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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保障与装备管理】

基于 ＳＯＡ的战略装备器材保障信息系统设计
李　东，吴龙涛

（装甲兵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系，北京　１０００７２）

摘要：当前有关装备器材保障的信息系统的大规模分布式应用，需要相对简单而实用的中间件技术来搭建复杂的战

略级装备器材保障信息化平台；通过引入联合企业服务总线（ＥＳＢ）技术，设计了基于面向服务体系结构（ＳＯＡ）的装
备器材保障信息系统架构，并介绍了系统实现方式，旨在实现器材保障信息资源在云端的整合与共享，为器材保障

提供准确、快速、及时的信息服务和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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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备器材保障担负着为装备恢复战斗能力创造条件的
重任，在信息化条件下的一体化联合作战中具有重要地位和

作用［１］。目前，各级装备器材管理部门基本建成了独立运行

的、覆盖单项业务的管理信息系统，用于装备保障业务的管

理，提高了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但无法实现战略级装备器

材保障信息资源的集成和共享。特别是随着装备器材种类

越来越多，业务需求日益复杂，原有手段难以灵活、快速地响

应需求变更；现有信息系统没有统一的体系结构、数据和技

术标准，难以实现信息综合和共享，彼此形成了的“信息孤

岛”［２］。

近几年，面向服务的体系结构（ＳＯＡ）以其松耦合、粗粒
度、平台无关性、业务敏捷性等特点成为软件体系结构新的

发展阶段［３］。在传统软件体系结构无法满足装备器材保障

信息化需求的情况下，基于 ＳＯＡ开发战略级装备器材保障
信息系统可以快速灵活地应对业务变化，并在维持现有系统

的前提下破除“信息孤岛”，实现资源共享。

１　相关技术

１．１　面向服务的体系结构（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ＳＯＡ）

面向服务的体系结构（ＳＯＡ）［４］是一个组件模型，它将应
用程序的不同组件单元（称为服务）通过这些服务之间定义

良好的借口和契约联系起来。接口是采用中立的方式进行

定义，它独立于实现服务的硬件平台、操作系统和编程语言。

ＳＯＡ通过网络对松耦合、粗粒度服务进行分布式部署，



所有服务的具体实现、位置和传输协议对调用者来说都是透

明的，服务调用者根据不同业务需求进行重组和使用。通过

业务驱动服务，服务驱动技术，ＳＯＡ让系统变得更有弹性。
１．２　Ｗｅｂ服务（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Ｗｅｂ服务是建立可互操作的分布式应用程序的新平台。
作为重要的ＳＯＡ实现技术，Ｗｅｂ服务（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已得到
广泛应用 。Ｗｅｂ服务通过ＵＲＬ识别，并通过ＸＭＬ语言进行
定义、描述和发现，具有完好的封装性、松耦合性和高度的可

集成能力［５］。

Ｗｅｂ服务具有良好的封装性、松耦合、为实现服务互操
作性，Ｗｅｂ服务平台提供了一套标准的协议，用于沟通不同
的平台、编程语言和组件模型中的不同的类型系统。参考

Ｗ３Ｃ提议的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互操作性叠层，将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的
各种典型操作和技术标准构成一个技术间相互依赖的协议

栈，如图１所示，上层功能必须依靠下层的支持。

图１　Ｗｅｂ服务协议栈

１．３　企业服务总线（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Ｂｕｓ，ＥＳＢ）
企业服务总线（ＥＳＢ）［６］提供了一种实现 ＳＯＡ的基础架

构模式。ＥＳＢ是传统中间件技术与ＸＭＬ，Ｗｅｂ服务等技术结
合的产物，它提供了一种在松耦合的服务和应用之间标准的

集成方式，实现异构环境中的服务、消息以及基于事件的

交互。

ＥＳＢ在ＳＯＡ中负责帮助服务的集成，而不参与业务逻
辑，它的功能：在服务与服务之间路由消息；在请求者与服务

者之间转换传输协议；在请求者与服务者之间转换消息格

式；处理来自于各种异构源的业务事件；保证服务质量（安

全、可靠和交互处理）。

如果没有ＥＳＢ，服务的请求者和服务的提供者之间必须
要通过接口建立显式的点到点的调用，这在拥有大量服务和

复杂业务的大型系统中是不堪设想的。使用 ＥＳＢ作为大型
系统中整合应用和服务的一个灵活的基础架构，可以大大减

少接口的数量，降低系统复杂度，实现服务位置的透明化，提

高系统的可扩展性，使得 ＳＯＡ更为强大。图２为引入 ＥＳＢ
前后服务调用的对比示意图。

２　系统设计

２．１　系统总体功能设计
根据装备器材保障信息化建设的要求，结合我军装备器

材保障体制特点和业务管理关系，装备器材保障信息化网络

平台采用开放互联的多层网络拓扑结构，依托军网搭建战

略、战役、战术三级网络平台，实现总部机关、军区机关、各部

队单位以及各级仓库之间的互联互通［７］。

图２　ＥＳＢ对ＳＯＡ的改进

　　基于ＳＯＡ的战略装备器材保障信息系统的总体功能是
依托三级网络平台［８］，在异构环境下，建立分布式数据库，形

成一个共享数据环境，实现总部机关、军区机关、各级部队、

仓库之间的双向信息沟通，将器材筹措、储存、供应、战时保

障等环节连成一个闭环信息流，实现全军装备器材信息的全

系统、全过程、全方位的管理，并为各级部门提供信息管理和

服务，以及辅助决策支持的功能。系统的总体功能见图３。

图３　系统功能示意图

２．２　系统架构设计
根据面向业务不同，基于 ＳＯＡ的战略装备器材保障信

息系统可以细化为器材网络管理、器材资源管理、决策支持

等子系统［９］；根据面向用户不同，系统又可划分为战略、战

役、战术等三级信息系统。如图４所示，系统充分考虑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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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保障的特点和系统的灵活性、兼容性、可移植性及可扩

展性，对于各级信息系统，利用组件化软件开发模式，设计经

费管理、订货合同、器材分配等若干粗粒度的服务组件，并发

布到ＥＳＢ中。不同业务部门根据业务管理内容和特点，通过
网络平台，从ＥＳＢ中选择相应的服务组件进行组装，从而满
足不同的业务管理需要。

图４　基于ＳＯＡ的装备器材保障信息系统架构

　　为了更好地实现各级信息系统之间的服务共享和服务
权限控制，采用联合ＥＳＢ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不同部队
单位、军区机关在各自网络拓扑结构内使用单独的 ＥＳＢ，通
过军网实现 ＥＳＢ的互联。上级单位的 ＥＳＢ与下级单位的
ＥＳＢ是主－从关系，主ＥＳＢ控制参与者可以访问哪些内容。
图５为联合ＥＳＢ部署模式。

图５　联合ＥＳＢ在系统中的部署模式

３　系统实现

３．１　基于Ｊ２ＥＥ的系统架构实现
Ｊ２ＥＥ是一种来简化企业解决方案的开发、部署和管理

相关的复杂问题的体系结构［１０］。Ｊ２ＥＥ为搭建具有可伸缩
性、灵活性、易维护型的商务系统提供了良好的机制。结合

Ｊ２ＥＥ技术，可以实现基于 ＳＯＡ的战略装备器材保障信息系

统架构，如图６。由于Ｊ２ＥＥ技术当前应用广泛，这个架构应
该具有典型意义的，而且它也是严格遵循了ＳＯＡ特性。

图６　基于Ｊ２ＥＥ实现的系统架构

　　Ｊ２ＥＥ体系中，通常采用 ＥＪＢ组件或 Ｓｐｒｉｎｇ来实现业务
逻辑层，而在ＳＯＡ系统中业务是基于服务的，于是采用把业
务逻辑层的组件包装成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的方式，使用 ＷｅｂＳｅｒｖ
ｉｃｅ作为 ＳＯＡ的服务提供者，由无状态会话 ｂｅａｎ生成，通常
是粗粒度的，对应企业的业务逻辑。同时，使用企业服务总

线（ＥＳＢ）技术来实现ＳＯＡ中的服务中介，服务请求不用直接
发送到服务提供者，而是先送到服务总线，由服务总线将请

求消息转发给服务提供者，得到返回消息后，服务总线再转

发给服务请求者。并且，在 Ｊ２ＥＥ体系的控制层之下添加了
一个服务调用层，用来封装对服务的具体调用代码，编写服

务调用代码时需要从服务总线获得服务的ＷＳＤＬ描述文件，
然后根据此文件进行编写。

３．２　ＥＳＢ选择［１１］

目前，已有不同的厂商推出了自己的 ＥＳＢ产品，但是这
些产品的体系结构各异，所具有的功能和实现的程度也不尽

相同，所以在进行大型复杂系统的 ＳＯＡ应用构建时，就要选
择一个适合的产品。ＢＥＡ发布的 ＡｑｕａＬｏｇｉｃＳｅｒｖｉｃｅＢｕｓ
（ＡＬＳＢ）可以运行在 Ｗｉｎｄｏｗｓ，Ｌｉｎｕｘ和 Ｓｏｌａｒｉｓ等不同操作系
统上。ＡＬＳＢ是完全的现代ＥＳＢ，它提供了智能的消息代理、
动态传送和转换，所有这些都支持与服务生命周期管理功能

（包括服务注册、监控和定义阈值的服务水平协议（Ｓｅｒｖｅｒ
Ｌｅｖｅｌ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ＬＡ）实施）集成的异构服务端点。
３．３　系统特色

基于ＳＯＡ的战略装备器材保障信息系统，依托部队三
级网络体系，采用联合 ＥＳＢ部署模式，能够有效解决当前装
备器材保障信息化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相比当前部队大多

信息系统，该系统具有以下特色［１２］：

１）连通“信息孤岛”，实现异构系统之间的互操作。
ＳＯＡ架构中，使用不同操作系统、数据库、技术平台的系统借
助ＥＳＢ可以互相访问，总部可以无障碍的获取各军区、各部
队的器材保障信息；

２）灵活、快速地响应业务需求变更。ＳＯＡ从现有的服
务中组合新的服务的能力为灵活、快速地响应器材保障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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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变更提供了独特的优势；

３）充分利用现有的资产。通过将现有的 ＩＴ资产按照
Ｗｅｂ服务协议标准包装为服务，各部门可以继续使用已有系
统，而不必推倒重建；

４）增加重用，减少成本。通过以松耦合的方式公开业
务服务，各业务子系统可以根据业务要求更轻松地使用和组

合服务。这意味着资源副本的减少、重用可能性增加。

５）支持服务的“即插即用”，系统扩展易于实现。因为
服务之间的松耦合特性，在对系统进行扩展时，只需要将新

开发的服务发布到ＥＳＢ中，就可以被各业务系统调用。

４　结束语

结合部队装备器材保障的特点和现状，提出了基于ＳＯＡ
的战略装备器材保障信息系统的架构设计。架构结合了

ＳＯＡ、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ＥＳＢ等主流技术，并以Ｊ２ＥＥ技术描述了系
统架构实现，严格遵循了 ＳＯＡ的实现标准。在下一步工作
中，要对ＥＳＢ的一些深层机制，如路由、格式转换等方面进行
深层研究；探讨基于 ＥＳＢ的 ＳＯＡ架构的安全性问题；扩展
ＳＯＡ架构，使其能面向不同的技术、协议、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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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算出寻北标定仪的寻北精度为０．０８７°，满足技

术指标需求。

４　结束语

该装置具有轻便、快速、操作简单和性能稳定可靠的特

点，在无任何初始定向基准的情况下，均能快速确定北向方

位，适合机动作业。而且该装置无需纬度补偿、抗环境干扰

能力强、结构上采用模块化，便于安装和维修，为该型雷达探

测系统的作战使用增加了可靠性保证，提高了某型火箭炮武

器系统的气象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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