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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服务的 SOA 物流配送系统① 
Service-Faced SOA Physical Distribution Allocation System 

 
宋 词 崔丽群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辽宁 葫芦岛 125105) 

摘 要： 针对目前物流配送系统大都采用多平台的异构系统，导致出现结构不兼容和技术不兼容的混乱情况。

探讨了 SOA 这种面向服务的组件结构的特点及其优势，提出了一种基于这种 SOA 架构和 Web 服务相

结合的新型物流配送系统，阐明了 SOA 在现代化物流业建设中的强大生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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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企业建立竞争优势的

关键任务已由节约原材料的"第一利润源泉" 、提高劳

动生产率的"第二利润源泉" ，转向建立高效的物流系

统的"第三利润源泉"。  
因此设计高效实用的连锁物流配送已经成为企业

提高经济效益的核心目标，如何以最低的成本、最快

的速度完成配送任务是企业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近几

年来，连锁经营在我国得到迅速发展。其特点表现为

网点数量多，分布比较分散，需求量一般较小，但更

注重实时性。传统的物流配送模型没有考虑到供货点

和需求点的空间布局，这对于连锁企业的商品送货过

程存在严重缺陷。近年来针对这一问题许多物流企业

开始采取基于 B/S 和 C/S 结构的配送系统，并且也采

用多平台的异构系统(IBM、BEA、Microsoft、SAP、
Oracle 等)和多种技术(J2EE、.NET、遗留技术等)；但

是这也带来了一些不便的因素，如架构不兼容，技术

不兼容等等问题。现代物流企业的目标是让不同系统

之间的信息能够相互共享和集成，从而实现将众多的

“信息孤岛”联系起来的需求，与此同时也解决了用

户在使用时既会浪费时间又会造成配送车辆出现调度

混乱的缺陷。构建面向服务的 SOA 连锁物流配送系统

架构将多个应用系统集成后，用户获取信息将不再是

依靠单个系统重复查询和调配了，而是在一个新的分

布式信息存储架构上使用配送系统的服务，这样一来 
物流配送系统就成为了一种动态可配置的架构体系。 
 

① 收稿时间:2009-01-02 

 
 
2 SOA概述 

SOA 是一种软件架构，并不局限于某个技术的组

合，它超越了技术范围。SOA 的关键是“服务”。W3C 
将服务定义为：“服务提供者完成一组工作，为服务使

用者交付所需的最终结果。最终结果通常是使用者的

状态发生变化，但也可能是提供者的状态改变，或者

双方都产生变化”。服务是网络中可用的软件资源。按

基于服务的功能及发送和接收的数据数量来定义服务

类型，有细粒度服务、粗粒度服务或组合服务。在 SOA 
中服务粒度有两种相关的意思，即服务是如何实现的，

服务使用和返回了多少数据或多少消息。细粒度服务

执行了最小的功能，发送和接收少量的数据；粗粒度

服务执行了较大的业务功能，并交换了更多的数据。

细粒度服务是供粗粒度服务或组合服务使用的，而不

是由终端应用直接使用的。如果终端应用是使用细粒

度服务建立的，则应用将不得不调用网络上多个服务，

并且发生在每个服务上的数据量较少，因而会对系统

整体性能带来负面影响。组合服务可以使用粒度服务

和细粒度服务进行组装。通过一组有效设计和组合的

粗粒度服务，业务专家就能够有效地组合出新的业务

流程和应用程序。 
2.1 SOA 模型 

SOA 模型是一种分布式的软件组件模型。整个系

统被设计和实现为一组相互交互的服务，它使得系统

中的某些服务能够充分利用其他的服务同时却无需考

虑其物理位置。该模型中，任何的业务功能被作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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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一个服务使用。应用程序的不同功能(服务)通过这

些服务之间定义良好的接口和契约联系起来，使得构

建在系统中的服务可以以统一和通用的方法进行调

用，即服务间的松散耦合。松散耦合系统的好处有两

点：①它的灵活性；②当组成整个应用程序的每个服

务的内部结构和实现逐渐地发生改变时，它能够继续

存在。这就为解决数字化校园系统集成问题和快速开

发新的应用系统铺平了道路。 
2.2 SOA 的技术特性 

SOA 与传统的分布式组件架构相比,有如下几个

技术特性： 
(1) 松散耦合性:：耦合是指两个软件之间的关系

(相关性和依赖性)。传统的软件系统是一种“紧耦合结

构”,各子系统、各要素之间拆分和沟通很困难。SOA 则
是松散耦合的, 服务提供者使用标准定义语言定义和

公布它的服务接口, 接口定义服务消费者和服务提供

者之间的调用契约。只要服务接口保持一致, 改动调整

应用程序的内部功能或结构将对其它部分没有影响。 
(2) 位置透明性：SOA 系统中的所有服务对于他

们的调用者来说都是位置透明的, 也就是说每个服务

的调用者只需要知道他们调用的是哪一个服务, 而并

不需要知道所调用服务的物理位置在哪里。 
(3) 协议无关性：要求每一个服务都可以通过不

同的协议来调用。通过这些 SOA 架构所具有的特性

我们可以看到, SOA 架构的出现为企业系统架构提供

了更加灵活的构建方式, 如果企业架构设计师基于

SOA 来构建系统架构, 就可以从底层架构的级别来

保证整个系统的松耦合性以及灵活性, 这都为未来企

业业务逻辑的扩展奠定了基础。 
(4) 互操作性:：SOA 可以使用任何平台之间的功

能,而与编程的语言、操作系统和计算机类型等等无关, 
可以确保各种基于 SOA 的解决方案之间的集成和互

操作性。SOA 支持并促进复用, 支持组件化和分布式

应用逻辑。它是一场变革, 它与传统的客户端/服务器

的分布式环境不同, 它受到面向服务和 Web 服务的

相关概念与原则的影响。虽然SOA 不等于Web 服务, 
但 Web 服务却是实现 SOA 最直接的方式。 
 
3 Web服务 

Web 服务是一种分布式的计算技术 , 用于在

Internet 上通过标准的协议和信息格式发布和访问应

用服务。Web 服务技术组件是一套开放的规范, 包括

HTTP,XML, SOAP,WSDL 和 UDDI 等。同时,Web 服
务以一种松散服的捆绑集合形式, 能够快速地开发、

发现、发布和动态的绑定应用服务。 
 
4 基于Web服务的SOA架构 

采用SOA 构建的分布式应用程序可以将功能作为

服务交付给终端用户, 实现时可以采用多种方法, 可以

利用传统的 CORBA 或 DCOM 机制, 也可以基于

Web 服务, 实现技术是 SOA 原则针对具体应用环境

而定的。在理解 SOA 和 Web 服务的关系上, 经常发

生混淆。从本质上来说, SOA 是一种架构模式,而 Web 
服务是利用一组标准实现的服务。Web 服务是实现

SOA 的方式之一。基于 Web 服务的 SOA 与过去应用

程序体系结构的不同在于它是基于标准的以及松散耦

合的, 具有敏捷性、松耦合、跨平台、分布式计算等优

点。基于 Web 服务的 SOA 架构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基于 Web 服务的 SOA 架构模型 
 

所示的组件包括：①服务提供者通过标准机制提

供服务，是一个可通过网络寻址的实体，它接受和执

行来自使用者的请求；②服务使用者是一组使用服务

提供者所提供的一项或多项服务的组件；③服务注册

库包含服务的描述，发布服务所在位置，并在使用者

请求服务时定位服务，服务提供者在该库中注册其服

务，而服务使用者访问该注册库已发现的服务。 
服务使用者和提供者的角色不是惟一的，服务提

供者也可以是使用者，反之亦然。SOA 具体的实现有

很多，包括 Web Service，Session Bean，JINI 等，

但随着 Web Service 术被越来越重视，它己经逐渐成

为构建 SOA 的主要技术。 
 

5 实现物流配送系统 
目前在大多数物流配送系统主要有客户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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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货管理系统、出货管理系统、货物管理系统、库存管

理系统、结算管理系统、系统管理、系统维护等等。这

些系统大多情况下都是独立开发或独立实施的, 基于

不同的平台, 相互间缺乏协作, 系统间的数据不仅无法

共享, 还可能由于各自为政而出现不一致, 形成了信息

孤岛。因此, 基于 SOA 的连锁物流配送目标是把客户、

销售部门、库存管理部门、货物、车辆、连锁企业整合

成一个整体系统。收集各部门的信息, 让各部门的资源

共享, 形成各个分散在各地的企业整体线性流管理和

各部门的线性流管理的结合, 用最简单的方式解决最

根本的问题, 减少信息流通环节, 真正实现连锁物流配

送管理的现代化和车辆配送自动化。 
 
 
 
 
 
 
 
 

图 2 SOA 实现物流配送系统 
 
5.1 SOA 的系统分层模型 

整个 SOA 架构的分层模型如图 3 所示： 
 
 
 
 
 
 
 
 

图 3 SOA 架构的分层模型 
 
在 SOA 系统中不同的功能模块可以被分为七层: 

第一层就是系统已经存在的程序资源, 例如ERP 或者

CRM 系统等。第二层是组件层, 在这一层中我们用不

同的组件把底层系统的功能封装起来。第三层是 SOA 
系统中最重要的服务层, 在这层中我们要用底层功能

组件来构建我们所需要的不同功能的服务。但是从功

能性方面可以大致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 业务服务或者是业务过程。这一类的服务是

一个企业可以暴露给外部用户或者合作伙伴使用的服

务。比如说收货管理﹑出货管理﹑库存管理等。 
(2) 业务功能服务, 这类服务会完成一些具体的

业务操作, 也会被更上层的业务服务调用, 不过大多

数情况下这类服务不会暴露给外部用户直接调用, 比
如说货物管理信息, 车辆管理信息等。 

(3) 技术功能服务, 这类服务主要完成一些底层

的技术功能, 比如说日志服务以及安全服务等。第四

层是业务流程层, 在这一层中我们利用已经封装好的

各种服务来构建业务系统中的业务流程。第五层是表

示层, 我们利用表示层来向用户提供用户接口服务, 
这一层可以用基于 portal 的系统来构建。以上这五层

都需要有一个集成的环境来支持它们的运行, 第六层

中的企业服务总线(ESB) 提供了这个功能,ESB 是传

统中间件技术与 XML、Web 服务等技术相互结合的

产物。第七层主要为整个 SOA 系统提供一些辅助功

能, 例如服务质量管理、安全管理这一类的辅助功能。 
5.2 实现物流配送系统的资源整合模型 

借助 SOA 架构的分层模型图, 我们提出实现物

流配送系统分层的模型, 如图 4 所示。 
 
 
 
 
 
 
 
 

 
 
 
 
 

图 4 物流配送系统分层的模型 
 
为了更加清晰地表达物流信息化资源整合的方

案,我们提出如图4 所示的结构模型, 该模型结构共分

为八层: 基础设施层、应用层、服务层、业务处理层、

公共信息层、公共信息服务层、信息安全体系层和标

准规范体系及运行保障体系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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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础设施层：网络是连锁物流配送系统最基

础的设施, 主要包括货物数据、网络服务器系统、安

全设备、操作系统、存储系统等, 它们是信息的存贮

与传输的硬件和软件基础。 
(2) 应用层：是各个连锁物流配送企业正在使用

的各种系统的基本实现层。包括数据录入、数据处理、

数据库访问、安全验证等基本操作。应用层采用的技

术主要是支持企业级应用的.NET 和 J2EE, 除此以外

还有部分旧系统中采用的 ASP、Perl、PHP 技术。 
(3) 服务层：在应用层的基础上可以加入服务层, 

将各种基本功能组件封装成服务供上面的业务处理层

调用。如提供货物管理用以收获管理、出货管理、库

存管理、结算管理等多个系统调用; 提供车辆管理检

索服务供配送管理、出货管理等多个系统调用。 
(4) 业务处理层：业务处理层主要通过调用下层

的服务, 按照各部门的业务流程完成业务工作。如收

货管理、出货管理、库存管理、结算管理等。 
(5) 公共信息层：是根据需求将业务处理层的各种

信息进行打包封装, 并建立数据中心, 根据信息服务层

为用户提供的各类服务的需要而构建的可共享、公用的

数据集组。需要构建的信息有: 用户基础信息、收货管

理信息、出货管理信息、仓库管理信息、车辆管理信息、

货物管理信息、基本信息维护、系统管理信息等。 
(6) 公共信息服务层：是指为客户、供应商及企

业经营者提供用户接口所需要的一切服务, 它是一个

统一的服务主页平台即门户网站, 与 SOA 的表面层

相似, 但它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要有统一的电子身份认

证, 企业的每一个成员都有一个与其身份相对应的电

子身份, 用户可以使用自己的电子身份访问物流配送

系统中允许访问的任何系统。如客户通过身份登录网

站, 可以看到客户订购货物的各项费用、已结算的业

务、订单、客户业务汇总表等。 
(7) 信息安全体系层：是整个系统的辅助层, 它为

系统的正常运行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 
(8) 标准规范体系及运行保障体系层：信息化首

先需要一套完整的代码标准。其次是要制定一套完整

的系统建设流程、沟通和接口规范。如果没有统一的

规范, 不仅加大了系统开发的工作量, 也打乱了信息

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有了一套统一的标准, 才能建立

一个完备的数据库, 才能保障系统的正常运行。 
 
6 基于SOA的改造规划 

针对我国物流配送企业目前的情况, 我认为制定

一个有效、可行的 SOA 规划是很有必要的。首先, 对

传统的物流系统进行改造，将原有的单一基于.NET 或

是基于 J2EE 的连锁配送系统,改造为其中各模块可提

供的服务集。在以上系统中添加服务层, 以 Web 服务

的方式对外提供服务。重新审视各系统原有的业务流

程, 如有必要在服务的基础上进行修改或调整。其次, 
在采用开源软件时注意选择带有 SOA 架构的软件，如

果该软件没有 SOA 架构, 则需要充分评估改造的工

作量与复杂度。 
 
7 结语 

传统的物流配送系统从刚刚起步发展至今已初具

规模并且具备了一定的应用基础，如何有效地融合各

种异构平台，解决结构和技术不兼容的问题成为目前

最为迫切的需要。通过以上的探讨，SOA 作为一种新

型的软件体系结构，只需将应用系统看作用来满足客

户需求的一组服务功能集合进行服务编排融合，把应

用程序改变成可重用的和柔性的组件。以 Web 服务形

式提供，使得各应用系统具有更好的互操作性、开放

性和安全性，实现了企业间数据的共享，促进物流企

业的高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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