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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链信息集成研究

秦丽萍 桂云苗 龚本刚

’安徽工程科技学院( 安徽芜湖 !)*+++ ,

* 引 言

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加剧，企业与企业之间的

竞争不再是个体与个体的竞争，而发展成为供应

链与供应链的竞争。因此，供应链的管理是企业在

竞争中的致胜法宝。供应链管理是围绕核心企业，

将供应商、制造商、零售商和最终用户联结成一个

整体的供需网络，涉及采购、生产、库存管理、销

售、运输等环节，强调了关键业务流程的集成和供

应链成员企业相互协同合作 - * .。由于供应链成员

企业的自知性和选择技术的多样性，使得供应链

内各企业的信息系统的协同与集成极为困难。在

学术界和企业界已有不少专家和学者提出了供应

链信息集成的方法和策略，比如，基于 /01-! .、
234 5 6234-7 . 和 #89 服务 - ) : " . 的供应信息集成模

式，虽然目前供应链信息集成采用先进的 #89 技

术，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如采用 #89 服务技术

可以实现远程异构平台的软件集成，但在动态地

加入或撤销供应链信息系统所需的软件资源、数据

资源和计算资源时，网络和带宽将成为瓶颈问题而

难以实现；各成员企业信息系统的平台存在差异，

信息形式也是异构的，很难实现信息资源动态协同

和共享。目前，网格技术及其与 #89 服务相融合的

#89 服务资源框架（#$%&）技术的出现 - ; : **.，已经

被公认能够解决这一系列技术问题。因而，本文以

#89 服务技术和网格技术为基础，研究基于 #$%&
的供应链信息集成模型，进一步提高整个供应链

企业的信息共享程度。

! #89 服务资源框架

网格是构筑在互联网上的一组新兴技术，它将

高速互联网、不同地理位置的 <6 机和高性能计算

机、大型数据库、传感器、远程设备等外围设备融为

一体，形成对用户相对透明的虚拟的高性能计算环

境，实现计算资源、数据资源、信息资源、知识资源、

存储资源、通信资源等多种资源的高度共享与高速

存取，向每一个用户提供了一体化的服务 -*! : *7.。目

前，流行的网格体系结构有五层沙漏结构、=>$? 5
=>$1 开放网格服务体系结构和 #89 服务资源框

架（#$%&）- ; .。#$%& 解决了以 =>$? 5 =>$1 为基

础的网格体系结构与现有 #89 服务、234 工具之

间的使用问题，提出了一组 #89 服务规范。该规范

引入 #$ : %8@ABCD8 方法来表示、访问有状态资

源。通过 #$ : %8@ABCD8 方法可以声明和实现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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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信息集成是实现供应链应用的基础和关键技术之一。为了提高供应链成员企业的信息共享程度，文章结合供

应链信息系统的特点，以 #89 服务技术和网格技术为基础，建立基于 #89 服务资源框架（#$%&）的供应链信息集成模型，

并以 >FA9B@ 软件包为例探讨供应链信息集成的实现步骤，最后研究供应链 #$%& 网格体系结构的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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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与一个或者多个有状态资源之间的关联。服

务的请求者能发现 #$ % &’()*+,’ 的类型和对状

态进行操作，包括读取、更新和查询状态值，管理

其生命周期等。#$&- 基本保留了 ./$0 中的所有

功能，同时更改了一些语法，并且还在其表示中采

用了不同的技术。#’1 服务通知为 #’1 服务提供

基于消息的发布和预订能力。#$&- 是建立在已存

在的 #’1 服务定义和技术基础上，用来帮助实现

网格计算、系统管理和 #’1 服务的统一。

#$&- 由 2 种 #’1 服务规范组成 3 " 4，它们通过

定 义 “#’1 服 务 资 源 法 ”（#$ % &’()*+,’ 567
6+)5,8），在 #’1 服务的上下文中实现对状态的建

模和管理，包括：

（9）#$ % &’()*+,’:;<’=;>’：定义了 #$ 资源

（#$ % &’()*+,’）的资源破坏机制，其中包括允许

请求方立即破坏资源，或者使用基于时间的资源

终止机制来破坏资源。

（!）#$ % &’()*+,’?+)6’+=;’(：定义了有状态的

#$ 资源的类型，提供了检索、更改或者删除 #$
资源属性等机制。

（@）#$ % A)=;<;,5=;)B：通过基于主题的发布 C
订阅模式，定义事件订阅和通知机制。

（D）#$ % &’B’E51F’&’<’+’B,’(：定义了端点变

为无效时，重新获取新的 #$ % GHH+’((;BI 端点引

用的机制。

（J）#$ % $’+K;,’ /+)*6：定义了通过异质引用

集合访问 #’1 服务的接口。

（2）#$ % L5(’-5*F=(：描述了如何报告错误的

机制，定义了一个返回错误信息的基本错误类

型。

@ #$&- 供应链信息集成框架

基于 #$&- 的供应信息集成框架（图 9），以各

种技术（/F)1*( M))FN;= D 工具包及组件）为支持，尤

其以网格、#’1 服务为依托，通过 #$&- 规范，使

供应链各企业能全面、准确、实时地把散布在全球

的符合需要的或者能反映本质的信息和数据、应

用程序以及相关硬件资源等，协调地提供到信息

集成平台中，从而供应链企业能够实现资源共享，

协同规划，达到降低成本、提高资源利用率、加快

资金周转速度的目标。

基于 #$&- 的供应链信息集成框架的实现主

要依靠网格中间件和 #’1 服务技术。#’1 服务技

术使用标准的 #’1 协议和一系列其他的标准协

议，如可扩展标记语言（OP:）、简单对象访问协议

（$.G?）Q #’1 服务描述语言（#$R:）以及统一描

述、发现和集成协议（SRR0）等。而且供应链成员企

业中大多数使用的 T!UU 和 V AUM 平台都支持 #’1
服务技术，因而供应链信息集成框架的实现需要

#’1 服务技术的支持。

以 /F)1*( M))FN;= D 软件 包 为网 格中 间 件为

例，实现 #$&- 的供应链信息集成框架的主要步

骤，首先在供应链企业现有的 0B=’+B’= C 0B=+5B’= 基

础环境下，利用 OP: 和 #$R: 描述成员企业信息

集成的资源（数据库、硬件资源、供需网络、业务流

程等相关资源）；然后利用 #$ 资源封装系统把

#$R: 文 件封装 成为网 格服务 的形 式，显 示在

/F)1*( 软件包提供的网格服务容器中，再利用单

点登陆认证（/&GP）实现的资源管理系统对网格

服务进行统一管理，网格服务的注册、发现、访问

等通过 #’1 协议、SRR0 和 $.G? 来实现；最后，为

方 便 用 户 管 理 这 些 操 作 ， 使 用 T$?（T5K5 $’+K’+
?5I’）来开发供应链信息化服务网格 ?)+=5F 实现整

个集成框架的可视化。

图 9 供应链信息集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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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供应链 $%&’ 网格体系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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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链 $%&’ 网格体系运行机制

以 $)* 服务技术和网格技术建立供应链网格

服务平台，包括了用户层、$)* 层、认证服务层、网

格中间件层和网格资源层 + 个层次，如图 # 所示。

其运行机制为：

（,）用户通过 $)* 浏览器登陆网格平台系统，

由认证服务中心确认身份和使用权限。认证服务

中心具有用户管理、认证服务、身体映射、安全管

理和日志管理等功能。当用户登陆认证门户后，认

证中心服务器将在服务器端建立一个服务端身份

凭证并向客户端发送对话票证和票证授予票证保

存在客户端；当用户需要访问联盟内其他成员提

供的应用服务时，则将身份凭证附加在 %-./ 消息

头部，作为一种身份信任状传递给服务提供者。

（#）认证中心服务器核对身份凭证的有效性，

查询 0112 和用户信息数据库，确认用户的使用权

限。通过 0112 提供 $% 资源发布和注册服务。

（!）用户进入网格后，向网格提交作业，请求

被网格调度器接收。

（(）网格调度器查询网格信息服务器（网格信

息服务器中包括当前网格中所有资源的状态），并

根据作业请求和资源状态进行匹配。

（+）匹配成功后将作业提交给资源管理器的

工作中心管理者。

（3）由工作中心管理者负责调度作业在合适

的 $% 资源服务器中执行，并且搜集执行结果。

（4）工作中心管理者将作业执行状态及最终

结果向网格监控器汇报。

（5）网格监控器负责将作业执行状态通过网

格入口报告给用户，并最终显示在 $)* 浏览器

上。

在供应链网格运作过程中，网格调度器是整

个运行机制的核心部分，资源调度是否快速有效，

是否能够在全局范围内公平调度，主要依靠调度

器的匹配算法是否有效。从图 # 可以看出，通过基

于 $%&’ 的单点登陆系统（6&.7），用户只需要记

住一次用户名 8 密码就能访问部署在供应链不同

企业中不同应用系统中的 $% 9 &):;<=>) 资源，简

化了用户的操作，增强了系统整体安全性访问的

有效性。

+ 结 语

将网格技术和 $)* 服务技术引入供应链和服

务等全过程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提出了

基于 $%&’ 的供应链信息集成框架，并详细描述

供应链网格体系的运行机制。而且基于网格和

$)* 服务资源框架的供应链信息集成平台为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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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内部资源和与外部各种资源沟通搭建了桥

梁，形成以核心企业为中心联结上下厂商与顾客

的全球供应链，为供应链企业创造更多的收益。本

文虽然提出了供应链信息集成的网格体系结构，

但是供应链网格体系中的资源调度算法、协同工

作模型等问题，都还有待于更深入和全面的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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