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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Ａ标准规范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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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０）

　　【摘要】　在介绍ＳＯＡ参考模型及其标准规范演变过程的基础上，重点分析 ＳＯＡ标准规范体系组成，包括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系列标准、ｅｂＸＭＬ标准以及ＳＯＡ专门标准，并讨论这些标准规范在ＳＯＡ协议栈中的位置与角色，最
后结合两个实例介绍ＳＯＡ标准的应用模式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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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项目“我国数字图书馆标
准与规范建设”（项目编号：００５ＤＫＡ４３５０３）的研究成果之一。

１　ＳＯＡ标准规范演变

　　ＳＯＡ（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是一种面向 Ｉｎ
ｔｅｒｎｅｔ环境的信息系统集成架构，它通过连接跨平台的、
功能独立的、可重用的服务实体实现跨机构业务集成。

２００６年，ＯＡＳＩＳ发布 ＳＯＡ参考模型规范 ＳＯＡ－ＲＭ（Ｒｅｆ
ｅｒｅｎｃｅ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１］，它不但
对Ｗｅｂ服务（Ｓｅｒｖｉｃｅ）作了明确定义，而且对服务的透明
性（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交互性（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功能性（ＲｅａｌＷｏｒｌｄ
Ｅｆｆｅｃｔ）、描述规范（Ｓｅｒｖｉｃｅ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政策（Ｐｏｌｉｃｙ）、约
定（Ｃｏｎｔｒａｃｔ）等属性以及服务交互运行环境（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等要素作了具体说明。ＳＯＡ的服务可以是本地
的、自己创建的，也可以是异地的、第三方组织机构提供

的，两个服务通过相关运行环境（服务集市）可以集成与

互操作，从而保证ＳＯＡ系统的可扩展性、可演变性和可管
理性［２］。目前，ＳＯＡ?ＲＭ已经成为指导 ＳＯＡ标准规范研
究与应用的重要依据。

　　根据ＳｔｅｖｅＪｏｎｅｓ的观点，ＳＯＡ标准规范发展经历了
中间件和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两个阶段［３］。产生于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初的ＴＣＰ／ＩＰ、ＢＩＯＳ等标准规范曾极大地促进了计算
机及网络的发展，并最终催生中间件技术（如 ＣＯＲＢＡ的
ｌｌＯＰ、ＣＯＭ的 ＯＲＰＣ以及 ＥＪＢ的 ＲＭ１等）。而为解决中
间件的“细粒度”、“紧耦合”等问题，产生了简单对象访

问协议ＳＯＡＰ以及 ＷＳＤＬ、ＵＤＤＩ等 Ｗｅｂ服务技术，将分
布式计算引入 Ｗｅｂ服务阶段。Ｗｅｂ服务从产生那天起
就引起了广泛关注，包括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ＩＢＭ、ＢＥＡ、ＩＮＴＥＬ、Ｏｒ
ａｃｌｅ等一些大型企业，以及 Ｗ３Ｃ、ＯＡＳＩＳ、ＷＳ?Ｉ、ＪＣＰ、Ｏｐｅｎ
Ｓｏｕｒｃ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等重要国际标准化组织都积极参与到
Ｗｅｂ服务标准规范的研究与建设中。到２００５年，随着一
系列新的标准规范相继问世，面向服务的系统架构

（ＳＯＡ）逐渐走向成熟应用阶段。

２　ＳＯＡ标准规范体系架构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技术是ＳＯＡ标准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 ＳＯＡ并不等同于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４］。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只是
ＳＯＡ众多实现技术中的一种，面向电子商务应用以及面
向用户端集成的需求，ＳＯＡ标准规范还包括 ｅｂＸＭＬ系列
规范以及其他专门协议规范等。而且，ＳＯＡ服务也不等
同于Ｗｅｂ服务，尽管Ｗｅｂ服务通过补充部分内容可以成
为ＳＯＡ服务［５］。事实上，ＳＯＡ服务包括３个层面：服务
层、业务逻辑层、数据存储层。Ｗｅｂ服务只是位于服务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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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特殊ＳＯＡ服务，服务层不一定采取 ＷＳＤＬ进行描
述，它还可以采用 ｅｂＸＭＬＲｅｇｉｓｔｒｙ规范将服务描述与服
务注册相结合，而且后者可描述、注册的内容更广泛，更

适合ＳＯＡ服务集成及互操作理念。另外，除了服务层，
ＳＯＡ服务还涉及业务逻辑层、数据存储层的服务，从而使
ＳＯＡ框架支持对传统遗留系统的集成与互操作。
　　根据 ＦＥＲＡ（Ｆｅｄｅｒａｔｅｄ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ｒｃｈｉｔｅｃ
ｔｕｒｅ）定义的 ＳＯＡ运行时架构（见图１）［６］，可以将 ＳＯＡ
标准分为三大类：

　　（１）第一类是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系列标准，如 ＳＯＡＰ、ＷＳＤＬ、
ＵＤＤＩ、ＷＳ?等；

　　（２）第二类是 ｅｂＸＭＬ系列标准，主要包括 ｅｂＲＩＭ（Ｒｅｇｉｓ
ｔｒ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ｅｂＲＳ（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ｂＢＰＳ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ａ）、ｅｂＣＰＰＡ（Ｃｏｌ
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ｎｄ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ｂＭＳ
（Ｍｅｓｓａｇ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第三类是支持以上两类标准集成应用的ＳＯＡ专门标
准规范，如 ＦＥＲＡ制定的 ＳＯＡＩＭ（ＳＯＡ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ＳＯＡＣＳ（ＳＯＡ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以及 ＯＡＳＩＳ制定的 ｅｂ
ＳＯＡ规范，包括 ＳＯＡＧＳ（ＳＯ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ＡＳＳ
（ＳＯＡ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ＡＦＳ（ＳＯＡＦａｂｒｉｃ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等。

图１　ＳＯＡ运行时架构

　　ＳＯＡ运行时架构由三部分组成，相关标准如下：
　　（１）ＳＯＡ成员（Ｆｅｄｅｒａｔｅ）。它可能是用户人也可能是服
务系统。其中，服务系统分多种情况：

　　①可能是简单的Ｗｅｂ服务，采用ＷＳＤＬ规范进行描述；

　　②可能是遵循ＷＳ?标准的复杂服务系统，相关标准规范有ＷＳ

ＤＬ、ＷＳ?Ｐｏｌｉｃｙ、ＵＤＤＩ、ＢＰＥＬ、ＷＳ?ＣＤＬ、ＷＳ?ＣＡＦ等；

　　③可能是基于ｅｂＸＭＬ的电子商务服务系统，相关的标准规范包

括ｅｂＸＭＬ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ｅｂＸＭＬＢＰ以及ＣＰＰＡ等；

　　④还包括目前已经存在的遗留系统，它们通常基于私有协议规

范。

　　（２）ＳＯＡ接口（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面向用户人的接口是个门户
系统，相关标准规范包括 ＨＴＴＰ、ＳＴＭＰ等。而面向服务系统
的接口是个网关系统，由信息交互接口与协同工作引擎两部

分组成。信息交互接口为 ＳＯＡ成员之间以及 ＳＯＡ成员与联
盟体之间的信息交换提供支持，是开放式服务集成的基础，包

括面向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成员的 ＳＯＡＰ、Ｗ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ＷＳ?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等规范，面向ｅｂＸＭＬ成员的ｅｂＭＳ规范，以及面向遗留系统的
私有协议规范等。协同工作引擎主要包括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引擎

和ｅｂＸＭＬ引擎，前者相关的标准规范包括ｅｂＸＭＬＢＰ、ｅｂＣＰＰＡ

（ｅｂＸＭＬ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ｎｄ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后者相

关的标准规范主要是ＷＳＢＰＥＬ、ＷＳ?Ｃｈｏｒ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ＷＳＤＬ等。

　　（３）ＳＯＡ联盟体（ＳＯＡ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Ａ联盟体是个中

央控制板块，它在整个服务集成运行过程中扮演服务组合、协

作控制的角色，主要由联盟服务器（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ｅｒ）、代理框

架（Ａｇｅｎｔ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过程控制器（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Ｆｌｏｗ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内部服务（Ｂｕｉｌｔ－ｉ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四部分组成。相关

协议除了ｅｂＸＭＬ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ｅｂＸＭＬＣＰＰＡ、ＷＳＤＬ、ＵＤＤＩ外，ＳＯＡ

ＩＭ及ＳＯＡＣＳ为联盟体支持多种协议融合与协同工作提供标

准规范。

３　ＳＯＡ标准规范层次模型

　　各类标准规范在 ＳＯＡ中的角色功能可分为三大类：
服务层次上的信息交互规范（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基
础通信标准规范（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元数据标
准规范（Ｍｅｔａｄａｔａ）［７］。根据各种标准规范在ＳＯＡ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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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功能，可以将ＳＯＡ协议栈分为７层，如图２所示。

图２　ＳＯＡ标准协议栈

　　（１）传输层标准规范为网络通信提供底层支撑，主要包
括ＨＴＴＰ、ＳＴＭＰ、ＲＭＩ／ＩＩＯＰ、ＴＣＰ／ＩＰ等。
　　（２）消息层定义基于消息的分布式计算相关规范。其
中，与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对应的消息交换规范是 ＳＯＡＰ，通过对
ＳＯＡＰ头部扩展实现 ＳＯＡ对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服务的支持。与
ｅｂＸＭＬ对应的是ｅｂＭＳ，它不但定义基本的 ｅｂＸＭＬ消息传递
规范，而且同时定义了消息可靠性传递规范、安全规范等，相

当于ＳＯＡＰ、Ｗ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ＷＳ?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等标准内容的综合。
而ＪＭＳ（ＪａｖａＭｅｓｓａｇｅＳｅｒｖｉｃｅ）则是面向 Ｊ２ＥＥ平台的消息规
范，它适合大数据量且对时间敏感的信息传递环境。

　　（３）描述层规范。ＷＳＤＬ作为 Ｗｅｂ服务的基本描述规
范，为服务的注册、发现、调用等提供支持。ＷＳ－Ｐｏｌｉｃｙ［８］则
对Ｗｅｂ服务的性能、条件等政策信息进行描述，包括ＷＳ?Ｐｏｌｉ
ｃｙ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ＷＳ?ＰｏｌｉｃｙＡｓｓｅｒｔｉｏｎ、ＷＳ?Ｐｏｌｉｃｙ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三部分。
ＷＳＤＬ２．０也定义了一组与ＷＳ?Ｐｏｌｉｃｙ相似的服务能力和条件
声明规范，所不同的是：ＷＳ?Ｐｏｌｉｃｙ没有定义特征、属性声明与
ＷＳ?Ｐｏｌｉｃｙ表达式之间的关系。ｅｂＲＩＭ（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９］是一面向ｅｂＸＭＬ的注册服务器信息模型，它定义注
册服务器中存储信息描述规范，包括元数据类型及相互关系、

ｅｂＸＭＬ注册服务器的应用接口协议、消息规范以及 ＸＭＬ
ｓｃｈｅｍａ等，它既是注册服务器实现的依据，也是应用开发、实
现客户端连接等参考规范。而为了支持多种标准规范服务在

ＳＯＡ框架下的融合，还需要专门的 ＳＯＡ信息模型规范 ＳＯＡ
ＩＭ（ＳＯＡ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它采用 ＸＭＬ规范对服务进行描
述，生成协作过程信息文档（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ＣＰＩＤ），并将其存储在 ｅｂＸＭＬＲｅｇｉｓｔｒｙ或 ＵＤＤＩ注
册服务器上，支持管理层协作调用。

　　（４）发现层标准规范包括 ＵＤＤＩ、ｅｂＸＭＬＲｅｇｉｓｔｒｙ，支持服
务的公共注册、统一发现与绑定调用，使 ＳＯＡ的服务具有位
置独立性。ＵＤＤＩ比较简单，而 ｅｂＲＳ则建立在 ｅｂＲＩＭ之上，
将服务描述与服务注册结合在一起，可以表示范围广泛的数

据对象，包括 ＸＭＬ模式、业务流程描述、ｅｂＸＭＬ核心组件、
ＵＭＬ模型、一般贸易合作伙伴信息及软件组件。

　　（５）管理层标准。Ｗ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１０］、ＷＳ?Ｔｒｕｓｔ［１１］、ＷＳ?Ｒｅｌｉａ
ｂｉｌｉｔｙ［１２］等标准试图在 ＳＯＡＰ协议之上增加安全、可靠、可信
赖的通信控制功能，保证ＳＯＡ服务间信息交互的稳健、顺畅。
ＷＳＤＭ（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３］是 ＯＡＳＩＳ发
布的Ｗｅｂ服务分布式管理标准规范，它可以实现对用户、平
台、网络、协议框架等多种对象的统一管理。除 ＷＳ?标准
外，管理层还包括ＳＯＡ语义协作规范ＳＯＡＣＳ（ＳＯＡ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
ｔｉｏｎ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它调用存储在注册服务器上的ＳＯＡＩＭ信息，
协调、组织相关业务服务调用过程。

　　（６）服务组合层（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ｒｃｈｅｓｔｒａｔｅｄ／Ａｇｇｒｅｇｒａｔ
ｅｄ）包括面向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的服务组合规范ＷＳ?ＣＤＬ、ＢＰＥＬ、ＷＳ?
ＣＡＦ以及面向ｅｂＸＭＬ的业务流程和协作规范。其中，ＷＳ?ＣＤＬ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ｈｏｒ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１４］是在ＷＳＣＩ（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ｈｏｒ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１５］、ＢＰＭ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Ｐｒｏｃ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１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基于ＸＭＬ的Ｗｅｂ
服务编排描述语言，是Ｗ３Ｃ推荐标准，目前发布１．０版本。ＢＰＥ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１７］是在综合 ＷＳＦＬ（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Ｆｌｏｗ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１８］、ＸＬＡＮＧ［１９］等标准基础上制定的业务
过程执行语言，早期版本称为ＢＰＥＬ４Ｗ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ｘｅｃｕ
ｔｉｏ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ｆｏｒ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２０］，１．１版本后成为ＯＡＳＩＳ标准
ＷＳＢＰＥＬ（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简称
ＢＰＥＬ），ＢＰＥＬ支持服务组合的脚本定义过程与执行过程分离，使
ＳＯＡ系统在处理服务时能站在更全面的、与业务过程相结合的角
度上。ＷＳ?ＣＡＦ（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２１］

是ＯＡＳＩＳ规范，其总体目标是提供一个支持各种事务处理模
型和体系结构的完整解决方案。为支持 ｅｂＸＭＬ服务组合，
２００６年４月，ＯＡＳＩＳ发布 ｘｂＸＭＬＢＰＳＳ规范（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Ｐｒｏｃｅｓ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ａ）［２２］，定义了基于ＸＭＬ的业务逻辑事务规
范以及自动化、可预见的业务组合和协作机制。

　　（７）表示层规范主要包括 Ｐｏｒｔｌｅｔ规范 ＪＳＲ１６８（Ｊａｖａ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ｑｕｅｓｔ１６８）［２３］以及远程呈现Ｐｏｒｔｌｅｔ标准ＷＳ
ＲＰ［２４］，其底层基于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技术，支持表示层面的功能组
合。目前，Ｐｏｒｔｌｅｔ技术在个性化门户系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４　ＳＯＡ标准规范应用分析

　　目前，在信息资源组织与集成服务领域，ＳＯＡ标准规
范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应用。其中，Ｆｅｄｏｒａ、ＤＳｐａｃｅ、
Ｇｒｅｅｎｓｔｏｎｅ、ＮＳＤＬ、Ｇｏｏｇｌｅ等系统都提供了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服
务接口，Ｌ２Ｌ则是一个基于 ＳＯＡ规范的异构数字图书馆
集成方案，而 ＣｉｔｅＳｅｅｒ．ＥＵ、ＢＲＩＣＫＳ、ＤＩＬＩＧＥＮＴ、ＯＳＯＡ等
则分别是ＳＯＡ规范在分布式、Ｐ２Ｐ、ＧＲＩＤ以及语义网等
环境下的应用实例。

　　（１）Ｌ２Ｌ。Ｌ２Ｌ（Ｌｉｂｒａｒｙ?ｔｏ?Ｌｉｂｒａｒｙ，Ｌ２Ｌ）［２５］是爱尔兰大学
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等人提出的基于ＳＯＡ标准规范的服务集成方案，它
采用Ｗ３Ｃ的 Ｗｅｂ服务运行环境 ＷＳＭＸ（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Ｅｘｅｃ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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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ＷＳＭＸ）［２６］集成已经存在的数字图书馆协议
（如Ｚ３９．５０、ＤＩＥＮＳＴ、ＯＡＩ、ＳＤＬＩＰ、ＥＬＰ），从而实现异构系统间
的自动化互操作［２７］。ＷＳＭＸ是Ｗ３Ｃ提出的Ｗｅｂ服务执行环
境，其主要工作是建立基于 ＷＳＭＯ（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ｎ
ｔｏｌｏｇｙ）的语义Ｗｅｂ服务模型，负责定义执行语义、开发系统架
构、设计系统组件、定义接口规范、研究不同领域的语义整合

条件等，以便为基于语义的 ＳＯＡ服务集成提供指导，支持自
动化的Ｗｅｂ服务发现、选择、协调、调用及系统间互操作等目
标。ＷＳＭＸ建立在Ｐ２Ｐ网络之上，当用户提出查询需求后，图
书馆首先在自己的网络范围内搜索，然后将查询请求转发给

ＷＳＭＸ；ＷＳＭＸ基于一定的组织、协作机制将查询式发给 Ｐ２Ｐ
网络中的另一个ＷＳＭＸ节点，每个ＷＳＭＸ节点都连接遵循特
定协议规范（如 ＯＡＩ、ＤＩＥＮＳＴ等）的图书馆网络；最后，由
ＷＳＭＸ获取各个节点上的查询结果，并由用户初始请求的图
书馆进行整合处理后呈现给用户。目前，Ｗ３Ｃ已经提出了一
个ＷＳＭＸ概念模型和一个 ＷＳＭＯ参考模型［２８］，并提供了相

关功能实现的开源代码［２９］。

　　（２）ＯＳＯＡ。ＯＳＯＡ（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ｅｎａｂｌｅ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Ａｒ
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３０］是英国伦敦帝国学院（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Ｌｏｎｄｏｎ）
研究人员提出的一个基于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的 ＳＯＡ架构，底层遵循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规范，采用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技术增强 ＳＯＡ中的服务语
义，并包容通用插即用（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ＰｌｕｇａｎｄＰｌａｙ，ＵｐｎＰ）设备和
服务，实现以人为中心、上下文敏感的、目标驱动的服务组合

与互操作。相关协议规范包括服务发现规范 ＷＳ?Ｄｉｓｃｏｖｅｒ
ｙ［３１］、服务描述规范 ＷＳＤＬ与 ＯＷＬ?Ｓ［３１］、消息传递规范
ＳＯＡＰ、事件处理规范 ＷＳ?Ｅｖｅｎｔｉｎｇ［３３］、安全规范 Ｗ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同时，基于ＷＳ?Ｐｏｌｉｃｙ构建服务政策，基于ＯＷＬ构建用户Ｏｎ
ｔｏｌｏｇｙ，基于Ｗ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３４］实现对大规模设备与服务的管
理。ＯＳＯＡ的目标就是实现从语法匹配（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Ｍａｔｃｈ）转向
语义匹配（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Ｍａｔｃｈ），并最终实现政策匹配（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ｔｃｈ），从而提高服务动态发现与组合的质量。由于 ＯＳＯＡ
具有面向服务、平台无关、语言中立、基于 ＸＭＬ消息机制、传
输独立等特点，从而保证了系统具有良好的互操作性、可扩展

性、可伸缩性、可组合性。

５　结　语

　　ＳＯＡ是一种面向服务的系统集成理念，其标准规范
体系建设实际上是对现有信息技术的集成应用与发展，

包括对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标准、ｅｂＸＭＬ标准以及遗留系统相关
规范的汇合、集成，以及构建专门的ＳＯＡ信息模型与协同
工作等规范。同时，我们还应看到，新技术的发展使 ＳＯＡ
标准规范总处在不断演变之中，其中，如何与Ｐ２Ｐ、ＧＲＩＤ、
语义网等基础信息环境的融合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

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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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ｕｓｔ）．ｈｔｔｐ：／／ｓｐｅｃｓ．ｘｍｌｓｏａｐ．ｏｒｇ／ｗｓ／２００５／０２／ｔｒｕｓｔ／ＷＳ?Ｔｒｕｓｔ．ｐｄｆ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Ｍａｒ．１５，２００７）

１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ＲｅｌｉａｂｌｅＭｅｓｓａｇｉｎｇＴＣ．ＷＳ?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ｈｔｔｐ：／／ｄｏｃｓ．ｏａｓｉｓ?

ｏｐｅｎ．ｏｒｇ／ｗｓｒｍ／ｗｓ?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ｖ１．１／ｗｓｒｍ?ｗｓ＿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１．１?ｓｐｅｃ?ｏｓ．

ｐｄｆ（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Ｍａｒ．１５，２００７）

１３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ＷＳＤＭ）．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ａｓｉｓ?

ｏｐｅｎ．ｏｒｇ／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ｔｃ＿ｈｏｍｅ．ｐｈｐ？ｗｇ＿ａｂｂｒｅｖ＝ｗｓｄｍ（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ｒ．１５，２００７）

１４　ＮｉｃｋｏｌａｓＫ，ＤａｖｉｄＢ，ＧｒｅｇｏｒｙＲ，ｅｔａｌ．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Ｃｈｏｒ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１．０），２００５，１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３．ｏｒｇ／

ＴＲ／２００５／ＣＲ?ｗｓ?ｃｄｌ?１０?２００５１１０９／（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Ｍａｒ．１５，２００７）

１５　ＡｓｓａｆＡ，ＳｉｄＡ，ＳｃｏｔｔＦ，ｅｔａｌ．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ｈｏｒ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ＷＳＣＩ）１．０．２００２，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３．ｏｒｇ／ＴＲ／２００２／ＮＯＴＥ?ｗｓｃｉ?

２００２０８０８（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Ｍａｒ．１５，２００７）

１６　ＡｓｓａｆＡ．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ｈｔｔｐ：／／ｘｍｌ．ｃｏｖｅｒｐａｇ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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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ｓ．ｏｒｇ／ＢＰＭＬ?２００２．ｐｄｆ（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Ｍａｒ．１５，２００７）

１７　ＡｓｓａｆＡ，ＳｉｄＡ，ＢｅｎＢ，ｅｔａｌ．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ｘｅｃｕ

ｔｉｏ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２．０）．ｈｔｔｐ：／／ｘｍｌ．ｃｏｖｅｒｐａｇｅｓ．ｏｒｇ／ＷＳＢＰＥＬ?

ＳｐｅｃＤｒａｆｔＶ１８１．ｐｄｆ（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Ｍａｒ．１５，２００７）

１８　ＦｒａｎｋＬ．ＷＳＦＬ（Ｗｅｂｄｅｒｖｉｃｅｇｌｏｗ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３０６．

ｉｂｍ．ｃｏｍ／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ｐｄｆ／ＷＳＦＬ．ｐｄｆ（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ｒ．１５，２００７）

１９　ＳａｔｉｓｈＴ．ＸＬＡＮＧ．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ｔｄｏｔｎｅｔ．ｃｏｍ／ｔｅａｍ／ｘｍｌ＿ｗｓｓｐｅｃｓ／

ｘｌａｎｇ?ｃ／ｄｅｆａｕｌｔ．ｈｔｍ（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Ｍａｒ．１５，２００７）

２０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ｆｏｒ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Ｖｅｒｓｉｏｎ１．１．

ｈｔｔｐ：／／ｗｗｗ?１２８．ｉｂｍ．ｃｏｍ／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ｒｗｏｒｋｓ／ｌｉｂｒａｒｙ／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ｓ?

ｂｐｅｌ／（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Ｍａｒ．１５，２００７）

２１　ＤｏｕｇＢ，ＭａｒｔｉｎＣ，ＯｉｓｉｎＨ，ｅｔａｌ．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ＷＳ?ＣＡＦ）．ｈｔｔｐ：／／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ｒｓ．ｓｕｎ．ｃｏｍ／ｔｅｃｈｔｏｐ

ｉｃｓ／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ｗｓｃａｆ／ｐｒｉｍｅｒ．ｐｄｆ（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Ｍａｒ．１５，２００７）

２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ＰｒｏｊｅｃｔＴｅａｍ．ｅｂＸＭ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ａ．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ａｓｉｓ?ｏｐｅｎ．ｏｒｇ／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ｔｃ＿ｈｏｍｅ．ｐｈｐ？ｗｇ

＿ａｂｂｒｅｖ＝ｅｂｘｍｌ?ｂｐ（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Ｍａｒ．１５，２００７）

２３　ＪＣＰ．ＪａｖａＰｏｒｔｌｅｔ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ｈｔｔｐ：／／ｉｐｃ６５８．ｉｎｆ?ｓｗｔ．ｕｎｉ?ｊｅｎａ．ｄｅ／

ｓｐｅｃ／ＪＳＲ％２０２．０％２０Ｓｐｅｃ／ＰｏｒｔｌｅｔＳｐｅｃ＿２０＿ｎｏＴｒａｃｋＣｈａｎｇｅｓ．ｐｄｆ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Ｍａｒ．１５，２００７）

２４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ｆｏｒＲｅｍｏｔｅＰｏｒｔｌｅｔｓ（ＷＳＲＰ）．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ａｓｉｓ?ｏｐｅｎ．

ｏｒｇ／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ｔｃ＿ｈｏｍｅ．ｐｈｐ？ｗｇ＿ａｂｂｒｅｖ＝ｗｓｒｐ（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Ｍａｒ．

１５，２００７）

２５　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ＲＫ，ＡｄｒｉａｎＭ，ＢｒａｈｍａｎａｎｄａＳ，ｅｔａｌ．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ｏｒ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ａｒ

ｃｏｎｔ．ｏｒｇ／ｍａｒｃｏｎｔ／ｐｄｆ／ｅｓｗｃ２００５＿ｓｗｓｌ２ｌ．ｐｄｆ（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Ｍａｒ．１５，

２００７）

２６　ＥｍｉｌｉａＣ，ＭｉｃｈａｌＺ．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ＷＳＭＸ）．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３．ｏｒｇ／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０５／ＳＵＢＭ?ＷＳＭＸ?２００５０６０３／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Ｍａｒ．１５，２００７）

２７　ＯｋｒａｓｚｅｗｓｋｉＭ．ＫｒａｗｃｚｙｋＨ．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ｉｎｌ２ｌ．Ｉｎ：Ｋｌｏ

ｐｏｔｅｋ，ＷｉｅｒｚｃｈｏｎＴ．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ＷｅｂＭｉｎ

ｉｎｇ，Ｐｏｌｉｓｈ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４）３４９－３５７．Ｉｎ：Ｐｒｏ

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ＩＳ：ＩＩＰＷＭ’０４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ｈｅｌｄｉｎＺａ

ｋｏｐａｎｅ，Ｐｏｌａｎｄ，Ｍａｙ１７?２０，２００４

２８　ＨｏｌｇｅｒＬ，ＡｘｅｌＰ，ＤｕｍｉｔｒｕＲ．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ＷＳ

ＭＯ）．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３．ｏｒｇ／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０５／ＳＵＢＭ ?ＷＳＭＯ?

２００５０６０３／（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Ｍａｒ．１５，２００７）

２９　ＷＳＭＸ?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ｓｍｘ．

ｏｒｇ／（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Ｍａｒ．１５，２００７）

３０　ＮｉＱ，ＳｌｏｍａｎＭ．Ａｎ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ｅｎａｂｌｅ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ｆｏｒＰｅｒｖａｓｉｖｅ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ｄ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２００５（２）：７９７－７９８．ＤＯＩ１０．

１１０９／ＩＴＣＣ．２００５．８４

３１　ＪｏｈｎＢ，ＧｏｐａｌＫ，ＤｅｖｏｎＫ，ｅｔａｌ．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Ｄｙｎａｍｉｃ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ＷＳ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ｈｔｔｐ：／／ｍｓｄｎ．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ｃｏｍ／ｌｉｂｒａｒｙ／ｅｎ?ｕｓ／ｄｎｇｌｏｂ

ｓｐｅｃ／ｈｔｍｌ／ｗｓ?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１００４．ｐｄｆ（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Ｍａｒ．１５，２００７）

３２　ＤａｖｉｄＭ，ＭａｒｋＢ，ＪｅｒｒｙＨ，ｅｔａｌ．ＯＷＬ?Ｓ：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Ｍａｒｋｕｐｆｏｒ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３．ｏｒｇ／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ＷＬ?Ｓ／（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Ｍａｒ．

１５，２００７）

３３　ＤｏｎＢ，ＬｕｉｓＦＣ，ＣｒａｉｇＣ，ｅｔａｌ．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Ｅｖｅｎｔｉｎｇ（ＷＳ?Ｅｖｅｎ

ｔｉｎｇ）．ｈｔｔｐ：／／ｆｔｐｎａ２．ｂｅａ．ｃｏｍ／ｐｕｂ／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ＷＳ?Ｅｖｅｎｔｉｎｇ．ｐｄｆ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Ｍａｒ．１５，２００７）

３４　ＡｋｈｉｌＡ，ＪｏｓｈＣ，ＪｉｍＤ，ｅｔａｌ．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ｆｏ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Ｗ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ｎｔｅｌ．ｃｏｍ／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ｍａｎａｇｅ／ｄｏｗｎ

ｌｏａｄｓ／ｗ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ｄｆ（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Ｍａｒ．１５，２００７）

（作者Ｅ－ｍａｉｌ：ｌｉｃｗ＠ｍａｉｌ．ｌａｓ．ａｃ．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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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２００７年《现代图书情报技术》（月刊）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杂志是由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办的学术性、信息管理技术类专业期刊。１９８０年
创刊，原名《计算机与图书馆》，１９８５年更名为《现代图书情报技术》，是国内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唯一一份技术
性刊物，入选北大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并被多次授予“中国图书馆学优秀期刊”荣誉。

　　（１）期刊定位：面向国内信息技术领域的科研人员，跨图书馆学、情报学、信息科学等几大学科，以报道信息技
术的研发与应用为主体，倡导原创性科研论文，同时兼顾应用实践型文章。

　　（２）栏目设置：“数字图书馆”、“知识组织与知识管理”、“情报分析与研究”、“应用实践”、“动态”等一系列
固定栏目以及“特邀专栏”、“专题研究”、“企业技术之窗”等不定期栏目。

　　月刊：国际通行１６开版本　　　　　定价：２９元／期，全年定价：３４８元
　　国内邮发代号：８４－４２１　　　　　　国外邮发代号：Ｍ４３４５
　　地址：北京中关村北四环西路３３号（１０００８０）　电话／传真：０１０－８２６２４９３８
　　Ｅ－ｍａｉｌ：ｊｉｓｈｕ＠ｍａｉｌ．ｌａｓ．ａｃ．ｃｎ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ｎｆｏｔｅｃｈ．ａｃ．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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