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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服务设计与运行平台门户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刘钰霄，王裕鑫，徐汉川

（哈尔滨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哈尔滨 １５０００１）

摘　要：鉴于当前的服务领域现有的服务组合和服务选择技术难以应对日益增多的服务以及用户越来越个性化的需求，为
了实现 “需求－服务”的最佳匹配，设计了大服务设计与运行平台，并开发了配套的门户系统。系统采用典型的Ｂ／Ｓ架构，
使用ｖｕｅ．ｊｓ技术进行显示层设计，并使用ｓｐｒｉｎｇｂｏｏｔ框架来进行服务端的实现，面向终端用户、服务模式设计者、服务提
供商等各类系统用户提供了需求构建、需求－服务匹配、服务模式设计、服务注册、服务数据统计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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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当前大数据环境下，现代服务业在不断升级迭

代并催生出新的业务形态，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服务

现状。与此同时，用户的需求也是海量、个性化的，

现有的服务组合和服务选择技术已难以应对日益增

多的服务以及用户日趋个性化的需求。面对互联网

越来越丰富的大数据、服务资源和不断增长的大规

模个性化用户需求，如何利用大数据精准认知用户

需求，并结合大数据形成的知识与经验来高效构建

跨网／跨域／跨世界的服务聚合与解决方案，以实现
“需求－服务”的最佳匹配，从而科学主动、安全动态
地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服务，为用户及参与各方创

造价值，即已成为亟待解决的一个关键性科学问题。

因此，希望能够做出一个平台，一方面可以帮助

开发者去描述用户的需求，并设计出用户需求的有

关片段、模式，另一方面再基于已有服务资源设计各

种各样的服务模式，以及根据服务使用历史抽取热

门的服务模式。在整个大平台下，汇聚了用户的个

性化需求和来自于外界的多样化服务资源，只要设

计好匹配算法，用服务资源去与个性化需求之间进

行匹配，从而实现动态主动地为用户提供合理的服

务解决方案。为此本文开展了相关研究，开发出了

大服务设计与运行平台，平台整体拓扑结构图如图

１所示。
为了方便用户使用大服务平台，又随即设计了

一个配套的门户系统。这个门户系统将平台提供的

功能都综合起来，并有组织地呈现在页面上，让用户

在进入门户系统后，能很直观地查看、使用自己需要

的功能服务，提升用户对大服务平台的使用体验。

１　门户系统整体设计

１．１　门户系统逻辑结构设计
大服务设计与运行平台是一个综合性的服务平

台，包括用户需求管理、服务模式管理和服务管理三

个子系统，主要工作是完成从用户需求提出，到匹配

对应服务模式、设计并形成服务组合方案，直到最终

将服务方案导入服务执行引擎中运行实现的整个过



程。本门户系统为大服务平台提供统一业务处理入

口。该系统的逻辑结构图如图２所示，共分为４层，
自底向上依次为数据层、平台层、应用层和表示层，

各层作用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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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大服务设计与运行平台整体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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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大服务设计与运行平台门户系统逻辑架构图
Ｆｉｇ．２　Ｌｏｇ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ｇｒａｐｈｏｆｐｏｒｔ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ｂｉ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ａｎｄｅｘｅｃｕｔｉｎｇ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１）表示层：主要是互联网浏览器等终端，用户
通过这些终端与门户平台进行各种交互。

（２）应用层：即将大服务设计与运行平台的各
个子系统的功能以及门户系统本身所必需的用户管

理、权限管理等功能进行有机组合，是各类应用的总

称。对用户的操作进行解读，通过ＲＰＣ调用平台层
接口，并对平台层的响应信息进行处理后返回给表

示层。

（３）平台层：包括大服务设计与运行平台的 ３
个子系统和门户系统的 ｓｅｒｖｉｃｅ后端，用户对需求、

服务模式、服务等的操作由子系统进行响应，用户登

录、权限验证等功能实现由ｓｅｒｖｉｃｅ后端来支持。
（４）数据层：由用户需求、服务模式、服务和门

户系统等各种数据库组成。

１．２　需求管理子系统设计
需求管理子系统要考虑２部分内容，即：个人需

求管理和需求模式管理。其中，个人需求管理包括

用户需求提出、需求搜索、需求维护等。这里的用户

在提出需求构建个人需求树时，每项子需求有着什

么样的约束、比如限定花费要在多少钱范围内等，以

及在后续优化服务方案时需优先考虑哪种约束等，

这些信息都是个人需求树的重要组成部分。用户在

提交构建好的需求树前，可向系统发起需求重写的

请求，让系统从需求模式库中检索出与该需求树中

某些子结构比较相似的内容来供用户参考和筛选，

在符合用户期望的范围内构建出更贴合系统的用户

需求树。对于已经提交的用户需求树，用户可以选

择对其进行一些修改，或者是向系统请求匹配服务

模式、查看匹配方案、生成服务方案、查看服务方案、

执行服务方案等操作。与需求管理类似，需求模式

管理包括新增模式、模式修改、模式检索、模式挖掘

等。用户需求管理模块的直观描述如图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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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需求管理子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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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服务模式管理子系统设计
在本系统中，服务模式的生成有 ２种方式，包

括：服务模式设计者自定义服务模式和系统自动挖

掘构建服务模式。服务模式相当于一个服务流程片

段，设计者在自定义服务模式时，对于服务模式流程

中的各个节点，除了需要补充模式名称、模式描述等

信息外，还要为其绑定一个系统所拥有的服务。系

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后，系统中将出现大量由

终端用户发起的服务执行记录，将这些服务执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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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按照所属服务方案进行归类整理后，会发现有一

些服务规律性地总是容易出现在同一个服务方案

中。研究时可以将这类服务提取出来，按照一定的

规则进行分析整理后放在一起作为服务模式，存入

系统服务模式库中。服务模式多了以后，不同的服

务模式总会在所属组织、所属领域上存在一些差异。

在为用户展示服务模式时，除以表格的形式分别按

组织、按领域来呈现外，还可以筛选出用户感兴趣的

组织、领域的服务模式，以网络图的形式刻画出来，

让服务模式间的关系显得更清晰直观，也更具层次

感。服务模式管理模块的直观描述则如图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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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服务模式管理子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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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权限管理模块设计
大服务设计与运行平台包括哪些子系统，这些

子系统又分别具有哪些业务功能，这些信息均以功

能菜单树的形式呈现，其中子系统作为一级菜单，子

系统内部的业务功能作为二级菜单，功能菜单树是

系统中权限管理的基础。在门户系统中内置有终端

用户、模式设计者、服务提供商和管理员四种角色，

不同角色可以查看的菜单项、亦即系统功能也有所

不同，具体可由管理员进行权限分配。进一步地，管

理员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新增或者删除一些附加角

色，并为其分配权限，以满足不同的业务场景。与此

同时，以功能菜单树为基础，门户系统也可以很轻易

地进行功能的扩展升级，新功能上线后，只需交由系

统管理员在功能菜单树中配置上功能访问路径等信

息即可，非常便捷。此外，普通用户登录系统后只可

以在个人信息里面查看自己所拥有的角色类型及权

限内容。各个用户的操作记录管理也归属于权限管

理部分，管理员可以按照操作人员来分别查看各个

用户的操作信息，包括操作人员、操作时间、操作内

容、操作类别等。权限管理模块的直观描述如图５
所示。

２　门户系统中的设计实现

２．１　用户需求维护功能的实现
用户需求模块为用户提供了新增需求、需求维

护、新增需求模式、需求模式维护、需求模式挖掘等

多个主要功能。尤需一提的是，在需求维护功能中，

用户可以查看自已曾经提出过的所有需求意图树，

并对每个意图树根据意图树状态对应进行匹配需求

模式、查看匹配方案、修改意图树、生成服务方案、查

看服务方案、执行服务方案等操作，实现结果如图６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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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权限管理子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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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用户需求维护功能实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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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服务模式层次化展示的实现
在大服务平台中存在３种服务模式：原子服务

聚合成组织内服务模式、原子服务聚合成领域内服

务模式、领域内服务模式聚合成跨领域服务模式。

门户系统中将这３种服务模式的层次关系及彼此间
关系以图形化的形式进行了描绘，如图７所示。由
图７可以看到，通过采用不同的过滤策略，即可查看
整体层次关系、局部关系或者是特定领域或组织内

服务模式详情信息等。

图７　服务模式层次化展示实现结果
Ｆｉｇ．７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ｈｅ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ｄｉｓｐｌａｙｏｆｓｅｒｖｉｃ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１２１第１期 刘钰霄，等：大服务设计与运行平台门户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２．３　用户权限管理功能的实现
用户权限管理包括２个功能，分别是：菜单管理

和角色权限管理。其中，菜单管理重点用于维护门户

系统的导航菜单树，角色权限管理则是针对每一种角

色，指定导航菜单树中的哪些节点对该角色可见，基

于此再为每个用户按需分配角色，从而达到控制不同

用户的操作权限的目的。实现结果如图８所示。

图８　角色权限管理及菜单管理功能实现结果

Ｆｉｇ．８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ｕｓｅｒ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 ｍｅｎｕ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３　结束语

通过对大服务设计与运行平台在“需求－服务”

匹配场景中作用的研究，使用软件设计方法，设计并

实现了针对性的门户系统。该系统对大服务平台中

的功能进行了整合，允许用户通过浏览器仅登录一

个系统就可以完成从个人需求到匹配服务模式、匹

配服务方案以及服务方案执行的整个流程。整个系

统操作简单，功能清晰，为用户的“需求－服务”匹配
操作提供了便利，并且系统本身也易于维护和扩展

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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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结束语

针对街道商铺的定时定点分类投放收运的政

策，多品类垃圾收运车辆同时收运能有效减少车辆

的收运距离，减少居民投放垃圾的次数，提高了垃圾

收运系统的收运效率，从而有效减少城市生活垃圾

收运的成本。本文通过对多品类生活垃圾同时分类

收运的收运模式，进行数学建模，设计改进的蚁群算

法进行求解。求解结果与数值分析表明，与传统的

单独收运模式相比，多隔间车辆收运多品类生活垃

圾，能有效降低城市生活垃圾收运成本；不同的垃圾

总量比例，影响到车辆舱室容量的比例，不同的车舱

容量比例对收运成本的影响较大。本研究为多品类

城市生活垃圾同时收运提供理论指导，决策者可以

基于不同的垃圾量使用不同的车舱容量比例，得到

相应的优化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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