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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ＳＯＡ的高校信息系统集成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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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分析目前高校各部门信息系统

间通信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深入研究

数据交换系统的构架设计及系统实现，

提出了一种基于面向服务架构 ＳＯＡ
（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的松耦合
“服务＋代理”的系统通信解决方案，实
现了统一的信息交互和数据共享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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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为实现数字化校园的建设目标，高校内各部门的信息系统数量
也逐渐增多，如学生管理系统、教学管理系统、教职工管理系统、图书

管理系统、科研管理系统、设备管理系统、远程教学系统、财务管理系

统、后勤系统等，还有高校的门户网站，各学院、各职能部门及各学科

研究所的网站等．虽然各部门都各自实现了相关的初步信息化，但各
部门信息系统各自独立，千差万别，系统之间缺乏联系，不能实现良

好的信息和数据交换，信息与数据更新不一致，甚至无法共享，在高

校信息化的建设中造成了“信息孤岛”［１］的局面．现实中执行某些任
务的时候，是需要各系统间进行协同操作的，而如果完全抛弃现有的

信息系统，重新规划、设计和开发，则成本过高，开发的周期也过长，

不切实际，故需要建立一个大规模一体化的高校信息系统———集成

式系统．

１　我国高校信息系统存在的问题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ｆｏｕｒｃｏｕｎｔｒｙ

　　１）异构性．运行环境的异构和数据模型的异构［２］．高校内各部门
信息系统的操作系统有基于Ｕｎｉｘ的，也有基于Ｗｉｎｄｏｗｓ的；系统架构
有基于Ｂ／Ｓ的也有基于Ｃ／Ｓ的；开发的平台，使用的编程语言也各不
相同．各部门都根据自身的需求采用不同的数据库，比如：学生管理
系统采用 Ａｃｃｅｓｓ；教学管理系统采用 ＳＱＬ；财务管理系统采用的是
Ｐａｒａｄｏｘ等，数据库系统结构和标准都不一致．
２）自治性．各部门信息系统都拥有各自独立的应用程序，在被集

成之后部分数据源依然保持一定的独立性［２］．
３）分布性．数据的存放分散在不同的部门，部门与部门之间又存

在许多的数据联系和业务联系，彼此间需要相互通信．
４）难复用性．各部门信息系统之间主要以紧密耦合的方式组合

而成，在其它信息系统中无法被重用，造成ＩＴ资源的浪费．
５）不安全性．各部门信息系统之间主要依靠数据的直接共享，以

及组件之间的相互调用来实现集成，留下非常大的信息安全隐患，高

校信息系统缺乏统一的可扩展的集成平台．
　　　　



２　面向服务的体系架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Ａ

２．１　ＳＯＡ的概念
ＳＯＡ面向服务的体系结构（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Ａｒ

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是一种在计算环境中设计、开发、部署和
管理离散逻辑单元（服务）的组件模型，它将应用程

序的不同功能单元通过这些单元之间定义良好的接

口和契约联系起来．接口是采用中立的方式进行定
义的，它独立于实现服务的硬件平台、操作系统和编

程语言［３］．基于这种模型的应用程序的不同功能单
元（称为服务）可以以一种统一和通用的方式进行

交互，不必考虑其后台具体实现的技术，运行平台

等，从而最大限度地重用了应用程序中的服务，提高

了ＩＴ适应性和效率，以应对瞬息变化的世界，做出
快速和有效的响应．
２．２　ＳＯＡ的结构模型

２００１年，ＩＢＭ公司提出了１种ＳＯＡ模型，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ＳＯＡ模型
Ｆｉｇ．１　ＳＯＡｍｏｄｅｌ

ＳＯＡ体系结构的组件中共有３种角色．
１）服务提供者．把自己所拥有的服务在服务代

理上注册，通过服务代理发布服务的接口信息，以供

服务请求者发现和访问服务．
２）服务代理者．对已经注册的服务进行分类，

并展示给服务请求者，也提供服务的搜索功能．
３）服务请求者．通过服务代理查询所需要的服

务，一旦查询到所需要的服务，就依据接口信息以特

定的方式来调用服务．
ＳＯＡ体系结构的组件中主要有３种操作［４］．
１）服务发布．为了被访问，服务的描述信息必

须被发布以便服务请求者发现和调用．
２）服务查找．服务请求者通过查询代理，定位

符合其要求的服务．
３）服务绑定和调用．在获得服务描述的信息之

后，服务请求者据此去调用所需服务．

２．２．１　ＳＯＡ的技术基础
ＳＯＡ具体实现的技术有很多，包括 ＷｅｂＳｅｒｖ

ｉｃｅｓ、ＳｅｓｓｉｏｎＢｅａｎ、ＪＩＮＩ等，但随着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技术
越来越被重视，已经成为实现 ＳＯＡ的主要架构
技术．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将应用、数据、内容文档等合理封
装成符合国际统一标准的程序模块．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的
接口和执行明确分离，开发者可以在任何软件系统

上调用服务，不必了解内部执行的具体细节，实现了

与服务内部执行平台、编程语言等无关．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体系结构中包含了 ＳＯＡＰ（Ｓｉｍｐｌｅ

ＯｂｊｅｃｔＡｃｃｅｓｓＰｒｏｔｏｃｏｌ，简单对象访问协议）、ＷＳＤＬ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Ｗｅｂ服务描述语
言）和 ＵＤＤ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Ｉｎｔｅｇｒａ
ｔｉｏｎ，统一描述、发现和集成）等协议［５］支持服务请求

者和服务提供者进行交互，以及用于服务发布和发

现的规范．服务提供者用 ＷＳＤＬ来描述所提供的服
务，然后将该ＷＳＤＬ发布在服务代理上．服务请求者
通过ＵＤＤＩ来查询 ＷＳＤＬ，一旦查找到所需服务，通
过向服务提供者发送一个ＳＯＡＰ来请求调用服务．
２．２．２　为什么要使用ＳＯＡ

在ＩＴ行业有２个越来越普遍的发展方向，１个
是架构方面的，１个是方法学方面的．第１个就是模
型驱动架构（ＭＤＡ），由提出ＣＯＲＢＡ的ＯＭＧ模型提
出；另１个是敏捷方法（ＡＭ）［６］．

ＳＯＡ元模型从 ＭＤＡ中继承平台无关模型和平
台相关模型，但是添加了 ＡＭ和用户交互以及敏捷
的反馈这两部分．

ＳＯＡ实践和过去解决架构传统方式的不同之处
就在于其对敏捷性的支持．业务敏捷性是指企业对
变更快速和有效地进行响应、并且利用变更来得到

竞争优势的能力．
传统的方式是从头开始开发，从零开始，一蹴而

就．而 ＳＯＡ往往是对现存在应用的修补，对现有计
算资源的整合，并不是从头开始，而且 ＳＯＡ的实施
往往是从小范围开始，逐渐的迁移现存应用到新的

计算环境中．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ＳＯＡ项目的实施
往往是长期的．

３　基于ＳＯＡ的高校信息系统集成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ＯＡ

３．１　高校信息系统集成的重点与解决方案
高校内各部门存在着业务联系，为了提高各部

０３２
周融，等．基于ＳＯＡ的高校信息系统集成的研究．

ＺＨＯＵＲｏｎｇ，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ＳＯＡｂａｓｅ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门的业务协同处理能力和工作效率，需要对各部门

的信息系统进行集成．如何在不改变当前高校内各
部门信息系统的前提下，使系统能够统一、透明地操

作不同部门应用系统的多种分布、异构数据资源，有

效地实现各信息系统间的数据共享，使用户可以透

明地访问各个不同应用程序，而展现给用户的数据

仿佛是来自同一个数据源．这是高校信息系统集成
的重点，也是难点．

面向服务架构是实现高校信息系统之间数据和

业务无缝衔接的理想方案，针对集成的需求，可以通

过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来实现各部门信息系统间数据与业
务的衔接．对于高校各部门的信息系统，把需要提供
给外界的信息加以封装，将它以服务的形式呈现出

来，而其它需要相关信息的应用系统可以通过调用

这些服务协约对服务进行访问．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的目标是消除语言差异、平台差

异、协议差异、数据结构的差异，由于高校中各部门

信息系统存在异构性、分布性等特点，具有以上特点

的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技术是实现高校信息系统集成的理
想途径．

无论服务是用什么工具、什么语言编写出来的，

只需要使用ＳＯＡＰ协议通过ＨＴＴＰ来调用．从外部看
来，应用是由一系列标准的服务接口组成，任何语

言、平台上的用户都可以通过服务代理 ＵＤＤＩ来查
找所需要的服务，并得到相关的ＷＳＤＬ文档．用户通
过ＷＳＤＬ文档了解服务的数据类型、传输协议等信
息，可以实现对 Ｗｅｂ服务的调用，从而实现了用户
可以以标准的方式透明地调用各部门信息系统的数

据，实现数据的共享，集成了高校内各部门信息

系统．
用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技术实现面向服务的高校信息

系统集成，还有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软件集成平台的

选择．高校信息系统绝大多是基于Ｗｉｎｄｏｗｓ平台，最
终用户对Ｗｎｉｄｏｗｓ环境更为熟悉，而基于．ＮＥＴ平台
的开发相对简单，ＶｉｓｕａｌＳｔｕｄｉｏ．ＮＥＴ为开发 Ｗｅｂ服
务提供了很好的支持，也提供了较多的开发资源．因
此，选择．ＮＥＴ平台来开发更为适合．

３．２　高校信息系统集成架构

针对高校信息系统集成的需求，本文提出了如

图２的基于ＳＯＡ的高校信息系统集成的架构，由４
层组成：用户层、服务层、业务层和数据层．解决了各
部门信息系统间信息通信和数据共享的问题．

校内外用户可以通过学校的门户网站对校内各

图２　基于ＳＯＡ的高校信息系统集成架构
Ｆｉｇ．２　ＳＯＡｂａｓｅ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ｏｆ

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部门信息系统进行统一的访问．实现信息通信和数
据共享的过程如下：

１）用户访问门户网站，进行用户认证，认证通
过后就可访问系统；

２）用户到服务代理处查询所需的 ＷｅｂＳｅｒｖ
ｉｃｅｓ；
３）ＵＤＤＩ向用户返回所需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的 ＷＳ

ＤＬ，在本地生成代理；
４）用户通过代理绑定和调用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返回

给用户进行下一步处理．
３．３　基于ＳＯＡ的高校信息系统集成架构的优点

１）无关性．与实现各服务的硬件平台，操作系
统和编程语言无关，系统中的服务可以以统一、通用

的方式进行交互．
２）松耦合性．具有中立的接口定义，非常灵活，

当服务的内部结构和实现发生改变时，它能够继续

存在，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３）安全性．服务消费者的应用是基于服务的，

数据库的访问也是发生在防火墙之后的，提高了信

息互通和数据共享的安全性．

４　结束语
Ｃｏ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ｒｅｍａｒｋｓ

　　本文分析了各高校信息系统的现状和存在的问
题，提出了一种利用ＳＯＡ构架、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技术实
现高校信息系统的集成，解决了高校内各部门信息

系统跨网络、跨平台等问题，校内外用户可以通过高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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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门户网站对校内各部门信息系统进行统一的访

问，实现了信息互通和数据高度共享，是一种很好的

解决“信息孤岛”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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