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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SOA架构的质量管理体系信息系统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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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便捷、高效的实施和管理质量管理体系的运行，依据质量管理体系运行的特点和系统需求，研究

了一种基于 SOA（面向服务）架构的质量管理体系信息系统。该系统可以协助完成各项工作的策划、实施、检

查和改进，能有效协助质量管理体系的运行，并能为体系的持续改进提供数据支持，具有较好的可扩展性、健

壮性并易于维护。详细阐述了基于 SOA 架构的系统设计和实现，以及主要功能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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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highly effectively carry out and manage the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with convenience, according to 
the features of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system requirements, a Quality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based on 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 is studied, which is robust, well extensible and can be easily maintained. The main 
functional module of system can help in the PDCA circle of tasks, and can effectively assist the running of quality 
management architecture, as well as provid data support in its improvement proces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is system, and main functional module is also discussed in 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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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变化的国际军事战略格局和未来高技术条件下的

作战要求，使质量成为武器装备建设的核心。国际标

准化组织发布的 ISO 9000 系列标准，是国际化的质量

管理和质量保证标准。当前，国防建设面临新的形势，

采用质量管理体系是一项战略性决策，1996 年

GJB/Z9001A-9004-1996 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国家军

用系列标准，该标准的实施，推动了军工产品质量管

理体系建设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军用产品质量与可靠

性水平的提高。2001 年，发布修订的 GJB9001A-2001
标准鼓励在制定、实施质量管理体系以及改进其有效

性时采用“过程方法”，通过满足顾客要求，增进顾客

满意和进行持续改进[1]。 
 
① 收稿时间:2010-11-12;收到修改稿时间:2010-12-28 

 
 

 
 

因此，为提高我国国防现代化、航空航天建设和

发展，持续采用和实施质量管理体系进行质量管理和

监督是保证产品质量和可靠性的有效手段和方法。 
现状 
我国航天各单位正在开展基于GJB9001A-2001的

试验任务质量管理体系建设和认证，随着质量管理体

系实施和管理，现阶段普遍存在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无法共享质量管理信息资源。各单位质量管理

文件、作业指导书、过程监控及各种质量记录都相互

独立的，不利于质量意识提高、质量信息有效利用和

质量管理工作的推进。 
(2) 无法及时监控各单位质量管理情况。由于没有

有效的监控平台和工具，要想准确掌控各单位质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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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实施和进展，必须按照传统方式实地检查或者开

展内审，工作繁重，执行效率低。 
(3) 无法有效体现质量管理体系基于事实的决策

的优势。现阶段，没有有效的质量信息采集和数据分

析工具，无法对质量体系运行中的大量事实数据进行

处理，支撑持续改进质量管理体系。 
综上所述，信息化的质量管理体系系统可有效解

决以上问题。 
质量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 
质量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和实施受各种需求、具

体的目标、所提供的产品、所采用的过程以及组织的

规模和结构的影响，其信息化解决方案同样需考虑各

方面的因素。 
2.1 系统分析 

GJB9001A-2001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使用“PDCA”

循环方法组织各项工作。质量管理信息系统用于质量

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和持续改进过程，协助完成各项

工作的组织策划、实施、检查、改进，并收集和整理

全过程的各类质量信息。以某使用单位为例分析质量

管理信息系统的需求： 
1) 协同工作及业务工作流程定制。系统能够对实

际工作提供无缝协同支持。 
2) 产品实现和工作过程监控。系统实时监控产品

实现和工作过程，规范产品实现和工作过程，提高产

品质量和工作效率，掌控体系运行情况。 
3) 数据分析与统计以及决策和持续改进支持。系

统通过确定、收集和分析适当的数据，为持续改进体

系的有效性提供依据。 
4) 质量数据信息管理。系统能够对质量记录统一

管理，便于问题分析查找和检查体系实施符合性。 
5) 用户管理。系统中可以对各级各类用户添加、

删除、修改和授权。 
6) 界面友好、操作便捷，功能合理、实用，减少

重复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 
7) 质量资源共享。系统能够提供体系的各类信息

资源，包括体系文件、通知通告、资源下载等。 
2.2 系统架构设计 
2.2.1 SOA 体系结构 

面向服务的体系结构（service-oriented architec- 
ture，SOA）是一个组件模型，它将应用程序的不同功

能单元（称为服务）通过这些服务之间定义良好的接

口和契约联系起来[2]。接口是采用中立的方式进行定

义的，它应该独立于实现服务的硬件平台、操作系统

和编程语言。这使得构建在各种这样的系统中的服务

可以以一种统一和通用的方式进行交互。 
SOA 的系统架构使系统具备松散耦合、多应用交

互、快速变更业务流程、分散数据集中显示等特点。 
2.2.2 系统软件体系结构 

为了便于今后系统业务快速变换、系统业务扩展、

减少重复开发以及兼容不同系统，因此，软件体系结

构采用 SOA 的体系结构。基于 SOA 的系统并不排除

使用面向对象的设计来构建单个服务，但是其整体设

计却是面向服务的。由于它考虑到了系统内的对象，

所以虽然 SOA 是基于对象的，但是作为一个整体，

它却不是面向对象的，不同之处在于接口本身。Web 
服务是实现 SOA 的方式之一。 

系统的软件架构如图 1 所示。 
 
 
 
 
 
 
 
 
 

图 1 系统软件架构 
 

如图 1 所示，系统采用了分层结构，即将程序分

为数据层、数据访问层、业务逻辑层（WEB 服务）、

表示层[3]。将所有可预见的变化进行隔离，尽可能在

变化发生时，使系统的改动 小，从而提高系统的可

维护性、可扩展性和可修改性。 
(1) 用户接口层也就是表示层。采用 B/S 的模式，

这种模式便于资源的共享、业务共享，可在大型单位

集中进行质量体系信息化的实施和运行，用户只需在

内部局域网中，使用浏览器就可以开展各项工作和业

务。而且 B/S 模式，便于今后系统的部署、安装和升

级，只需在服务器端进行系统的各项配置即可，大大

节省人力、物力，便于信息和资源的有效利用。 
(2) 业务逻辑层。面向 SOA 架构，业务逻辑层由

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核心业务进行抽象提取生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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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即 WEB 服务业务逻辑层，比如工作流、过程监

控、数据分析等，以服务的形式进行发布和使用[4]。

QMIS 通过 WCF 实现系统核心服务。通过 WCF，用

户可以不再关心各类服务是如何实现数据通信和交

换，而是可以专注于服务的实现。另一部分一般业务

逻辑层比如信息查询、用户管理、故障采集和分析等，

继续以传统的方式进行业务提取和处理。 
(3) 数据访问层。WEB 服务的数据访问直接封装

在服务的数据接口层。一般业务逻辑层通过数据访问

层进行数据的读写等操作。 
(4) 数据层。系统的数据层分为 XML 文件和数据

库作为数据存储。XML 文件为中间数据存储层，作为

数据呈现接口。数据库作存储各类信息、业务数据。 
2.2.3 系统硬件结构图 

系统硬件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业务数据库服务

器、WEB 发布服务器、WEB 服务器和客户端微机和

单位内部局域网，系统硬件构成如图 2 所示。 
 
 
 
 
 
 
 
 

图 2 系统硬件结构图 
 

业务数据库服务器，使用 SQL Server2005 存储质

量管理信息系统的各类业务数据和信息； 
WEB 发布服务器，发布质量管理信息系统的程序

文件，作为网站发布； 
WEB 服务服务器，发布生成的各类 WEB 服务； 
客户端微机，用户直接用浏览器访问质量管理信

息系统，开展各项工作。 
2.3 系统实现功能模块 
2.3.1 系统功能模块 

系统设计实现的主要功能模块如图 3 所示。 
(1) 质量工作管理。 
① 工作业务管理，其中任务管理是系统的核心功

能模块，以工作流的方式实现对单位各种型号的试验

任务过程管理，与任务相关的质量管理、装备资源管

理、人力资源管理等。每类管理都遵循 GJB9001A—

2001 中 PDCA 过程模型，将 P 策划、D 实施、C 检查、

A 改进四部分功能。其中质量数据分析功能，通过嵌

入统计技术工具等，提供数据分析功能，数据分析功

能分为质量问题数据分析和质量工作情况分析。 
 
 
 
 
 
 
 
 
 
 
 
 

 
 

图 3 系统功能结构图 
 

② 工作提示、内部沟通平台、网上审核、使用帮

助等辅助功能对实际工作提供无缝协同支持。网上审

核有助于质量内审的开展。 
③ 文件呈批，属于检查工作的一部分。将各项目

的呈批工作，做为子过程统一检索到呈批模块，根据

用户的权限，方便各级负责人集中进行签批。用户根

据提示进行网上审批。允许用户查看相关的任务详细

信息，查看自己已审批的文件信息。 
(2) 质量信息管理。依据质量信息管理程序，将任

务管理中采集到得信息按要求进行分类索引排序，按

GJB9001A 质量管理体系中 4 至 8 章中的各项条款进

行分类建立质量信息索引目录，完成质量信息的查询、

显示、统计和下载等功能。质量信息包括： 
① 产品及相关服务的信息。主要是产品的监视和

测量所获取的各类质量信息,包括：顾客规定的要求及

法律法规要求；产品策划的输出；产品设计开发的输

出；设备问题归零情况；备航检查情况；产品阶段性

评审情况；产品实现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处理情况；

产品验收情况；顾客提出的有关产品质量信息的要求。 
② 质量管理体系有效运行的信息。包括：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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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审核报告；不符合项报告；管理评审纪要；质量专

项活动情况；纠正预防措施的跟踪验证情况；质量管

理体系的变化情况。 
(3) 质量辅助信息管理。根据权限不同，普通用户

可以浏览辅助信息，有权用户在登录后可对内容进行

管理。辅助信息包括各单位月质量工作要点、质量新

闻、通知、质量简报、质量文化等内容。 
(4) 系统管理 
① 用户管理，各级各类人员根据职责和权限的不

同，系统可对用户统一进行帐户授权和添加、删除、

修改等管理。  
② 数据库管理，质量管理数据库的备份恢复，数

据基础表的维护，分布式质量管理数据库的同步。 
③ 质量记录表模板管理，质量记录表模板的定

制、命名、管理、使用与维护要符合记录控制程序和

文件控制程序，依据作业指导书提供的质量记录表和

编号，定制出各类质量记录表模板，按公用模板和归

属单位分类管理，可进行导入、删除，同时录入模板

信息。用于任务策划时或工作流模版定制时直接调用。 
④ 任务流程模板管理，依据各岗位程序文件和作

业指导书提供的工作流程，通过软件平台，以图形化

界面，创建定制工作流程，并保存为工作流程模板。

工作流程模板按公用和归属单位分类管理，可对模板

进行导入、删除，同时录入模板信息。模板库用于任

务策划时直接调用。  
⑤ 质量体系文件管理，其具备国家、军队、基地

任务相关的法律法规、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国家军用

标准、基地标准等文件、资料的上传、查询、下载功

能。查询功能支持按要素查询、按发布单位查询、按

适应范围查询、按发布时间查询或联合查询等。 
2.3.2 系统工作流程 

系统在实现中，质量管理信息在各功能模块之间

的流转关系如图 4 系统工作流程图所示。质量管理数

据库承载了各模块之间的数据保存、传递功能。  
举例说明，在实际应用中系统工作流程交互主要

步骤： 
1) 根据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系统管理员或者用户

上传质量记录模板，形成质量记录模板数据库；系统

管理员根据人员分类进行用户和权限设置，形成用户

信息数据库。 
2) 根据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相应用户可用图形化

方式定制工作适用的工作流程模板，形成工作流程模

板数据库； 
 
 
 
 
 
 
 
 
 
 
 
 

图 4 系统工作流程图 
 

3) 当启动一个项目时，项目负责人可根据工作流

程模板新建一个项目并启动，系统会自动进行工作分

配和工作提醒，包括工作完成人、时间及需完成的工

作等信息。 
4) 工作完成人登陆系统后，系统自动提醒其相关

工作和时限，工作完成后，上传相应工作质量记录，

包括故障分析、数据分析等各种质量信息； 
5) 工作审批通过后，该项工作结束，系统自动流

转进入下一步工作；否则如果审批不通过，工作重新

返回并提醒工作完成人。 
6) 领导可随时登录该系统，浏览和检查相应项目

的进展和完成情况。 
7) 系统用户登录后，可根据需要进行相应项目工

作质量记录查询和数据分析，进行工作的数据统计分

析，持续改进相应工作。 
 
3 结束语 

采用 SOA 的体系结构的质量管理信息系统，是质

量管理体系信息化方案之一，本系统的特点是： 
1) 松散耦合，系统通过 XML 定义服务接口，作

为中间层，服务之间的耦合性降低很多。 
2) 图形化的工作流程定制功能，形象、直观且具

备继承功能，用户使用快速、便捷。 
3) 分散数据集中显示，本系统 XML 作为图形化 

(下转第 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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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本文以梨树的树体结构为基础, 将较全面的生物

学形态结构特征融入 L 系统，在详细观测梨树及查阅

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提炼相关的形态结构特征，并将

其融入梨树的 L 系统文法规则中，建立果树枝干模型，

然后在 VC++6.0 和 OpenGL 平台上进行 L 系统规则的

解析，再对生成的 终字符串序列中的每个特定的字

符进行几何解释，在计算机上将树木模型进行三维可

视化显示。通过模拟可知, 使用 L 系统构建果树枝干

模型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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