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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角色特性的 ＵＣＯＮ属性管理研究

蔡伟鸿，王高举，陈华华

（汕头大学 计算机系，广东 汕头 ５１５０６３）

摘　要：属性作为ＵＣＯＮ模型的核心元素，缺乏灵活简洁的管理机制。针对该问题，通过分析核心 ＵＣＯＮ模型
属性的特征，提出了一种具有角色特性的属性管理结构（ＭＡＳＵＲ）。该结构依据创建属性的能力将主体划分为
系统管理主体、属主主体和一般主体，扩展了核心 ＵＣＯＮ模型的中心化管理方式，具备了区分各主体的职责能
力；然后将属性分为系统属性、自主属性和受控属性，提出属主的概念，明确地限定属性的更新主体；最后借鉴成

熟的ＲＢＡＣ成果，引入属性角色与操作角色，以适用于现代大规模系统的属性分类和管理。ＭＡＳＵＲ为现代系统
提供了一种对属性更宽泛、更细粒度的灵活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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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ＵＣＯＮ（ｕｓａｇｅｃｏｎｔｒｏｌ）自２００２年被提出，包含了传统的访
问控制模型、信任管理、数字版权管理等内容，定义了授权、义

务和条件三个决定条件，具有属性易变性和决策连续性两个重

要特征，为访问控制提供了一个高度抽象的统一的模型，以解

决开放式网络环境下用户权限的灵活管理（访问者不必通过

特定的标志来判断访问权限）、细粒度的授权过程和大规模用

户的授权问题。但是ＵＣＯＮ大部分工作仍停留在理论研究上，
如Ｊｉｎ等人［１］正式定义了 ＡＢＡＣ的统一模型、Ｐｒｅｔｓｃｈｎｅｒ等
人［２］阐述了ＵＣＯＮ的机制等，ＵＣＯＮ属性和策略管理复杂的问
题更加突出。Ｃｈｅｎ等人［３］提出了基于ＵＣＯＮ的云服务访问控
制；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ＲＢＡＣ）能够很好地解决封闭式环境
下权限的分配与回收［４］，将角色与属性结合成为了一个研究

热点。结合属性的易变性、开放性和角色的相对稳定性和管理

的便利，将属性加入到 ＲＢＡＣ［５～７］，提高了模型的应用性和可
操作性，很好地支持了分布式管理［８，９］。熊智等人［１０］提出了基

于角色和规则引擎的ＵＣＯＮ应用模型，灵活地应用于云存储场
景中；Ｊｉｎ等人［１１］提出了权限过滤策略，以限制角色的最大权

限；谢辉等人［１２］把角色加入到ＵＣＯＮ系统中，有效地实现了动

态授权机制，并且降低了授权管理的规模，但是角色作为用户

的一种属性，不区分属性的类别容易造成角色数量的激增，而

且文献［１１，１２］均没有对属性的变化作出阐述；Ｊｉｎ等人［１３］又

通过ＲＢＡＣ９７模型来管理属性，以解决用户和属性间的授权关
系，但是仍限制了用户对资源的控制。传统的ＵＣＯＮ模型中主
体属性、客体属性是相对静态的，只能够由管理行为进行修改，

仅适用于传统的访问控制策略。现代信息系统中，更加复杂

的、动态的决策要求主客体属性的修改作为对数字资源访问的

边际效应［１４］。此外，系统能够允许用户参与策略的制定与修

改，使属性的分类与管理成了 ＵＣＯＮ的一个重要的、必要的研
究课题。

本文对属性的类别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划分，汲取 ＲＢＡＣ
中角色的重要意义，避免了传统 ＵＣＯＮ复杂、不易于管理的缺
点，使得改进后的ＵＣＯＮ系统更适用于现代的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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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简介
文献［７］中对属性进行了分析和分类，同时也分析了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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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重要意义。Ｐａｒｋ给出的分类属性管理结构图如图 １
所示。

文中根据属性是否由系统自动执行，将属性划分为系

统属性（易变属性，由系统自动执行）和管理属性（非易变

属性，由管理行为对属性进行修改），管理属性中根据行为

的操作者划分为安全管理员控制和用户控制（包括自己控

制和非自己控制）。易变的属性不需要管理行为就可对属

性进行修改，是 ＵＣＯＮ核心模型中的一个重要特性。管理
员控制和系统控制刻画了安全管理员、用户和系统对属性

更改的能力。通过对属性的分类，明确了 ＵＣＯＮ系统中对
属性操作的能力和职责范围，为 ＵＣＯＮ系统的管理提供了
清晰的权限区域原则。这种属性分类的方式是建立在

ＵＣＯＮ管理集中在系统端的基础上，大大限制了用户对于
权限、策略和属性的管理需求，在数字资源的管理系统中，

用户需要对数字资源进行更加详细的控制与决策。图１中
的分类方式稍显力不从心。

本文通过对属性更加广泛的分析与研究，将属性划分为系

统属性、自主属性和受控属性，提出了一种更宽泛的属性管理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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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元素

在数字保护系统中，用户需要对数字资源进行更加细粒度的

限制与控制，传统ＵＣＯＮ系统的权限控制是集中在管理员层次，限
制了用户的控制粒度，并且加大了管理员的负担。按照属性的创

建主体可以将主体分成系统管理主体、属主主体和一般主体三类。

系统管理主体维护系统的策略与属性规则，创建属主主体，并且对

属主主体的创建能力与权限进行控制，防止属主主体的非法操作

和对资源的不合理限定；属主主体在系统规则的允许范围内创建

属性与策略；一般主体是核心ＵＣＯＮ模型中的主体，该类主体不具
有创建属性的能力，只包含有系统属性和受控属性。例如在数字

资源管理系统中，用户发布的资源可以由用户自身对资源请求者

的权限进行控制，并且能够为请求者创建某些属性，以判断请求者

是否满足请求的内容要求。根据属性创建者的不同将属性分为系

统属性、属主属性和受控属性。

定义１　主体根据创建或更新属性、决策的能力分为系统
管理主体、属主主体、一般主体。

ａ）系统管理主体（ｓｙｓｔｅｍ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ＳＡＳ）。
ＵＣＯＮ系统中的核心组成部分，具有最高的管理级别，承担系
统核心策略与属性规则的制定与修改，称为系统管理主体。

ｂ）属主主体（ｏｗｎ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ＯＳ）：符合系统管理主体定义
的规则与策略，允许进行定制属性与策略的主体集合称为属主

主体，是ＵＣＯ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ｃ）一般主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ＧＳ）。ＵＣＯＮ系统中，除系统管

理主体外，不具有定制策略与属性能力的主体集合称为一般主体；

定义２　属主（ｏｗｎｅｒ）。ＵＣＯＮ系统中，对于策略，主体属
性或客体属性的任一对象ｏ，如果存在主体 ｓ拥有修改属性或
策略的权利，那么称主体ｓ是对象ｏ的属主。

定义３　ＵＣＯＮ系统的属性分为系统属性、自主属性和受
控属性。

ａ）系统属性（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ＳＡ）。属性管理系统中，经
系统管理主体定义和决策，允许由系统自动更新属性值，或者

由其属主的行为进行修改的属性称为系统属性。

ｂ）自主属性（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ａｒｙ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Ａ）。属性管理系统
中，如果一个属性的属主主体或属主是其自身，那么称这样的

属性为自主属性。

ｃ）受控属性（ｏｔｈ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ＯＡ）。属性管理系
统中，对某一属性，如果满足：ａ）由属主主体进行定义和决策；
ｂ）含有该属性的对象是主体的一种，且不是其属主主体或属
主；ｃ）若含有该属性的对象是客体，则该属性只能由属主或者
属主主体进行修改，称该类属性为受控属性。

属性的结构如图２所示。系统管理主体拥有的属性仅包
含系统属性；属主主体和一般主体拥有的属性包含由系统管理

主体创建的系统属性。属主主体创建的受控属性和自主属性，

而客体仅拥有系统属性与受控属性。属性对象至少包含属主

主体对象与属主两个信息。图２与 Ｐａｒｋ给出的分类方法不同
的是：该图中系统属性、自主属性和受控属性均有易变属性与

不易变属性，由属主进行属性的控制。下面均不再区分易变

性，但是仍然支持属性的易变性。

另一方面，ＵＣＯＮ数量庞大的策略对本身的管理带来了极
大的不便。本文加入了角色的特性，期望能够降低策略制定的

基数。例如在电子商务网络中，用户一般具有姓名、昵称、注册

时间等相对稳定的属性、还有阅读章节、阅读次数等动态产生

的属性，假设有４个静态属性、６个动态属性，则在核心 ＵＣＯＮ
模型中需要产生２１０＝１０２４条策略；将静态属性作为角色时，
需要２４＋２６＝８０条策略和４个角色。由此可以看出，采用角
色的方式可以极大地降低策略的复杂性和数量。

定义４　ＵＣＯＮ中的角色分为属性角色（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ｒｏｌｅｓ，
ＡＲ）和操作角色（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ｒｏｌｅｓ，ＯＲ）。

ａ）属性角色（ＡＲ），由一组相关的主体／客体属性组成。
ｃ）操作角色（ＯＲ），由一组相关的操作组成。
属性角色—属性映射关系为

ＡＲＡＡＲ×２ＳＡ∪ＤＡ∪ＯＡ

操作角色—权限映射关系为

ＯＲＡＯＲ×２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角色间的继承关系为

ＲＨψφ（Ｒｏｌｅｓ）×φ（Ｒｏｌｅｓ）

φ（Ｒｏｌｅｓ）＝
ＡＲＡ　ｉｆψ∈ＡＲ
ＯＲＡ　ｉｆψ∈{ ＯＲ

表示角色间的偏序关系记为。若角色ｒ１和ｒ２间有关系
ｒ１ｒ２，则ｒ１继承ｒ２中所有的属性或权限。

主体与角色关系是：属性角色作为主体长期存在的属性，

是主体属性的一种静态属性；由于 ＵＣＯＮ是基于请求的，故操
作角色作为主体的一种动态属性，请求结束后，动态角色不再

是主体的属性，但是由于其生命周期较长，在主体撤销动态角

色的属性时，动态角色仍存在于系统当中，而操作角色的删除

由属主主体进行。

"

　具有角色特性的
7E)F

属性管理结构
8;&7:

ＭＡＳＵＲ是以属主为中心的属性管理结构，通过确定属性
的属主明确地限定了更改属性的操作主体，在更新属性值或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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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属性对象时根据属性的类别来防止非法的行为。ＭＡＳＵＲ的
结构如图３所示。

定义 ５　ＭＡＳＵＲ结构中，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Ｏｂｊｅｃｔｓ、Ｓａｔｔｒ、Ｏａｔｔｒ、
ＳＡ、ＤＡ、ＯＡ、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Ｒｏｌｅｓ分别表示主体、客体、主体属性、
客体属性、系统属性、自主属性、受控属性、权限和角色集合。其

中，Ｓｕｂｊｅｃｔｓ包含了ＳＡＳ、ＯＳ、ＧＳ三种主体，属性对象ｏ含有信息
属主主体和属主两种信息，记为 ｏ：｛ｏｓ，ｏｗｎｅｒｓｅｔ｝，若 ｏｗｎｅｒｓｅｔ
＝ｎｕｌｌ，则由系统自动执行，主体不能更改其属性值；Ｓａｔｔｒ包含
属性角色与操作角色，Ｏａｔｔｒ包含属性角色，分别记为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ｓａ：ＳＡ｝］［｛ｄａ：ＤＡ｝］，［｛ｏａ：ＯＡ｝］，［｛ａｒ：ＡＲ｝］，［｛ｏｒ：
ＯＲ｝］〉，ｏｂｊｅｃｔ〈〈｛ｓａ：ＳＡ｝〉，［｛ｏａ：ＯＡ｝］，［｛ａｒ：ＡＲ｝］〉；ＰＥＲＭＩＳ
ＳＩＯＮＳ是对客体的行为操作，记为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ｂｊｅｃ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定义６　ＵＣＯＮ中主体与属性间的关系。
ａ）系统管理主体—属性 （属性角色）分配 ＳＡＳＡＡ

（ＳＡＳＡＲＡ）
ＳＡＳＡＡＳＡＳ×２ＳＡ

ＳＡＳＡＲＡＳＡＳ×２ＡＲ×２ＯＲ

ｂ）属主主体—属性（属性角色）分配ＯＳＡＡ（ＯＳＡＲＡ）
ＯＳＡＡＯＳ×２ＳＡ×２ＯＡ×２ＤＡ

ＯＳＡＲＡＯＳ×２ＡＲ×２ＯＲ

ｃ）一般主体—属性（属性角色）分配ＧＳＡＡ（ＧＳＡＲＡ）
ＧＳＡＡＧＳ×２ＳＡ×２ＯＡ×２ＤＡ

ＧＳＡＲＡＧＳ×２ＡＲ×２ＯＲ

ｄ）客体—属性（属性角色）分配ＯＡＡ（ＯＡＲＡ）
ＯＡＡＯｂｊｅｃｔｓ×２ＳＡ×２ＯＡ

ＯＡＲＡＯｂｊｅｃｔｓ×２ＡＲ

ｅ）决策—属主分配关系ＤＯＷＡ
ＤＯＷＡ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定义７　相关函数定义：
ａ）每一个会话仅属于一个主体，而一个主体在同一时刻

可以有多个会话。

ｓｅｓｓｉｏｎ＿ｕｓｅｒｓ（ｓｅ：ＳＥＳＳＩＯＮＳ）ｓ：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ｂ）当前会话与激活的操作角色是１对ｎ的关系。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ｒｏｌｅｓ（ｓｅ：ＳＥＳＳＩＯＮＳ）ｏｒ：ＯＲ

主体拥有的角色集合映射。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ｓｕｂｊｅｃｔ＿ｒｏｌｅｓ（ｕ：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ｒ：ｒ∈ＡＲ，（ｕ，ｒ）∈
ＳＡＳＡＲＡ｜ＯＳＡＲＡ｜ＧＳＡＲＡ∈ｒ∨ＯＲ，ｓｅ：ＳＥＳＳＩＯＮＳ，ｓｅｓｓｉｏｎ＿ｕｓｅｒｓ（ｓｅ）
＝ｕｒ∈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ｒｏｌｅｓ（ｓｅ）｝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ｏｂｊｅｃｔ＿ｒｏｌｅｓ（ｏ：ＯＢＪＥＣＴＳ）＝｛ｒ：ｒ∈ＡＲ，（ｏ，ｒ）∈ＯＡＡ｝

ｄ）使用前预先授权基于主客体属性，从而对客体的访问
权限进行决策。

ａｌｌｏｗｅｄ＿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ｐｒｅ（ｓ：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ｏ：ＯＢＪＥＣＴＳ，ｐ：ＰＥＲＭＩＳ
ＳＩＯＮＳ）ｐｒｅＡ（ＳＡ，ＤＡ，ＯＡ，ＡＲ，ｐ）

ｅ）使用中授权需要判断义务与条件是否符合要求。
ａｌｌｏｗｅｄ＿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ｏｎ（ｓ：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ｏ：ＯＢＪＥＣＴＳ，ｐ：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ｃｔ（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ｎＡ（ＳＡ，ＤＡ，ＯＡ，ＡＲ，

ｐ）∨ｏｒ，ｏｒ′∈ＯＲ，ｏｒｏｒ′∧（ｏｒ′，ｐ）∈ＯＲＡ∧（ｓ，ｏｒ）∈ＧＳ∪ＯＳ∪ＳＡＳ

ｏｎＡ（ＳＡ，ＤＡ，ＯＡ，ＡＲ，ｐ））

ｆ）在授权过程中，当环境或主体属性或客体属性发生变化
时，若不再满足要求的条件，则立即撤销对主体的授权。

ｓｔｏｐｅｄ（ｓ，ｏ，ｐ）（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ｎＡ（ＳＡ，ＤＡ，ＯＡ，ＡＲ）

ｇ）属性的修改是由属性的属主对象进行操作。
ｕｐｄａｔｅ＿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ｓ：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ｏ：ＯＢＪＥＣＴＳ｜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ａｔｔｒ：ＯＡＴ

ＴＲ）：ｓ∈ｏ．ａｔｔｒ．ｏｗｎｅｒｕｐｄａｔｅ（ｏ．ａｔｔｒ）

ｈ）属性的创建语义。
ｃｒｅａｔｅ＿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ＰＦＲ（ｓ：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ＳＡＳ∪ＤＳ）∪ ａｔｏｍ（ＯＢ

ＪＥＣＴＳ．ａｔｔｒ＝｛ｓ，｛〈［ｎｕｌｌ，［ＤＳ，［ＯＳ］］］〉｝｝，ａｃｔｉｏｎ（ａｄｄ＿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其中ａｔｏｍ表示原子操作。
定义８　权限过滤规则（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ｆｉｌｔｅｒｅｄｒｕｌｅｓ，ＰＦＲ）形

式描述如下：

ＰＦＲ（｛ｏｏ：ＳＡｔｔｒ｜ＯＡＴＴ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ＯＢＪＥＣＴＳ｜ＲＯＬＥＳ｝）
｛

　ｆｉｌｔｅｒ：＝ｔｒｕ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１：ｆｉｌｔｅｒｆｉｌｔｅｒ∧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１；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２：ｆｉｌｔｅｒｆｉｌｔｅｒ∧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２；
　．．．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Ｎ：ｆｉｌｔｅｒｆｉｌｔｅｒ∧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Ｎ．
　ｒｅｔｕｒｎｆｉｌｔｅｒ；
｝

#

　
8;&7:

的应用

带有角色特性的属性管理具有极大的可扩展性和适应性。

一方面，便于实现传统访问控制；另一方面，能够兼容核心

ＵＣＯＮ模型，而且弥补了核心ＵＣＯＮ模型在对用户属性控制上
的缺陷。

#

．
!

　
:G;E

的模型描述

ＲＢＡＣ可以表示 ＤＡＣ和 ＭＡＣ的策略模型，因此若属性管
理可以表示ＲＢＡＣ模型，则属性管理同样适用于ＤＡＣ和ＭＡＣ
模型。由于ＲＢＡＣ中角色一方面是用户的集合，另一方面是权
限的集合，而ＭＡＳＵＲ中的角色意义已发生了改变，角色仅作为
用户的一个属性参与策略谓词的判定，属性角色在很大程度上

替代了用户的集合；ＵＣＯＮ基于请求和属性的方式避免了ＲＢＡＣ
中角色的永久权限。属性管理中通过以下关系进行迁移：

ａ）角色—权限关系直接由关系ＯＲＡ代替。
ＰＡＰ×Ｒ｜ＯＲＡ

ｂ）用户—角色关系由关系ＳＡＳＲＡ、ＯＳＲＡ和ＧＳＲＡ分类替代。
ＵＡＵ×Ｒ｜ＳＡＳＲＡ＆ＯＳＲＡ＆ＧＳＲＡ

角色继承的偏序关系ＲＨ仍保持不变，互斥角色通过ＰＦＲ
来实现。

ＰＦ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ＲＯＬＥＳ）
｛ｕ∈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ｒ∈ＡＲ，（ｕ，ｒ）∈［ＳＡＳＲＡ｜ＯＳＲＡ｜ＧＳＲＡ］

ｒ′∈ＲＯＬＥＳ，ｒ′≠ｒ，（ｕ，ｒ）［ＳＡＳＡＲＡ｜ＯＳＡＲＡ｜ＧＳＡＲＡ］∨ｒ∈ＯＲ，ｒ

∈ｕ．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ｒｏｌｅｓ（ＳＥＳＳＩＯＮ）ｒ′∈ＲＯＬＥＳ，ｒ′≠ｒ，ｒ′ｕ．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ｒｏｌｅ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ｄ）权限基数限制规则。
ＰＦ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ｕ∈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ｒ：ｒ∈ＯＲ∪ＡＲ，（ｕ，ｒ）∈ＯＲＡ∪ＡＲＡ｝｜＜

ｍａｘ＿ｎｕｍ｝

ｅ）先决条件角色，若拥有角色ｒ１，必已拥有角色ｒ２。
ＰＦＲ（ｕ：ＳＵＢＥＣＴＳ，ｒ１，ｒ２：ＲＯＬＥＳ）：
｛ｒ１∈ａｓｓｉｇｎｅｄ＿ｓｕｂｊｅｃｔ＿ｒｏｌｅｓ（ｕ）ｒ２∈ａｓｓｉｇｎｅｄ＿ｓｕｂｊｅｃｔ＿ｒｏｌｅｓ（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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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时间频度限制。
ＰＦＲ（ｕ：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ｅｘｉｔｓ＿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ｕ．ｌａｓｔ＿ａｃｃｅｓｓ＿ｔｉｍｅ）∧ｕ．ａｃｃｅｓｓ＿ｔｉｍｅ－ｕ．ｌａｓｔ＿ａｃ

ｃｅｓｓ＿ｔｉｍｅ＜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ｇ）运行时互斥。
ＰＦ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ＲＯＬＥＳ）：
｛ｕ∈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ｒ１∈ＲＯＬＥＳ，ｒ２∈ＲＯＬＥＳ，（ｕ，ｒ１）∈ＵＡ，（ｕ，ｒ２）

∈ＵＡ，ｉｓ＿ａｃｔｉｖｅ（ｕ．ｒ１）ｉｓ＿ａｃｔｉｖｅ（ｕ．ｒ２）∧ｉｓ＿ａｃｔｉｖｅ（ｕ．ｒ２）ｉｓ＿ａｃ
ｔｉｖｅ（ｕ．ｒ１）｝

#

．
"

　数字资源管理中属性的管理应用

在数字资源管理中，数字资源的发布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可

以承担部分管理任务，对发布的资源进行细粒度的控制。此

外，在数字资源的买卖中，电子资源来源相对较广，需要提供独

立的个性服务吸引更多的买家，这就需要卖家对资源作出更多

的权限管理，而不仅仅是系统平台提供的权限与服务。

例如，卖家创建用户的本月在店内消费金额属性 ｍｏｎｔｈ＿
ｃｏｎｓｕｍｅ，如果用户在店内再次购买额超过了一定值，那么允许
用户优惠购买其他产品。

ａ）用户ｓ购买电子书ｅｂｏｏｋ１后的策略。
ｉｆｅｘｉｓｔｍｏｎｔｈ＿ｃｏｎｓｕｍｅ∈ｓ．ＯＡａｎｄｍｏｎｔｈ＿ｃｏｎｓｕｍ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ｍｏｎｔｈ＝

ｔｈｉｓ＿ｍｏｎｔｈ
ｔｈｅｎｍｏｎｔｈ＿ｃｏｎｓｕｍｅ＋＝ｃｏｎｓｕｍｅ
ｅｌｓｅｔｈｅｎｃｌｅａｒ（ｍｏｎｔｈ＿ｃｏｎｓｕｍｅ），ａｄｄ＿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ｍｏｎｔｈ＿ｃｏｎｓｕｍｅ），

ｍｏｎｔｈ＿ｃｏｎｓｕｍｅ＝ｃｏｎｓｕｍｅ

ｂ）用户ｓ再购买电子书ｅｂｏｏｋ２时的策略。
ｉｆｅｘｉｓｔｍｏｎｔｈ＿ｃｏｎｓｕｍｅ∈ｓ．ＯＡａｎｄｍｏｎｔｈ＿ｃｏｎｓｕｍ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ｍｏｎｔｈ＝

ｔｈｉｓ＿ｍｏｎｔｈ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ｍｏｎｔｈ＿ｃｏｎｓｕｍｅ），ｄｉｓｃｏｕｎｔ（ｐｒｉｃｅ）

$

　结束语

通过对ＵＣＯＮ属性的分析与分类，构建了具有角色特性的
ＵＣＯＮ属性结构（ＭＡＳＵＲ），能够很好地适应开放式环境下对用
户的属性定制需求，允许用户自定义相关属性，对用户的数字资

料进行细粒度的控制与决策。核心是根据属性的创建者进行分

类从而达到属性管理的目的。该方法可以扩展传统的ＲＢＡＣ模
型，并保持了属性的可变性和决策的连续性，同时避免了ＲＢＡＣ
的缺陷。本文中没有考虑对用户的信任机制，而用户的信任问

题在合作网络中有重要的作用；此外，本文也并没有对过程前、

过程中、过程后三个阶段进行正式的描述与分析。正式描述这

三个阶段将是本文接下来要进行的工作和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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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要目
?多标记学习研究综述
?大数据测试技术研究
?大数据研究综述
?随机动态物流系统仿真优化研究综述
?全同态加密研究
?基于改进的蜂群遗传算法求解多选择背包问题
?丘脑中继神经元帕金森状态的滑模控制
?分布式文件系统本地数据访问的优化
?一种基于资源预取的Ｈａｄｏｏｐ作业调度算法
?云制造环境下供应链节点企业的优化组合
?多目标低碳闭环供应链网络优化模型及算法

?分布式卫星系统递归式任务分配机制研究
?基于随机梯度矩阵分解的社会网络推荐算法
?改进的一阶１位ＳｉｇｍａＤｅｌｔａ调制器研究
?基于时间标度律的大规模物流基地的行为动力学特征
?改进的基于“当前”统计模型模糊自适应航迹预测算法
?基于惯性—地磁组合的运动体姿态测量算法分析
?自然语言语义相关度计算模型及其权重系数研究
?一种支持非度量空间中近似查询的索引技术
?具有稳定饱和度的ＤＢＳＣＡＮ算法
?轮盘赌选择自适应和声搜索算法
?基于动态弯曲的时间序列异步相关性分析
?基于权重差异和类别关联的互信息改进研究
?连续空间的递归最小二乘行动者—评论家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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