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编码：10384                                     分类号      密级        

学号：X2005230016                                               UDC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基于SOA的电信网络资源调度动态同步系统

的设计和实现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elecom Network Resource 

Dynamic Synchronization System Based on SOA 

胡晓斌 
指导教师姓名：陈金柱  教授 

专  业 名 称：软件工程 

论文提交日期：2010 年 5 月 

论文答辩时间：2010 年 5 月 

学位授予日期：  

答辩委员会主席：           

评    阅    人：           

2010 年 6 月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41419847?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II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研究成

果。本人在论文写作中参考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均

在文中以适当方式明确标明，并符合法律规范和《厦门大学研究生学

术活动规范（试行）》。 

另外，该学位论文为（                            ）课题（组）

的研究成果，获得（               ）课题（组）经费或实验室的

资助，在（               ）实验室完成。（请在以上括号内填写课

题或课题组负责人或实验室名称，未有此项声明内容的，可以不作特

别声明。）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III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人同意厦门大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

法》等规定保留和使用此学位论文，并向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

学位论文（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允许学位论文进入厦门大学图书

馆及其数据库被查阅、借阅。本人同意厦门大学将学位论文加入全国

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共建单位数据库进行检索，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

摘要汇编出版，采用影印、缩印或者其它方式合理复制学位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 

（     ）1.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查核定的保密学位论文，

于   年  月  日解密，解密后适用上述授权。 

（ √  ）2.不保密，适用上述授权。 

（请在以上相应括号内打“√”或填上相应内容。保密学位论文

应是已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定过的学位论文，未经厦门大学保密

委员会审定的学位论文均为公开学位论文。此声明栏不填写的，默认

为公开学位论文，均适用上述授权。）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摘要 

I 

摘 要 

国内电信运营企业经过几轮重组，开放性竞争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快速反应

市场需要和适应业务发展需要的能力已经成为电信运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于此同时，IT 技术的发展也是日新月异，支撑业务运营的技术手段日益丰富，

技术变化后面的驱动力是思想方法的变迁。从最早的一锅粥式的开发方式，到客

户服务端的开发，再到多层体系的开发模式，以及逐步形成的面向服务架构

(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 ,SOA)的开发建设思想，无不反映着对 IT 系统支撑

业务功能这个问题的理解上的进步。 

目前各方对于 SOA 的理解，有的从 SOA 的属性，如松耦合，灵活性等 SOA

的优良品质进行阐述；有的从 SOA 相关的技术能力，如企业服务总线(Enterprise 

Service Bus, ESB)，Web Services 标准接口技术等进行说明；也有的从 SOA 平台

软件的角度，如 IBM、BEA 等公司都有相关的平台产品，都提供了强大的 SOA

能力。本文淡化 SOA 的各种技术概念，围绕“将 IT 向业务对齐，进而为企业的

快速市场反映提供技术力量”这个 SOA 的核心思想，首先从业务分析的角度，

阐述 SOA 业务分析方法是从整体到细节的规划能力，再从技术的角度，剖析 SOA

的核心技术规范的细节，分析 SOA 技术架构的设计思路，同时结合某电信运营

企业的 IT 系统整体功能规划和一个资源数据管理的辅助功能模块：网络资源调

度精灵(以下简称 R-DEMO)的开发为实例来进行印证。R-DEMO 作为一个重要的

支撑能力，启用以后，在相关业务流程的优化上起到了关键作用。 

本文的目标是希望通过对 SOA 核心思想的梳理，为企业在 IT 系统建设的过

程中，提供一个更务实的工作思路。本文通过对 SOA 的业务领域的分析技术和

系统开发的相关技术规范进行分析，结合使用某电信运营公司的一个实验性项

目：网络资源调度精灵(Resource Demo, R-DEMO)的设计和开发过程为实例，讨

论和阐述 SOA 理论和思想在企业 IT 系统建设过程中的积极作为。

 

关键词：SOA；网络资源；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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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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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several rounds of restructuring, opening up competition pattern has 

basically taken shape between domestic telecom companies; the ability of rapid 

response to market has become a telecom enterprise's core competitive edge.  

Meanwhile, IT technology is rapidly developing; the means of supporting business 

operations is increasingly rich. The ways of thinking is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echnological change. From the earliest pot gruel-style development to the 

customer-server development, and then the multi-layer system development model, as 

well as the evolving SOA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thought, are all responses 

to the progress on understanding of this issue’s of how IT systems supporting the 

business functions . 

The current understanding for the SOA of the parties, some focus on the great 

quality of SOA, such as loose coupling, flexibility, etc; some focus on the 

SOA-related technologies, such as the ESB (Enterprise Service Bus), Web Services 

and so on; while oth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A platform software, like IBM, Bea, 

etc, all have a platform-related products, provide a powerful SOA capabilities. This 

article dilutes the various technology concepts of SOA, around the SOA core idea of 

"Make IT aligned to business, and makes the enterprise reflect rapidly to the market." 

Firs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business analysis, explains SOA business analysis 

method is generally to detail planning capacity, then from a technical perspective, by 

analysis of SOA core specification details, realize the design ideas of SOA technology 

architecture, and to incorporate the IT system planning of a telecom enterprise with a 

accessibility module of resource data management: network resource scheduling elve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R-DEMO) as the instance. As important support ability, 

after R-DEMO is on line, it’s the key to improve the related business process.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hat by clearing up the core idea of SOA theory, 

enterprise can do instructive evaluation and choice of IT investments to achi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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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imum benefit when their IT system is constructing. 

Key words: SOA; Network Resources; Disp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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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热闹的世界和企业的经营环境 

这个世界很热闹。10 年前，移动电话还是个珍贵的奢侈品，现在大部分地方

不用电话的人很难找了。SU27 飞机的第一次的眼镜蛇姿势公开表演带来的震撼

还在脑海里回荡，前几天的新闻已经有 SU27 的退役废旧机体都跑到大街上了。

以前野生黄花鱼满街随便买，现在要能买到，除了钱包要足够饱满外，运气也要

足够好。另一方面，IT 世界的变化也是如此，各种开发技术层出不穷，不同的

技术框架一个比一个更新得快，让人眼花缭乱。两个世界在活跃性方面的同步不

是偶然的。因为企业 IT 系统本身就是为了支撑企业的业务运营，是现实世界业

务问题在 IT 技术领域的一个映射，或者说是 IT 语义对业务问题的阐释。如 Sandy 

Carter 在他的《SOA&Web2.0──新商业语言》中所述，热闹的世界给企业运营

带来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1]： 

 经济环境的变化。全球化市场的浪潮，不断冲击着各个市场，把原来的

经营环境不断的修改。比如，城市大卖场在这几年的出现，极大的改变

了零售市场的格局，进而影响了上下游企业的营销。又比如，中国制造

业的低成本运作，也给全球制造业带来的极大的冲击。这些环境的变化

都逼迫企业要迅速做出调整。 

 市场的速度。业务流程的变化周期在不断的缩小，以前每年进行业务流

程的变更，也许现在正以每月甚至每周进行调整。企业不仅要缩短产品

的周期，也要缩短对客户问题的反应时间以及和合作伙伴建立联系的时

间。 

这样的企业经营环境，不仅要求 IT 系统要能支撑现有业务，还要求 IT 系统

能迅速改变，为新的业务活动做好准备。因此，IT 系统的灵活性，已经是一个

至关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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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灵活性是业务问题对 IT 系统最大的要求 

企业和任何生命体一样，增长是它的本能。企业主要通过两个方面的创新来

带动企业的增长。 

创造新的产品和配套服务，来推向市场。如中国电信在前几年在固网日渐萎

缩的大环境下，及时推出了小灵通业务，为巩固和扩展企业的业务立下了汗马功

劳。 

业务流程创新，适应环境的需要。这方面的经典案例是麦当劳，在将生产流

程引入餐厅食品的制造过程后，雇佣普通工人就能快速的制作大量符合质量标准

的食品，而快餐业也就这样诞生了[1]！ 

增长主要靠创新，创新必然带来改变。没有了灵活性，企业无法适应市场的

变化速度，将停滞不前。 

1.3 企业 IT 系统建设问题 

要解决问题，首先要了解问题本身，然后才能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本文面

对的问题是：IT 系统的建设如何有效支撑企业的业务运作。人类在思考复杂问

题的时候，总是采用问题分解的办法，但问题分解只是手段，分解后再整合起来

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一代武术宗师，功夫电影巨星李小龙在华盛顿大学的主修是

哲学，他对中国功夫的解释往往带有哲学思想的成分，我在这里借用一下他的成

名兵器：双截棍，来模拟一下运营企业用 IT 手段支撑业务问题的解决方法。双

截棍的威力，在于把一根棍子分为二部分，中间用柔软结实的连接物进行连接，

进行攻击时，握住棍子的一部分来控制另一部分，并利用棍子另一部分可灵活转

动的特点，把攻击的力量数十倍的放大[2]! 这种恐怖的杀伤力的基本原理就是：

把武器材料先分解，再整合！这两个步骤都是关键，不仅要把棍子进行合理的分

解，而且还要使用合适的材料把他们连接起来。回到本文讨论的 IT 系统来支撑

企业的运作问题，基本问题也是两个：业务问题和 IT 技术问题，而两个问题都

不简单，整合它们的材料是什么呢？联想一下双截棍的结构，这个整合连接物也

应该是“软”的：是一个方法，一个规划、评估 IT 系统的方法。因此，IT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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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问题本身，可以理解为业务问题，技术问题，业务和技术的整合问题，结构

上很像双截棍。 

业务问题和技术问题这两根“棍子”本身也够复杂的，还是需要做几次的分

解工作，把每个大问题分解为多个小问题，而问题在分解的过程中，也是在整合

的需要的指导下进行的。这个“分解”和“整合”的方法本身，也有个逐步进化

的过程，从最早的一锅粥式的开发，到竖井式开发，到分层建设，到目前的 SOA

的体系架构，回顾这个过程，可以更好的体会到 SOA 体系架构思想的用意。  

一开始，企业信息化建设基本采用竖井式开发方式，当某部门的某方面业务

功能需要 IT 系统进行支撑的时候，一般都会独立的开发一套系统进行支撑。比

如电信运营企业中，会有独立的客户管理系统，业务管理系统，资源管理系统，

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电信网络管理系统等。一般来说，只在单个系统内部的使用，

功能都能在使用过程中不断的完善和改进。但随着系统功能的扩展需要和企业高

层应用的需要，各系统间不可能保持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相互间交流的局面主

要产生以下一些困境： 

 系统间信息沟通接口的复杂性随系统数量呈指数增长趋势； 

 系统间不可避免出现管理范畴的重叠，导致重复建设和不必要的复杂性。 

虽然有这些问题的存在，但这种按应用划分的方式其实是从用户的角度对软

件分工最自然的划分方案。 

而在另一方面，企业的 IT 建设出现了按技术的角度进行的分层划分开发建

设的模式。这方面的代表是 J2EE 和.NET，它们把系统划分为几个层次，如表示

层，逻辑层，数据层等，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MVC 架构模式，把用户端界面逻辑、

业务应用逻辑、业务数据模型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的架构设计参考。这样的分层是

从技术角度上按不同的关注点进行分离，使每一层都只和系统的一个技术方面相

关。这种将技术架构分解为不同层的开发策略，对实际的团队分工开发模式有着

很好的支持，在软件行业中得到普遍的接受和广泛认同。但这样作的代价是，整

个功能模块的功能要分布到多个层次上，必须在多个层次都完成后，再把它们链

接在一起。这样做的代价较为昂贵，也比较难及早发现模块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SOA 是结合了上诉两种分解问题的手段，可以说是上诉两种分解方案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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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的融合版，能进一步对问题进行有序的分解。 

SOA 首先在业务层面支持业务问题的分解，比如 IBM 公司推荐的组件化业

务模型（Component Business Modeling, CBM），不仅把业务空间按领域进行纵向

的分解，而且进一步说明，在不同的领域都存在一个横向的层次划分，结构上类

似于 OSI 的分层模型，上层功能依赖下层功能。这样的分解方案，能充分全面的

把握要解决的问题的全貌。关于 CBM 的分析，详见本文 3.1 节。 

然后，SOA 在 IT 技术规范上，以技术向业务对齐为最主要的目标。相比 J2EE

等技术规范的分解问题方式的，SOA 的技术规范在 J2EE 等的基础上，更为贴近

业务的实际需要。比如 J2EE 技术架构只是把业务问题分解为系统的表示层，逻

辑层，数据层等，但每个具体的应用和 J2EE 架构之间，有着一个巨大的空白区。

而 SOA 的技术规范填补了这一个空白区域，为了实现业务问题分解中等到的业

务组件功能，SOA 提出应用组装的规范 SCA；为规范业务问题中的流程相关问

题，SOA 提出 BPEL 的流程规范，并且能和 SCA 规范有机的结合；为实现业务

数据在不同组件之间的灵活流动，SOA 提出了定义数据模型的 SDO 规范。而在

IT 基础设施上，SOA 也提出了众多配套的支撑类技术和规范[3]。如企业服务总

线（Enterprise Service Bus, ESB）技术提供服务调用的地址透明能力[4]，WS-安全

/加密系统规范提供一个全局性的安全规范参考等。另外，作为一个整体解决方

案，图 2.2 展示的 SOA 分层体系模型融合上诉各种技术规范和技术，此模型将

是本文的重点。 

综合上诉问题的两方面，CBM 等业务分析方法给我们一个全局性的业务功

能地图，而技术范畴里以 SOA 分层体系模型为代表的相关技术规范则是如何去

实现这些功能的手段。这样一种情节很像拿破仑在征服欧洲的时候，左手拿着欧

洲各国地图，右手指挥着他的战争机器向前推进[5]。SOA 参考模型让拿破仑知道，

在征服某个地区的时候，根据具体场合，什么时候，需要让他的炮兵进行远程轰

击，什么时候，需要用骑兵发起冲锋，而拿破仑这种把战争机器向征服目标对齐

的能力，就是 SOA 的核心思想，指导着他的路线规划和军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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