统管理中用与语言以及平台无关的 XML 数据形式
来进行数据传输和数据表示，通过 DTD开放系统管理数据和
标准，来增加与第三方软件互操作性，提高了管理系统的开
放性和兼容性。 

3 小结 
系统管理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课题，具有较高的技术难度，

本文只是提出了一种设计模型，并对其中的管理平台的体系
结构和相关服务，以及涉及到的关键技术进行了描述。该平
台的主要技术创新点在于它充分利用了 XML 的自描述性和
结构化的特点，XML是策略管理服务和结果汇集服务的实现
基础，也是实现管理应用即插即用和系统管理软件可扩展性
的基础，使得整个系统具有很好的开放性和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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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45页） 
在没有足够信息或定位轨迹误差过大时，地图匹配算法

可能对系统性能造成严重损坏，因此在匹配之后采用模糊综
合评判的方法，对结果的可信度进行合理评判，对是否使用
匹配结果做出 1个正确的决策可以化解风险，解决这一问题。 

4 结束语     
本文介绍的集成了 GPS/INS/GPRS 的嵌入式车载地理信

息系统已成功应用与车辆的定位导航。此外 GPRS 的集成实
现了系统与 Internet 的互联，使构建一个完整的车辆实时监
控系统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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