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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了面向服务的业务活动监控（ＢＡＭ）系统设计问题。 在分析 ＢＡＭ 的几类系统模型优缺点的基础
上，立足于 ＢＡＭ 系统的动态感知、协同工作和实时处理数据，采用事件驱动体系架构，提出了一种基于事件、面
向服务的业务活动监控系统模型。 该模型以总线的形式构建在企业原有的各个信息系统之上，采用事件作为模
块之间基本的通信机制，并对该系统模型中关键技术的设计进行了详细分析。 最后通过原型系统的实验表明，
该设计方案有良好的应用效果，可以有效地提高模型的计算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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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的企业正面临着许多的压力，要适应瞬息变幻的市场
环境，构建一个快速反应环境是企业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生存
发展的关键。 虽然计算机软件产品在企业各个领域中已得到
广泛使用，但在信息的管理分析工作方面，仍然停留在用户以
主动方式触发数据管理和分析功能，而这些信息往往滞后于现
实，无法及时发现问题，使企业错失机会、蒙受不必要的损失。
在如今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下，实时性、开放性以及
集成性强、可预测分析正是企业在竞争中取胜所急需的，业务
活动监控系统（ＢＡＭ）正是源于这些需求而产生的。 ＢＡＭ的目
标［１］是提供多种业务操作、业务过程和业务事务的状态和结

果的实时信息，对业务活动进行管理，使企业具备了敏捷型企
业所要求的素质，能够快速地响应市场变化，快速地调整业务
策略，快速地实施业务流程，同时根据反馈的信息对业务流程
进行快速的优化调整。

当今企业应用的规模和复杂性，使得体系结构成为 ＢＡＭ
软件开发及应用能否成功的决定因素，ＢＡＭ 系统与企业应用
的集成方法、ＢＡＭ系统中数据的实时处理方法正成为 ＢＡＭ领
域中备受关注的问题。 ＢＡＭ 系统模型取决于建模目标，ＢＡＭ
系统作为一个服务中间件支持二次开发，如何能够与企业现有
应用服务进行有效集成、降低应用之间的耦合度、降低开发难

度、提高系统的开放性和扩展性以及数据处理的实时性是
ＢＡＭ系统模型需解决的问题。

1　相关工作
ＢＡＭ这个术语是在 ２００２ 年由高德纳咨询公司（Ｇａｒｔｎｅｒ

Ｇｒｏｕｐ）提出的［１］ ，是基于企业应用集成的一种用于监控企业

运营状况的软件技术。 从 ＢＡＭ术语提出至今，ＢＡＭ系统模型
已经涌现出许多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四类，即以数据为中心、
以执行为中心、面向对象和面向服务的 ＢＡＭ系统模型。

1畅1　以数据为中心的 BAM 系统模型
以数据为中心的系统模型是将数据库放在系统的核心层

次共享［２，３］ ，各功能部件采用统一的数据描述，各子系统完全

独立；系统的整体可扩展性好，可以任意添加符合数据交换标
准的应用程序。 但是系统缺少实时性，因为该模型首先把数据
写入数据库，ＢＡＭ再从数据库中读取数据进行处理，最终向用
户展示的信息存在大量的延迟。

1畅2　以执行为中心的 BAM 系统模型
以执行为中心着眼于将企业不同的应用系统通过 ＢＡＭ执

行中心集成在一起［４，５］ 。 该模型将共有的数据处理（数据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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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数据转换、数据传输）从应用程序中分离出来，放在执行中
心，避免了代码的冗余；与数据库的交互都需要通过执行中心
进行，有利于数据的严格管理，保证了数据的一致性。 但是此
种模型执行中心的功能设计复杂，同时与用户界面和应用程序
保持通信，又管理 ＢＡＭ数据库，负担过重，极易形成瓶颈。

1畅3　面向对象的 BAM 系统模型
随着面向对象技术的成熟，出现了更为简练的面向对象的

系统模型［６，７］ 。 该模型与前两类模型的设计思想有较大差别，
ＢＡＭ内核对象中封装的是能为用户界面对象、所有应用对象、
服务组件对象共享的数据及相应的操作；所有这些对象通过相
互间的通信协调来完成指定的功能。 面向对象的系统模型的
主要优点在于：数据和功能的合理封装降低了由于数据和功能
的集中管理所带来的通信上的开销和操作上的复杂性；另外，
系统的无中心结构也使系统的构成变得更加灵活。 从整体上
看，面向对象的系统模型无论其开放性还是其有效性都要优于
前两类模型。

1畅4　面向服务的 BAM 系统模型
面向对象模型比以往的模型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有不

足。 对象之间的联系是一种点对点的直接联系，当系统中对象
数目增加时，通信链接数将以平方级激增，同时为支持通信，每
个对象实体都要维护一个包含所有对象实体功能服务信息的

功能服务信息库，这部分信息不但重复，而且还要保证其一致
性。 这些开销都损害了系统的效率。 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对象
的接口没有一致的标准，造成向系统中扩充对象时的随意与不
规范，不利于系统的维护以及对象的复用。 随着企业中的软件
系统变得日益庞大和复杂，系统之间的很多功能属于重复开
发，既浪费资源又不便于管理。 ＳＯＡ 提供了一个具有服务可
重用性的理想集成框架，支持在业务流程中进行服务组件的装
配。 基于 ＳＯＡ的 ＢＡＭ系统模型［８］通过企业服务总线将企业

应用集成在一起，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松散耦合、位置透明，具有
可扩展性。 然而现有的 ＳＯＡ 不完全具备动态感知、协同工作、
异步处理的能力，而事件驱动体系架构弥补了 ＳＯＡ 的缺陷，通
过感知器监测企业信息系统中数据状态的变化，然后产生可以
被 ＢＡＭ处理的事件，通过事件实现系统模块之间的协同。 基
于此思想，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事件、面向服务的系统模型
（ＥＤＡＢＡＭ），动态协同是此模型的核心技术，企业信息服务系
统将活动状态的变化映射成事件，通过对事件的感知、收集、发
布、处理，实现业务活动状态的实时监控。

2　基于事件面向服务的 BAM 系统模型
事件驱动体系架构是一种软件架构模式，这种构件架构模

式通过松散耦合的软件构件和服务来传送事件。 本文所要描
述的 ＥＤＡＢＡＭ系统正是基于这一思想设计的，系统体系结构
如图 １ 所示。 整个体系架构以总线的形式构建在企业原有的
各个信息系统之上，采用事件作为模块之间基本的通信机制，
为企业中需要合成数据的各种应用系统提供了交互的信息流

通渠道。 整个系统通过适配器把信息从企业应用服务中分离
出来，不需要定制和改变原先的各个信息系统就可以达到信息
共享，适配器将企业信息系统中业务活动状态的变化以事件的

形式发布出去，激发整个 ＥＤＡＢＡＭ系统的运行；整个系统主要
由适配器（ａｄａｐｔｅｒ）、规则引擎模块、ＥＤＡＢＡＭＣｏｒｅ模块、数据库
模块、ＵＩ模块、仪表盘模块组成。 模块之间通过事件进行协调
工作，对企业的业务活动数据进行实时监控。

为了便于后文讨论，下面给出事件模型等相关概念定义：
定义 １　企业信息系统中的原始数据（ＲａｗＤａｔａ）。 ＲａｗＤａ唱

ｔａ表示为一个四元组枙N，T，V，D枛，其中，N为数据的名称，T为
该数据的类型，V为数据值，D为企业信息系统名称。
定义 ２　关键业务绩效指标（ ｋｅｙ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ＫＰＩ）。 ＫＰＩ是对于企业中业务目标的量化规约，在 ＥＤＡＢＡＭ
中每一个 ＫＰＩ对应于一个业务活动类型，通过对 ＫＰＩ的实时监
测来监控企业业务活动的运行状况。 ＫＰＩ 表示为一个四元组
枙K，T，V，B枛，其中，K为 ＫＰＩ 的标志符，T 为 ＫＰＩ 的类型， V 表
示 ＫＰＩ的值，Ｂ表示 ＫＰＩ的边界值（通常包含上边界和下边界
两种）。
定义 ３　业务度量（ｍｅｔｒｉｃ）。 业务度量是对于业务流程实

例运行过程中某一个侧面的记录，同时也是对于 ＫＰＩ 的细化，
它可能并不具有明确的业务含义，但是多个业务度量指标经过
聚合产生一个关键绩效指标（ＫＰＩ）。 Ｍｅｔｒｉｃ是从企业信息系统
的 ＲａｗＤａｔａ列表中选取配置获得，ＲａｗＤａｔａ、ｍｅｔｒｉｃ及 ＫＰＩ 关系
图如图 ２所示。 Ｍｅｔｒｉｃ表示为一个四元组枙M，V，T，D枛，其中，
M表示 ｍｅｔｒｉｃ的标志符，V表示 ｍｅｔｒｉｃ的值，T表示 ｍｅｔｒｉｃ的类
型，D表示为 ｍｅｔｒｉｃ所属的企业信息系统的名称。

定义 ４　规则（ｒｕｌｅ）。 规则是对业务的某个方面进行定义
或约束的语句，在 ＢＡＭ中规则细分为 ＫＰＩ生成规则和 ＫＰＩ业
务规则。 ＫＰＩ生成规则描述了 ＫＰＩ 由哪些 ｍｅｔｒｉｃ 通过什么样
的运算计算所得；ＫＰＩ业务规则描述了 ＫＰＩ达到什么样的临界
值产生预警。 规则表示为一个三元组枙I，P，O枛，其中，I表示规
则的输入，P 表示规则的断言，O 表示规则的输出。 针对 ＫＰＩ
生成规则，I表示生成 ＫＰＩ的 ｍｅｔｒｉｃ列表，p表示 ｍｅｔｒｉｃ是否发
生更新，O表示更新 ＫＰＩ 属性值。 针对 ＫＰＩ 业务规则，I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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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ＰＩ对象，p表示 ＫＰＩ是否到达一定的阈值，O表示预警。
定义 ５　事件（ｅｖｅｎｔ）。 事件语义上是指发生的活动或者

状态变化，事件在 ＥＤＡＢＡＭ 中是信息的载体。 一个事件表示
为三元组 E枙T，S，M枛，其中，T表示事件类型，S表示事件源，M
表示事件中包含的消息。

2畅1　EDABAM 系统内部结构
适配器是整个系统的基础。 适配器的作用在于：一方面，代

理企业信息系统的复杂通信过程，使企业信息系统更专注于功
能的实现；另一方面，它将企业信息系统的数据通过事件发布出
去，激发整个 ＥＤＡＢＡＭ系统的运行。 ＥＤＡＢＡＭＣｏｒｅ模块是这个
系统的核心，管理系统的运行；通过配置管理引擎配置被监控服
务（企业信息系统）、监控模型（ｍｅｔｒｉｃ模型、ＫＰＩ 模型以及规则
模型）；通过事件引擎和企业信息系统进行交互，它将企业数据
信息从事件中解析出来，存储在活动数据缓存中；通过活动数据
缓存中的数据更新驱动规则引擎的运行。 规则引擎模块负责执
行 ＫＰＩ生成规则和 ＫＰＩ的业务规则，ＫＰＩ生成规则执行的结果，
一方面更新活动数据缓存中 ＫＰＩ的值，另一方面，将更新的 ＫＰＩ
发布到消息服务器上。 ＫＰＩ业务规则执行的结果通过短消息和
邮件进行预警。 展示引擎和数据库引擎通过事件服务器订阅
ＫＰＩ信息，展示引擎负责将 ＫＰＩ的实时信息通过仪表盘展示给
用户，数据库模块将 ＫＰＩ信息进行持久化。

2畅2　EDABAM 关键技术的设计与实现
ＥＤＡＢＡＭ中采用 ＪＭＳ 消息中间件充当事件服务器。 ＪＭＳ

规范提供两种最普遍的事件处理模式：发布／订阅和点对点。
在这个体系架构中，适配器将企业中业务活动状态信息通过事
件发布到 ＪＭＳ服务器上，驱动整个系统的运行。 系统的各个
模块之间均采用事件进行相互之间的通信。

１）适配器的设计与实现
ａ）点对点的异步请求／应答处理机制。 在 ＥＤＡ唱ＢＡＭ配置阶

段首先要获取企业信息系统中的ＲａｗＤａｔａ数据列表，然后在ＥＤＡ唱
ＢＡＭ中发送 ＲａｗＤａｔａ数据请求，最后接收到 ＲａｗＤａｔａ数据为一个
事务。 因此 ＥＤＡＢＡＭ和适配器之间采用了点对点的异步请求／应
答处理机制来获取ＲａｗＤａｔａ数据列表，ＥＤＡＢＡＭ向一队列中发布
请求ＲａｗＤａｔａ数据列表事件，然后阻塞等待应答队列，该应答队列
等待来自适配器的响应。 这种交互如图３所示。

ｂ）基于主题的发布／订阅处理机制。 适配器和 ＥＤＡＢＡＭ
之间采用基于主题的发布／订阅模式来发布和获取 ｍｅｔｒｉｃ 对
象；当企业信息系统中 ｍｅｔｒｉｃ产生了更新后，适配器将此更新
封装到事件，该事件中包含了企业信息系统的信息、ｍｅｔｒｉｃ 的
信息以及事件类型等，之后通过 ＪＮＤＩ 定位 ＪＭＳ 服务器，并将
该事件发送到特定的主题上。 ＪＭＳ服务器接收到该事件后立
即将该事件推送给 ＥＤＡＢＡＭ 的事件引擎，采用算法 １ 对事件
进行处理。

算法 １　事件过滤处理算法
输入：企业数据更新事件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Ｅｖｅｎｔ ｅ ＝（Ｔ，Ｓ，Ｍ）。

输出：更新企业中的 ｍｅｔｒｉｃ信息。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ｅ ｄｏ｛
ｉｆ（ ｅ ｉｓ ａ ＤａｔａＵｐａｔｅＥｖｅｎｔＴｐｙｅ ａｎｄ ｅ．ｍ ≠ ｎｕｌｌ ）｛
　Ｍｏｎｉｔｏｒｅ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ＵＲ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ＵＲＬ ＝ｇｅｔＦｒｏｍＥｖｅｎｔ（Ｅ）；／倡从事件

中获取被监控服务的地址倡／
　 Ｍｏｎｉｔｏｒｅｄ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 ｇｅｔＦｒｏｍＭｏｎｉｔｏｒｅ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Ｌｉｓｔ （ ｓｅｒｖｉ唱

ｃｅＵＲＬ）；／／从系统中获取该服务对象
　ｉ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 ｎｕｌｌ ） ｛
　ＭｅｔｒｉｃＮａｍｅ ｎａｍｅ ＝ ｇｅｔＭｅｔｒｉｃＮａｍｅＦｒｏｍＥｖｅｎｔ（ ｅ．Ｍ）；／倡从事件

数据中获取 ｍｅｔｒｉｃ的名字倡／
　ＭｅｔｒｉｃＶａｌｕｅ ｖａｌｕｅ ＝ ｇｅｔＭｅｔｒｉｃＶａｌｕｅＦｒｏｍＥｖｅｎｔ（ ｅ．Ｍ）；／倡从事件

数据中获取 ｍｅｔｒｉｃ的值倡／
　ｉｆ（ｎａｍｅ ｉ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 ｎｕｌｌ）｛
　　ｕｐｄａｔ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Ｍｅｔｒｉｃ（ｎａｍｅ，ｖａｌｕｅ）；／／更新 ｍｅｔｒｉｃ 的值
　　ｆｉｒｅＭｅｔｒｉｃＵｐｄａｔｅＥｖｅｎｔ（）；／／激发 ｍｅｔｒｉｃ更新事件
　｝ ｅｌｓｅ ｛ ｒｅｔｕｒｎ ；｝
　｝ ｅｌｓｅ ｛ ｒｅｔｕｒｎ ；｝
ｅｌｓｅ ｛ ｒｅｔｕｒｎ ；｝
ｅｎｄｆｏｒ
２）基于事件代理、多线程的活动数据处理机制
ａ）事件代理处理机制。 该框架中的 ｍｅｔｒｉｃ 设置为 Ｊａｖ唱

ａＢｅａｎ对象，在 ＪａｖａＢｅａｎ中通过属性更新事件与其他组件进行
交互；ｍｅｔｒｉｃ作为事件源，它维护一个事件代理管理事件；规则
引擎组件实现事件监听器接口来监听和处理此类事件。
在本设计中为了方便对规则的维护和管理，针对每一个

ＫＰＩ的生成规则创建一个规则引擎实例对象。 在该规则引擎的
工作内存中添加相应的 ｍｅｔｒｉｃ 和 ＫＰＩ 对象，按照传统的 Ｊａｖａ唱
Ｂｅａｎ事件处理方法需要调用 ａｄ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ＣｈａｎｇｅＬｉｓｔｅｎｅｒ（）方法
来注册该监听器。 在实际的应用中可能包含多个 ｍｅｔｒｉｃ对象，
因此利用这种方法比较繁琐，也不安全，任何一个对象中没有注
册该监听器将会导致程序出错。 本文通过 Ｊａｖａ 反射机制注册
事件监听器来避免这种错误的出现，即在规则引擎插入事实对
象这一方法中，将规则引擎作为事件监听器添加到对象的事件
代理中，示例代码如下所示：

ａｄ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ＣｈａｎｇｅＬｉｓｔｅｎｅｒ （Ｏｂｊｅ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为 ｍｅｔｒｉｃ 对象
｛
　Ｍｅｔｈｏｄ ｍｅｔｈｏｄ ＝ ｏｂｊｅｃｔ．ｇｅｔＣｌａｓｓ（ ）．ｇｅｔＭｅｔｈｏｄ（ ＂ａｄ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ｙ唱

ＣｈａｎｇｅＬｉｓｔｅｎｅｒ＂，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ＣｈａｎｇｅＬｉｓｔｅｎｅｒ．ｃｌａｓｓ ）；
　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ｖｏｋ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ｔｈｉｓ ）；
｝

ｂ）多线程事件处理。 ＪＤＫ 中 ＪａｖａＢｅａｎ 事件代理为了防止
数据冲突，对注册的事件处理器进行了串行化处理。 在本文设
计中，ｍｅｔｒｉｃ值的更新将激活与之相关的 ＫＰＩ 生成规则的执
行，在规则的执行过程中针对 ｍｅｔｒｉｃ只有读操作。 如果采用串
行化执行，将会导致与该 ｍｅｔｒｉｃ 相关的 ＫＰＩ 生成规则依次执
行，严重降低了系统的处理速度。 本文采用算法 ２的处理方法
重新设计了 ＪａｖａＢｅａｎ 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ＣｈａｎｇｅＳｕｐｐｏｒｔ 对象，使得 ｍｅ唱
ｔｒｉｃ产生更新后，与之相关的 ＫＰＩ 生成规则并行执行，提高了
系统性能。
算法 ２　基于多线程的 ＫＰＩ并行处理算法
输入：发生更新的 Ｍｅｔｒｉｃ ｍｅｔｒｉｃ。
输出：更新 ＫＰＩ。
ＭｅｔｒｉｃＬｉｓｔｅｎｅｒ ｌｉｓｔｅｎｅｒＬｉｓｔ ＝ｍｅｔｒｉｃ．ｇｅｔＬｉｓｔｅｎｅｒＬｉｓｔ（ ）；／倡获取 ｍｅｔ唱

ｒｉｃ对象所有监听器倡／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ｌｉｓｔｅｎｅｒ ｉｎ ｌｉｔｅｎｅｒＬｉｓｔ ｄｏ
ｓｔａｒｔ ａ ｔｈｒｅａｄ｛
　ｋｐｉ ＝ ｇｅｔＦｒｏｍＬｉｓｔｅｎｅｒ（）；／／获取监听该 ｍｅｔｒｉｃ 的 ＫＰＩ对象
　ＫＰＩＲｕｌ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ｃｏｎ ＝ ｇｅｔＫＰＩ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ｋｐｉ）；／倡获取 ＫＰＩ 生成

规则的条件倡／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ｃ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ｓ ｄｏ
　ｉｆ（ｍｅｔｒｉｃ ｍａｔｃｈｅｄ ｃｏｎ） ／／条件匹配　
　｛ ｒｕｌｅＥｎｇｉｎｅ ＝ ｇｅｔＲｕｌｅＥｎｇｉｎｅ（ｋｐｉＲｕｌｅ）；／倡利用 ＫＰＩ 生成规则

初始化一个规则引擎实例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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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ｒｕｌｅＥｎｇｉｎｅ．ｉｎｓｅｒｔ（ｋｐｉ）；／／将 ＫＰＩ插入到规则引擎中
　ｒｕｌｅＥｎｇｉｎｅ．ｆｉｒｅＲｕｌｅ（）；｝ ／／激活规则更新 ＫＰＩ
　ｅｎｄｆｏｒ
ｅｎｄＴｈｒｅａｄ
ｅｎｄｆｏｒ
３）基于发布／订阅的 ＫＰＩ发布机制
ＢＡＭ的核心任务是通过 ＫＰＩ值的实时监测来监控企业的

业务活动运行状况。 ＥＤＡＢＡＭ系统作为一个服务中间件通过
将实时产生的 ＫＰＩ发布到事件服务器上支持二次开发，软件开
发人员可以从事件服务器上订阅该事件，从中获取 ＫＰＩ的实时
值，通过自己开发的应用程序实时展示。 例如可以利用仪表
盘、曲线图、柱状图、日志等方式进行展示。

在本方案的设计中，活动数据缓存中 ｍｅｔｒｉｃ发生更新将驱
动规则引擎的执行，产生新的 ＫＰＩ属性值，并将更新的 ＫＰＩ 通
过事件发布到事件服务器上，展示引擎和数据库引擎订阅 ＫＰＩ
的更新事件，最终展示引擎将 ＫＰＩ 的值通过仪表盘展示给用
户，同时数据库对 ＫＰＩ进行持久化。

3　实验及结果
基于以上设计思想，采用开源消息中间件 ＡｃｔｉｖｅＭＱ 作为

事件服务器实现了一个原型系统，在该平台上进行如下实验。
实验 １　本文分别在 １０ 台 ＰＣ上部署了经过编译和调试

通过的应用程序，该应用程序中包含 １０个变量，这些变量周期
性地利用随机数进行赋值，该应用程序模拟了企业信息系统；
然后在每台 ＰＣ上针对该应用程序开发和部署了一个适配器，
部署完成以后，启动程序运行。 实验表明，所有的应用程序都
不做修改地在分布式环境下正常运行，通过适配器能够正常和
ＥＤＡＢＡＭ进行通信。 这说明：ａ）本文设计的适配器能够为应
用程序和 ＥＤＡＢＡＭ提供正常通信；ｂ）分布式环境下的应用程
序通过该框架屏蔽了物理位置的差异，实现了企业信息系统和
ＥＤＡＢＡＭ的松散耦合。

实验 ２　为了考察系统内存开销，通过实验 １ 的方法，在
每一个应用程序中配置了 ４ 个 ｍｅｔｒｉｃ，然后每个 ｍｅｔｒｉｃ每秒进
行更新一次，针对４０个ｍｅｔｒｉｃ配置了２０个 ＫＰＩ，系统稳定运行
了５天，ＥＤＡＢＡＭ系统内存的运行图如图４所示。 长时间运行
后，ＥＤＡＢＡＭ内存使用范围在 １８ Ｍ～２５ Ｍ，平均使用为 ２２ Ｍ，
ＣＰＵ平均使用率为 ２．７％。 这对于企业服务器来讲，ＥＤＡ －
ＢＡＭ的内存消耗和 ＣＰＵ使用率都比较低。

实验 ３　为了考察多线程的处理机制以及测试 ＥＤＡＢＡＭ

的数据处理时间，本文利用实验 ２ 的方法，分别配置了 １０ ～
１００个 ＫＰＩ，这些 ＫＰＩ都与同一个 ｍｅｔｒｉｃ 相关。 通过 ｍｅｔｒｉｃ 一
次数据更新，利用 ＪＤＫ中串行化的事件处理和本方案并行化
的事件处理测试所有 ＫＰＩ执行结束的时间，实验结果如图 ５所
示。 实验结果表明，采用多线程并行化的事件处理大大提高了
系统的性能；从 ｍｅｔｒｉｃ属性变化到 ＫＰＩ值的更新处理时间是秒
级的，能够满足企业对业务活动状况的实时监控。

4　结束语
当今企业应用的规模和复杂性，使得体系结构成为 ＢＡＭ

软件开发及应用能否成功的决定因素，ＢＡＭ 系统与企业应用
的集成方法、ＢＡＭ系统中数据的实时处理方法正成为 ＢＡＭ领
域中备受关注的问题。 本文通过对相关工作的分析，针对目前
存在的问题以及企业的需求，提出了一种基于事件、面向服务
的业务活动监控模型，该模型采用事件作为模块之间的通信机
制，具备如下特点：ａ）松散耦合，通过事件服务器将应用程序
进行集成，交互两边某一方的改动不会影响到另一方；ｂ）位置
透明，通过发布／订阅机制提供位置透明性，即 ＥＤＡＢＡＭ 和企
业应用系统无须知道对方实际的物理位置；ｃ）数据的并行处
理，通过在 ｍｅｔｒｉｃ事件代理中采用多线程的事件处理机制，提
高了系统的处理速度；ｄ）实时数据处理，通过事件的发布／订
阅机制，将数据推送给相关模块进行处理，实现了整个系统的
动态感知、协同工作和数据的实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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