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年 第 21 卷 第 6 期                       http://www.c-s-a.org.cn                      计 算 机 系 统 应 用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研究开发 111

统一消息接口模型及其改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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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首先介绍了一种在移动增值业务开发中被广泛应用的统一消息接口模型，简要描述了该模型的整

体结构和基本功能，以及它在增值业务开发中所处的位置。在介绍模型时，为便于讨论，本文将该模型逻辑上

划分为了 4 层结构，并用逻辑结构图做出说明，随后在总体上阐述了模型的工作机制和消息的处理流程。在此

基础上，本文对模型在结构和功能上不合理或不完善之处进行了探讨，随后重点讨论了本文的改进方案，包括

消息缓冲区结构的改造（重组缓冲区）、重发策略的修改、流量控制策略的完善（增加滑动窗口功能等）、缓冲

区警戒及告警（增加溢出警戒、告警功能和灵活的告警策略，收发控制等），并且阐述了这种改进所具有的现实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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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fied Messaging Interface Model and Its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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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describes UMI(Unified Messaging Interface), which is a kind of messaging models and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development of mobile value-added service. Then we give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is model about the 

overall structure and basic functions, following by an introduction of this model’s location in the mobile value-added 

service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facilitate discussion, this model is logically divided into four function layers illustrated 

by the logical structure graph. Then, this paper generally describes the working mechanism and messaging process.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unreasonable structure and inadequate functions of this messaging model. Then we 

focus on the improvement programs, includ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message buffer (re-organization of buffer), 

improvement of flow control strategy (such as sliding windows), buffer security reinforcement (overflow alert, alarm, 

flexible alarm strategy). Finally, we elaborate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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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伴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移动增

值业务也越来越受运营商和 SP(Service Provider，业务

提供商)青睐。为了适应这种变化，达到在尽量缩短开

发周期，降低开发的复杂度的同时，提高业务的质量，

减小业务和外部协议的耦合度的目的，增值业务提供

商普遍采用了各自的消息中间件，该中间件介于短消

息网关和 SP 的业务平台之间，核心作用是中转消息和 

 

 

屏蔽协议差别，使得业务开发独立于短消息网关。一

方面，从业务平台的角度看，中间件就是他们需要交

互的外部实体，另一方面，中间件和各种外部短消息

网关进行交互，为业务侧适配不同协议类型，将消息

正确转发到网关或业务平台。尽管不同的 SP 采用的接

口存在差别，但在实现机制和模型结构上有着本质上

的相似性。因此，为便于讨论，本文从 SP 的消息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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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抽象出一种模型，称之为 UMI model（统一消息

接口模型）。本文重点对这种模型的结构和功能进行

深入探讨，找出该模型的一些不足之处，进而提出

改进方案。 

 

1 UMI模型结构与功能 
1.1 UMI 模型的体系架构 

UMI 模型是从增值业务提供商所广泛采用的消息

接口中抽象出的一种接口模型，它处于消息中转平台

和协议差异屏蔽器的逻辑位置，它和业务平台采用各

个 SP 自行定义的内部消息格式进行通信，对外则根据

不同网关采用相应的协议进行交互，为业务平台屏蔽

协议差别[1]。UMI 模块处于外部实体（如不同运营商

的短消息网关、中心等）和业务平台之间，底层以 TCP

方式建立物理连接。接口模型的系统结构如图 1 所示： 

 

 

 

 

 

 

 

 

 

图 1 统一消息接口系统结构图 

 

（1）进程守护模块：负责检测和守护其他功能模

块在运行中的状况，是保证系统长久运行的有效保障。 

（2）后台操作维护模块：用于在运行过程中动态

接入其他功能进程，实现进程运行参数的修改和运行

状况的检查。 

（3）核心处理模块：实现接口模型的各种功能的

核心模块。核心处理模块的最基本的功能在于协议转

换和消息转发，此外，还包括模块实现所必须的其他

功能需求，比如底层链路维护和管理、协议适配与转

换、流量控制、负荷分担、消息缓存与重发、路由识

别与分发等功能。 

1.2 UMI 功能逻辑结构图 

UMI 模型的核心处理平台可从逻辑上划分为四层

结构模型。功能逻辑结构从下至上分别为数据链路层、

协议控制层、传输控制层、业务应用层，此外，各 SP

还实现了基于各自平台的操作维护和告警监控等功

能。在图中属于进程守护和操作维护模块的范畴。逻

辑功能结构如图 2 所示： 

 

 

 

 

 

 

 

 

 

图 2 UMI 模型功能逻辑结构图 

 

（1）数据链路层 

使用各 SP 内部采用的消息架构实现共同的本功

能：维护与外部实体的连接；实现灵活的链路维护和

动态调整。本层为协议控制层提供底层链路连接、维

护、动态调整等功能，向上屏蔽链路维护等细节。 

（2）协议控制层 

负责具体协议的适配。实现内部消息和外部消息

的编解码转换工作。另外，为了动态监控和维护底层

链路状态跃迁，协议控制层还需要实现数据链路层上

报的连接的跃迁和维护性消息的处理。 

（3）传输控制层 

传输层在平台模型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主要包括：

流量控制、消息缓存与重发、负荷分担等[2]。它对上

提供消息的可靠传输，保证消息传送的平稳、高效，

对下接收协议层提交的业务消息，提供缓存和重发等

基本功能，从而在整体上保证核心处理平台的正确性

和健壮性。 

  （4）业务应用层 

实现短消息的路由、群发，系统管理，基于业务

特征的特定处理等功能。业务层是真正识别基于特定

应用的不同业务消息的功能层。 

（5）支撑系统 

支撑系统实现系统操作维护和告警管理等维护性

的支撑手段。 

1.3 模型工作机制及消息处理流程 

UMI 模型的工作机制的特征从总体上说可以概括

为处理外部网关请求，回送应答和处理业务平台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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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送应答两大部分，消息的流向为从上到下和从下到

上两部分：无论是哪一侧的请求消息，首先是从链路

层触发，经过链路层处理后交给上层，以上各层依次

交给它的上一层，到达应用层后，经过特定业务应用

处理后交给下一层，再依次经过下层的处理，到达数

据链路层，链路层则将真实的消息包发给被请求侧。 

1.3.1 模型工作机制及消息处理流程 

UMI 模型的消息处理流程如图 3 所示，处理流程

的说明是基于 UMI 的 4 层结构模型的。本文以从业务

向网关方向的消息处理流程举例说明，另一方向的消

息处理类似。 

 

 

 

 

 

 

 

 

图 3 UMI 模型消息处理流程图 

 

1.3.2 模型传输控制流程说明 

  UMI 传输控制层的处理流程如图 4 所示： 

 

 

 

 

 

 

 

 

 

 

 

 

 

图 4 UMI 模型传输控制流程图 

 

从图 4 可以看出，传输控制层实现了 UMI 模型的

主要功能架构： 

（1）负荷分担 

传输层可以按照一定的策略计算出当前最适合发

送本条消息的链路的编号，并选择该链路进行发送，

避免一条链路的压力过大，实现负荷分担功能。 

（2）消息缓存与重发 

设置大小可配的发送、接收缓冲区，保存由于某

些原因暂时发送失败的消息，以便后续的重发。 

（3）流量控制 

控制单位时间内的消息发送个数，避免发送过多导

致链路拥塞，或者对端实体处理不过来而导致消息失败。 

 

2 UMI模型的改进 
2.1 UMI 模型的问题 

从模型本身结构以及实际应用中，本文认为，该

模型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1）缓冲区结构不合理 

目前许多 SP 将消息缓冲区均设置为一个队列，而

没有进一步的划分，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单个队列中

的消息数过多，消息都放在同一个发送队列中，如果

有多个外部实体，一旦某一个出现问题，导致发送缓

冲区堆积，那其他实体的消息也会受到影响。 

（2）重发策略问题 

目前大多数对 UMI 模型的实现中，重发策略都是

基于定时器的重发队列轮询方式，消息发送失败后放

入重发缓冲区，由定时机制来扫描缓存区进行重发。

由此导致的问题是消息发送不及时，尤其是当一些业

务要求一旦发送失败，要尽可能快地进行重发时。 

（3）流量控制策略不够完善 

虽然现有 UMI 模型的实现中，流量控制策略在多

数应用上已经能够达到比较令人满意的效果，但在某

些情况下，由于应答消息接收不及时，而请求消息又

发送过多的情况下，虽然没有流量超标，但也会导致

消息丢失，所以流量控制的策略需要进一步完善。 

（4）缓冲区没有完善的警戒措施 

当前多数 SP 的 UMI 模型实现中，都缺乏必要的

缓冲区预警以及告警机制，发生消息丢失等异常情况

时，只有相关的日志，不仅查询起来费时费力，而且

也不便统一管理。 

2.2 UMI 模型改进方案 

鉴于以上讨论的问题，本文提出如下改进方案： 

（1）发送缓冲区结构重组 

将缓冲区按照实体的特征进行组织，例如可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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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实体用域号和实体号进行唯一标识（域号表示实

体所属的全局范畴，实体号区分不同实体），对发送缓

冲区也按照消息的目的二元组重组，每个实体有一个

发送缓冲区域，并用和实体对应的二元组进行标识，

每一个缓冲区域包含链路级别的发送队列，经过负荷

分担后具有相同编号的消息放入一个消息队列中，从

而实现消息的独立。图 5 是一个简化的缓冲区改造的

实例。该例中有两个移动网关实体 ISMG(Internet Short 

Message Gateway)：ISMG1 和 ISMG2），分配的二元组

分别为（41，1）和（41，2），接口和每一个实体间均

存在 3 条链路，编号从 1 至 3。另外一个实体为业务

平台，二元组为（1，25），同样存在 3 条链路。现在

假设一条请求消息到来，目的二元组为（41，2），负

荷分担分配的链路编号为 2，则该消息会放在对应的

消息队列的对应的链路缓冲区上。类似地，ISMG2 回

送应答消息给接口，接口查找路由得出目的二元组为

（1，25），链路编号为 3。依靠这样的划分，传输层

可以将不同目的的消息发往不同的消息队列，并实现

了请求和应答的分离[3]。 

 

 

 

 

 

 

 

 

 

图 5 改造后的传输层发送缓冲区结构示意图 

 

（2）重发策略修改 

将发送队列的定时扫描改为主循环调度，主循环

调度的遍历速度要远远优于定时机制，可以达到最快

时间重发的目的，此外，为避免消息循环发送失败，

而导致队列后续消息无法发送，可以将失败消息放入

队列末尾，或者加入判断机制，当消息失败一定次数，

或者一定时间后，便认为属于消息参数错误等导致的

不可重发性的情况，不再进行重发。 

（3）流量控制增加滑动窗口功能 

在调度发送消息时，查看统计周期内，请求消息

与应答消息的差值，如果高于门限，则该链路不用再

发送请求，直至请求应答差降到阀值以下。这样，流

量策略就由原来的一级增加到两级共同控制，尽可能

的维护消息交互的正常进行[4]。由于滑动窗口实际上

减小了消息发送速率，需要注意接口自身的消息堆积

情况，采取其他方法尽量避免堆积的出现，比如减小

接收速率，增加链路数等。 

（4）增加缓冲区警戒值及告警功能 

可以对每一条链路设置告警警戒值，一旦缓冲区

超出此值，应该及时向网管系统告警，报告相关信息，

以便于网管统一管理。另外，一旦发生溢出，应该减

少甚至停止从消息源继续接收消息，避免持续的消息

接收加重溢出，待缓冲区消息数回落后，再继续接收，

尽可能减少消息损失。 

 

3 结语 
本文首先讲述了统一消息接口模型的背景及其总

体结构和逻辑功能结构，对每一个功能子层都进行了

简要介绍，随后分析了现有 UMI 模型实现中的问题，

给出了本文的改进方案，诸如缓冲区结构重组、重发

策略修改、滑动窗口、告警及收发控制等，从而实现

了对 UMI 模型的优化，同时提高了传输控制的可靠性

和传输效率。总体上，这种改进提高了基于 UMI 模型

的软件的健壮性和稳定性，为增值业务提供商优化自

身的 UMI 产品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另一方

面，改进后的模型没有将请求消息和具有同样目的二

元组的应答消息彻底分离，还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

另外，如何在增加了滑动窗口和收发控制的同时，最

大限度保持原来的消息收发速率也是后续的优化中需

要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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