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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首先阐明了企业应用集成的意义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 并由此引出了 EAI 解决方案 , 并对 MSMQ,

XML, Biztalk Server, COM 等相关技术给予了简要介绍 , 结合方案设计图重点阐述了如何综合以上技术去构建企

业应用集成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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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points out the purposes of Enterprise Application Integration( EAI) and the problems in EAI at first, and
then derives the solution to EAI discussed in the text. Later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interrelated technologies including MSMQ,
XML, Biztalk Server and COM. Finally with the graph the paper discusses how to design the solution to ( EAI) using the tech-
nologies above- mentioned in 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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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什么要进行企业应用集成 ( EAI) ? 特别是被用来进行

企业运作的关键任务的应用程序 , 代表着已证明的功能块 , 它

们能否正常运转 , 关系着组织的业务能否正常开展。它们代表

着订购供应、生产进度的制定、客户订单的执行以及公司财务

的协调。

这些业务应用程序在许多公司内部是各自独立作用的。

但是实际上这些业务过程很少是单独发生的 , 因此就需要人工

进行集成。例如 , 业务部用自己的系统打印出订单 , 然后交到

产品部 , 产品部再将订单内容录入产品部软件系统。这势必会

对组织的最终产品或服务造成时间的延迟与费用的增加。因

此任何能够用自动化信息处理取代人工集成的做法 , 都会加快

公司的运作并减少开销 ,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从工业革命时代进

入互联网时代。

从更高的角度看这个问题, 其实公司本身就是整个过程的

步骤。几乎没有哪个公司去做从原料到成品之间的每一步工

作。公司在业务关系网络中运作 , 一个公司为其他公司提供他

们所需要的东西。对于单个组织内的处理 , 公司多数通过人工

过程交互。但是 , 如果一个公司内部的库存应用程序能够直接

利用一个可信任的供应商的订单输入系统下订单的话 , 整个进

程就可以进行流水作业了。本质上 , 这就是在公司间实现的

EAI, 也常常被称为电子商务( B2B) 。

由此可见 ,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益成熟 , 企业应用集成势

在必行。但企业应用集成在具体的实施中面临着很多问题 : ①

要保持原有各应用程序的独立性 , 不能影响业务的正常运转 ,

因此对原有应用程序的修改要尽量少 ; ②由于历史原因 , 原有

各系统的开发工具和数据格式可能千差万别 ; ③如网络风险问

题等。本方案旨在解决以上问题 , 建立一个基于 Windows 平台

的企业应用集成的通用性的架构。本方案涉及到以下主要技

术及工具 : MSMQ, XML, Biztalk Server, COM。

2  MSMQ 简介

从概念上讲 , 消息队列是用来建立分布系统的一种简单模

型。应用程序创建一个消息并把它送到消息队列中。而另一

个应用程序从该消息队列中读入该消息 , 然后读入该消息的应

用程序可以把一个消息发送到另一个消息队列。该消息队列

可以由最初消息的发送者来读取 , 也可以由其他应用程序来读

取。消息队列是异步的 , 一旦某个消息放入了消息队列 , 发送

该消息的应用程序就可以转去做其他的工作 , 而不必等待其他

应用程序来读取该消息。消息队列还允许脱机工作, 也就是说

即使某个应用程序还没有接入网络时, 也可以发送消息 , 一旦

该应用程序重建了网络连接, 该消息就可以进入消息队列。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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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队列是十分可靠的技术 , 可以把消息队列存储在永久存储器

中, 在系统崩溃后恢复运行时 , 可以重建有关的队列操作。

图 1 是消息机制的示意结构。

图 1 消息机制示意图

3 XML 简介

XML(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中文可以译成可扩展标

记语言。在 Web 和 Internet 日益发达的今天 , 人们对互联网的

依赖也越来越深。不同的操作平台 , 不同的应用系统 , 甚至不

同企业间的数据互通 , 都需要一个共同的数据格式定义 , XML

的出现可以解决这一切的问题。XML 提供了一套跨平台、跨

网络、跨程序语言的数据描述方式, 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针对

自己的需求定义所要的文件格式 , 并且以 XML 文件当作数据

交换的标准格式。所以在目前以及将来 , XML 将在 Web 中扮

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单纯的 XML 只是一个可以自由定义文件格式的语言 , 但

是与 XML 相关的技术和标准却很多 , 这些 XML 相关技术和标

准与 XML 构成完整的 XML 架构。新一代分布式应用 , 企业整

合, 或是各种 B- to- C 和 B- to- B 电子商务 , 甚至是网络服务 , 都

将是以 XML 为基础的数据格式, 再搭配支持 XML 的各种标准

与相关技术来完成。

4  Bizta lk S e rve r 简介

Microsoft Biztalk Server 是 Microsoft 公司 . NET 企业服务器

产品之一 , 它使开发者、专业 IT 工作者和商业分析家非常轻松

地在 Internet 建立一个跨平台、跨应用、跨企业的动态业务过

程。. NET 框架是微软公司组件对象模型 ( Component Object

Model, COM) 的精华 , 将它们与松散连接计算的精华有机地结

合起来, 生成强大、高效的 Web 组件系统, 达到简化程序员的

管道操作。Biztalk 深入地集成了安全性, 引进了基于互联网的

操作系统 , 极大地改善了应用程序的可靠性和可扩展性。Biz-

talk Server 是 Microsoft 公司推出的数据与商业流程集成的服务

器, 旨在促进企业内部及企业之间电子商务流程的协作。它提

供了强大的基于 Web 的开发和运行环境 , 这个环境集成了企

业内部和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商务流程。Microsoft Biztalk Server

有助于组织快速建立并管理与其他组织的 Internet 关系。它使

得这些组织可以与其他任何伙伴组织自动交换文档 , 而无须考

虑转换要求和所使用的数据格式。这为企业之间集成商务流

程提供了一个经济的方法。

5  CO M 简介

COM 是 Microsoft 创建的一种二进制和网络标准 , 它允许

任意两个组件互相通信 , 而不管它们是在什么计算机上运行

( 只要计算机是相连的 ) , 不管各计算机运行的是什么操作系

统( 只要该操作系统支持 COM) , 也不管该组件是用什么语言

编写的。COM 组件对内部对象进行了很好的封装 , 组件与应

用程序或其他组件之间通过接口进行通信 ( 接口通常是一组

函数) 。在 Windows 系统平台上 , 一个 COM 组件可以是一个

DLL( Dynamic Linking Library, 动态链接库 ) 文件 , 也可以是一

个 EXE( 可执行程序) 文件。一个组件程序可以包含多个 COM

对象 , 并且每个 COM 对象可以实现多个接口。

6  企业应用集成解决方案

环境需求: Windows 2000 Server 或更高版本; SQL Server

2000, 这是安装 Biztalk Server 的需要 , 因为 Biztalk Server 本身

需要 SQL Server 2000 支持管理它的数据 ; Biztalk Server 2000 或

更高版本( 如 2002, 2003 等) ; 支持 COM 技术的开发语言 , 如

Visual Basic 6. 0, Visual C ++ 6. 0, Delphi 等。

本方案采用 MSMQ( 消息队列) 作为各应用程序的通信工

具 , 用 XML 标准作为消息定义的规范, 采用 Biztalk Server 作为

消息模板定义、转换及消息传递的服务器。MSMQ 技术帮助我

们规避了网络风险 , 保证在网络暂时不通的情况下 , 各子系统

还可以继续运转。XML 技术解决了各子系统不同的数据格式

问题。而 Biztalk Server 增强了系统的稳定性并减少了我们对

原有应用程序的修改工作。

假设某企业现有 A 系统与 B 系统两个部门系统 , 现在我

们采用本方案对两个系统进行集成。首先 , 给出方案架构图 ,

如图 2 所示。

图 2 方案架构图

下面我们结合图 2 对方案设计进行说明。整个框图分为

三部分 : A 系统( 集成后 ) 、B 系统 ( 集成后 ) 、Biztalk 数据交换

平台。我们先看改造后的 A 系统。图 2 中包括了原有 A 应用

系统及原有 A 应用系统数据库。另外 , 增加了 MSMQ 服务器。

MSMQ 服务器是 Windows 2000 Server 自带的附属产品 , 如果当

前没有安装 , 可通过控制面板→添加或删除程序→添加或删除

Windows 组件 , 从 Windows 2000 安装盘中安装。在 MSMQ 服

务器中 , 我们可以看到有 MSMQ 发送队列和 MSMQ 接收队列。

当通过消息队列向网络中的其他计算机发送消息时 , 消息首先

将到达本机器的发送队列中 , 然后再到达目标机器的接收队

列。如果消息正常到达目的地 , 则本机器的发送队列清空 ; 否

则如果网络不通 , 不能到达目的地 , 消息会一直存储在本机器

的发送队列中。此时 , MSMQ 服务器会检测网络的情况 , 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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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网络畅通时 , 它会将发送队列的消息取出 , 发送到对方机

器的接收队列。如果发送成功 , 清除自己的发送队列中相应消

息, 整个发送过程结束。可见 , 在发送消息的过程中 , MSMQ 服

务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协调发送队列和接收队列, 保证整

个工作的圆满完成。除了 MSMQ 服务器, 还有 MSMQ 发送器

和 MSMQ 触发器。如果熟悉 UML, 通过框图符号就可以知道

这是两个 COM 组件。MSMQ 发送器是一个启动 MSMQ 服务 ,

向消息队列发送消息的功能模块。它指定接收队列的地址

( 消息队列的地址由 IP 地址或机器名及队列名确定 ) , 与

MSMQ服务器一起 , 完成整个消息传递的过程。原有的应用系

统, 将在合适的时机调用 MSMQ 发送器, 向其他系统发送消

息。MSMQ 触发器同样是一个 COM 组件 , 当指定的接收队列

有消息到达时 , MSMQ 触发器被触发 , 完成赋予它的任务。通

常, 它的任务之一就是将接收到的消息处理成自己需要的数据

写入自己的数据库。至此, 关于 A 系统( 集成后) 的部分说明

完毕。至于图 2 右边的 B 系统, 情况完全一样。

Biztalk 交换平台部分 : 图 2 中的左右两边各有一个 MSMQ

服务器 , 用来与 A, B 两个子系统进行通信。关于 MSMQ 服务

器前面我们在对 A 系统( 集成后) 阐述时已经进行了介绍。这

里我们重点说明框图中的中间部分 , 即 Biztalk 服务器。Biztalk

的接收功能通常通过接收函数 ( Receive Function) 来实现。接

收函数需要在 Biztalk 中配置, 配置时需要指定接收队列的地

址及通道的名称。Biztalk 的最大特点就是用简单的配置代替

编程。通道由三个部分组成 : 模板一→映射→模板二。模板一

和模板二分别是 A, B 两个子系统的模板。模板是一个 XML

文档, 它定义了消息的规范。通常为了方便 , 我们可以按照子

系统的数据库结构定义模板。模板定义以后 , 各子系统发送的

消息格式必须要遵守模板的规范。这样各子系统只需按照自

己系统的特点定义自己的模板, 而不用花费精力去研究对方的

数据库结构( 而且 , 一般各子系统的数据库结构也不愿意向别

人公开) 。不同模板之间的转换交给 Biztalk 服务器完成 ( 同

样, 模板映射需要在 Biztalk 中配置完成 ) 。发送功能是通过在

Biztalk 中配置一个消息端口来实现的, 消息端口与通道相连

接, 同时要指定接收消息队列的地址。Biztalk 服务器的整个活

动过程是这样的 : 当有消息到达时, 接收函数取走消息并传递

到通道 , 通道首先检查消息的格式 , 是否与模板一符合, 如不符

合停止传递 , 并将错误信息写入错误日志 , 将消息放入 Biztalk

的悬挂队列( Suspended Queue) ; 如符合 , 将消息的格式由模板

一的格式转换为模板二的格式, 然后再将转换后的消息发送到

另一系统的消息队列中。

下面我们以 A 系统向 B 系统发送消息为例说明整个过

程。原有 A 应用系统调用 MSMQ 发送器按照事先定义好的模

板格式发送消息( 消息为一个 XML 格式的字符串) , 消息到达

Biztalk 数据交换平台的消息队列。接收函数接收消息并将消

息传递到通道 ( Channel) 。通道根据模板检验消息的数据格

式, 然后对消息进行模板转换 , 并将转换后的消息发送到 B 系

统的接收队列。此时 , B 系统的 MSMQ 触发器被触发 , 触发器

程序执行解析消息、入库及其他业务逻辑处理等操作 , 并决定

是否要向 A 系统回复消息。同样 , B 系统向 A 系统发送消息

的过程类似 , 在此不再赘述。

限于篇幅 , 我们只进行了两个系统的集成。对于更多

系统的集成 , 也只是量上的差别 , 如在图 2 中再重复一个 C

系统 ( 集成后 ) 或 D 系统( 集成后 ) 。无论增加多少 , 原理都

是一样的。当然 , 在具体实施中 , 还有很多技术问题, 读者

可参考后面列出的参考文献, 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掌握相关

技术细节。

7  结论

通过上面的讨论不难看出 , 应用本方案构建企业应用集成

( EAI) , 不需要对原应用程序进行多少修改就可以做到无缝集

成 , 而且可以解决在企业应用集成中遇到的大部分问题。本方

案聚集了 MSMQ, XML, Biztalk Server, COM 等当前先进技术 ,

在 EAI 中 , 每一项关键技术都充分展现出了它的魅力 , 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当然 , 在具体实施中 , 上述技术也并非缺一不

可 , 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设计方案进行适当修改。比如 ,

当在 Internet 上进行 B2B 集成时 , 我们可用 HTTP 传输取代

MSMQ 传输。再如 , 对于企业内部集成 , 当需要集成的系统彼

此熟知对方的数据结构同时又无保密性可言时 , 可以不用 Biz-

talk Server。但是 , 通常情况下 , 集成本文提到的各项技术设计

出的方案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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