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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快速构建领域应用系统的业务过程模型研究 倡

杜栓柱， 池成忠， 赵会娟
（太原理工大学， 太原 ０３００２４）

摘　要： 针对基于业务基础平台快速构建领域应用系统，建立了业务过程模型 ＢＰＭ４ＤＢ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ｌｏｇｉｃ）。 模型中包括活动和规则元素，可以描述领域应用中宏观实体和微观知识结构；给出
了模型中元素的构建步骤和原则，并定义了模型向 ＸＰＤＬ（ＸＭ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和 ＢＰＥＬ４ＷＳ（ｂｕｓｓｉｎｅｓ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ｆｏｒ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的映射规则，从而支持领域应用系统的快速构建。 最后给出了一个具
体的应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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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Ａｉｍｉｎｇ ａｔ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ＢＰＭ４ＤＢ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ｌｏｇｉｃ） ｗａｓ ｂｕｉｌｔ．ＢＰＭ４ＤＢＬ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ｒｕｌ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ｕｌｅ ｅｌｅ唱
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ｉｔ ｃｏｕｌｄ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 ｍａｃｒｏ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 ｄｏｍａｉ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ｆｔｅｒ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ｅｐ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ＢＰＭ４ＤＢＬ ｗｅｒｅ ｇｉｖ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ｒｕ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ＢＰＭ４ＤＢＬ ｔｏ ＸＰＤＬ（ＸＭ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ＢＰＥＬ４Ｗ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ｆｏｒ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ｗｅｒｅ ｄｅｆｉｎｅｄ．Ｆｉｎａｌｌｙ，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ｗａ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Key words：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 ｄｏｍａｉ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0　引言
在动态多变的市场环境中，如何在成本和质量指标约束下

快速构建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的应用系统，是当前领域应用系
统开发中面临的挑战。 业务基础平台［１，２］一方面提供可直接

适用于不同领域应用系统的基础模块，如组织结构管理、日志
管理和安全管理模块，以及与中间件和数据库的连接模块；另
一方面提供了业务过程模型驱动的领域应用系统开发框架，从
而可以提高系统的开发效率及适应用户需求的动态变化。 因
此，业务基础平台的研究目前得到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广泛重
视。 本文研究如何构建适应领域应用基础平台中的业务过程
模型。

目前研究者已经建立了各种业务过程模型，而每种模型一
般具有特定的适用范围。 文献［３，４］通过总结近 ２０ 年的业务
过程模型研究，根据构建目标将其分为三类：应用于业务过程
的一般性描述，如甘特图和 ＩＤＥＦ３ 模型；应用于业务过程重
组，如流程图和 ＩＤＥＦ０ 模型；应用于软件系统开发和执行，如
工作流、ＯＭＴ和着色 Ｐｅｔｒｉ网模型。 本文所研究的业务过程模
型属于第三类。 业务基础平台中业务过程模型需要适应两类
领域应用的动态性变化：ａ）业务功能的动态性，即业务应用中
领域知识或领域逻辑的变化；ｂ）业务结构的动态性，即业务应
用中任务的数目或执行顺序等发生变化。 因此，如何在统一的

模型框架下反映上述两类动态性，成为支持业务基础平台中业
务过程模型的关键［５，６］ 。
本文在给出业务基础平台概念的基础上，定义了支持领域

应用系统快速构造的业务过程模型 ＢＰＭ４ＤＢＬ。
1　领域应用系统的快速构造

本文中领域应用系统主要面向业务密集型领域，如金融、
保险、通信和电子政务等业务系统。 一般来说，该类系统的业
务层具有复杂多变的业务逻辑，技术层架构于数据库和中间件
平台之上；同时，业务层表现为领域相关的业务实体，技术层表
现为数据结构和函数等程序对象。 因此，业务层和技术层之间
的语义“鸿沟”以及技术层实现的复杂性使技术人员很难快速
构造领域应用系统。 业务基础平台试图缩小这种“鸿沟”以及
降低技术层开发的复杂度，它用业务过程模型表示业务逻辑，
通过业务过程引擎实现模型执行的自动化，并且封装引擎与中
间件、数据库和操作系统的基础设施接口模块，从而屏蔽技术
层的实现细节。 本文将业务过程引擎及各个公共接口模块统
称为业务过程执行环境。
图 １（ａ）为业务基础平台在软件系统中的位置［２］ ；（ｂ）为

业务基础平台的结构。 包括业务基础平台的软件系统结构从
底向上依次分为四层，即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和业务基础
平台。 其中：业务过程模型既是面向不同的领域应用、领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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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可理解的业务逻辑表示，又是系统开发技术人员可以通过业
务过程执行环境驱动的可执行程序对象。 业务过程模型一方
面适应不同领域应用背景；另一方面又通过业务过程执行环境
屏蔽了执行中的技术细节，从而在业务逻辑的可变性和技术的
标准性之间获得恰当的平衡，由此提高开发效率。

基于业务基础平台的系统构建采用业务过程模型驱动的

开发方法：领域专家和软件开发技术人员首先构造 ＢＰＭ４ＤＢＬ
模型，同时针对具体的领域应用需求设计特定的业务功能模
块；技术人员在业务过程执行环境中对 ＢＰＭ４ＤＢＬ 模型进行调
试，获得正确、合理的模型，同时实现特定的业务功能模块；最
后对 ＢＰＭ４ＤＢＬ 模型和业务功能模块集成测试，获得可靠的应
用系统。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业务基础平台的成熟，针对不同
领域应用需要订制的业务功能模块会逐渐减少，而公共模块则
会逐渐扩充。 由此可见，基于业务基础平台的系统构造只需要
建立 ＢＰＭ４ＤＢＬ 模型和订制少量的业务功能模块，并且通过
ＢＰＭ４ＤＢＬ 模型适应业务逻辑的变化。 ＢＰＭ４ＤＢＬ 模型因此成
为业务基础平台成败的关键。

2　BPM4DBL 模型

一般来说，业务过程是活动的有序集合，通过活动之间结
构化的逻辑偏序和依赖关系实现企业或组织的预定目标。 由
于本文着眼于业务密集型领域，为了适应领域应用基础平台业
务过程的动态性，ＢＰＭ４ＤＢＬ 模型应该具有下述特点：ａ）可以
从微观层面描述领域知识或领域逻辑的内容，如政策和法规约
束等，即领域应用是做什么（ｗｈａｔ）的；ｂ）可以从宏观层面描述
领域应用中各个实体之间的关系，如前驱和后继等依赖，即领
域应用是如何做（ｈｏｗ）的。 同时从应用层来说，ＢＰＭ４ＤＢＬ 模
型需要便于领域专家和开发技术人员的定义，从技术层来说
ＢＰＭ４ＤＢＬ 模型需要支持分布式计算环境的动态执行。

2畅1　BPM4DBL 概念模型

ＢＰＭ４ＤＢＬ中概念模型既需要表达微观层面的领域知识或
逻辑，又需要描述宏观层面实体之间的关系。 业务规则可以方
便地描述动态多变的领域知识或逻辑，但缺乏对业务实体结构
间关系的宏观表达，而业务实体结构间的关系则可以通过业务
实体语义来表达。 为方便描述及突出主题，下面的概念模型定
义中只给出了过程的基本属性，其他属性如活动的名称、相关
数据和活动的时间限制等则忽略。

定义 １　ＢＰＭ４ＤＢＬ 模型为四元组，ＢＰＭ４ＤＢＬ ＝｛ＡＳ，ＲＳ，
ＲｕｌｅＳ，ＥＳ｝。 其中：ＡＳ 为活动集；ＲＳ为活动间的结构关系集；
ＲｕｌｅＳ为规则集；ＥＳ为活动或规则的触发事件集。

上述定义中，ＡＳ表示模型的基本业务实体集，ＲｕｌｅＳ 表示
易变的领域知识或逻辑，同时，ＲｕｌｅＳ可以引用 ＡＳ中的元素。

定义 ２　活动集 ＡＳ＝｛ai ｜i∈N｝，ai 为集合中一项活动，N

为自然数集。
在 ai 中活动类型包括递阶型和一般型两种。 其中：递阶

型活动 a′是指活动是粗粒度的，可细分为一个完整的或部分
子 ＢＰＭ４ＤＢＬ模型；一般型活动 a″是指活动是细粒度的，不可
以再递阶。 另外，一般型活动中引入虚活动 aｖ，其不执行任何
操作，只用于构造复杂活动之间的结构关系。
定义 ３　递阶型活动 a′＝｛ＡＳ，ＲＳ，ＲｕｌｅＳ，ＥＳ｝∨｛ＡＳ，ＥＳ｝

∨｛ＲｕｌｅＳ，ＥＳ｝∨｛ＡＳ，ＲＳ，ＥＳ｝∨｛ＡＳ，ＲｕｌｅＳ，ＥＳ｝。 其中：｛ＡＳ，
ＥＳ｝、｛ＲｕｌｅＳ，ＥＳ｝、 ｛ＡＳ，ＲＳ，ＥＳ｝和 ｛ＡＳ，ＲｕｌｅＳ，ＥＳ｝分别是
ＢＰＭＤＳ的子结构。
定义 ４　一般型活动 a″＝｛ ｉｄ， ｓｔａｔｅ，ｔｙｐｅ， ｉｄａｔａ，ｏｄａｔａ，ｉｏ唱

ｅｘｐ，ｉｍｐ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ｒ｝。 其中：ｉｄ 为活动标志；ｔｙｐｅ 为活动类型，
分为 ａｕｔｏ／ｍａｎｕａｌ 和 ｅｍｐｔｙ／ｉｎｖｏｋｅ／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ｅｐｌｙ／ｕｓｅｒ 两个聚
类，分别用于表示企业内部和企业间活动；ｓｔａｔｅ为活动状态，
包括就绪、运行、取消、终止和完成；ｉｄａｔａ 和 ｏｄａｔａ 分别为输入
和输出数据变量或常量；ｉｏｅｘｐ为输入或输出数据变量的赋值
表达式；ｉｍｐｌ为活动的外部激活应用，属性包括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ｉｎ唱
ｔｅｒｆａｃ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ｒ为活动的执行者。

从定义 ３可以看出，递阶型活动可以只包括活动集和事件
集，如｛ＡＳ，ＥＳ｝和｛ＡＳ，ＲＳ，ＥＳ｝结构。 其前者结构 ＡＳ 集中为
单项活动，后者结构 ＡＳ集中活动为偏序关系；同时也可以只
包括规则集和事件集，如｛ＲｕｌｅＳ，ＥＳ｝结构。 另外，｛ＡＳ，ＲｕｌｅＳ，
ＥＳ｝结构 ＡＳ集中为单项活动。 从上述定义也可以看出，每一
个结构中都包括事件集 ＥＳ，子结构的每次迁入和迁出都由活
动的事件触发。 由定义 ３ 可知，虚活动 aｖ 中 ｔｙｐｅ、ｓｔａｔｅ、ｉｄａｔａ、
ｏｄａｔａ、ｉｏｒｕｌｅｓ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ｒ都为空。
定义 ５　活动结构关系集 ＲＳ＝｛ri ｜i∈N｝。 其中：r１ 和 r２ 、

r３ 和 r４ 、r５ 和 r６ 、r７ 和 r８ 分别为与分支／汇聚、或分支／汇聚、异
或分支／汇聚、顺序／循环关系；r９ 和 r１０为 K唱N分支／汇聚关系。

与分支／汇聚、或分支／汇聚、异或分支／汇聚、顺序／循环关
系的定义可参见文献［５］，它们称为活动之间的基本结构关
系；K唱N分支／汇聚结构关系通过引入虚活动可以表达相邻多
个活动之间复杂的依赖关系。 K唱N分支结构关系中，K指活动
的相邻后继分支活动中有 K 个活动之间是与关系，其余 N 个
分支中的活动与前述 K个活动之间是或关系。 K唱N汇聚结构
关系中，K指活动的前驱分支活动中有 K个活动之间是与的关
系，其余 N个分支中的活动与前述 K 个活动之间是或关系。
同时，对于活动的分支／汇聚结构关系中存在 K个活动之间的
异或结构关系，也归并为 K唱N分支／汇聚结构。
活动集合 ＡＳ描述了业务过程中的基本实体对象，ＲＳ描述

了相邻实体对象间的结构依赖关系。 对于 ＲＳ 中 r３ 、r４ 、r５ 、r６ 、
r８ 、r９ 和 r１０结构关系来说，其需要控制变迁的触发或变迁触发
的次序；同时，对于 ＡＳ中非相邻实体对象之间的约束依赖，或
者单个实体对象控制自身行为方面的约束，都需要通过规则集
中的规则进行描述。
定义 ６　规则集 ＲｕｌｅＳ＝｛ＳｔｒｕＲｕｌｅＳ∪ＡｃｔｉｏＲｕｌｅＳ｝。 其中：

ＳｔｒｕＲｕｌｅＳ为结构规则子集；ＡｃｔｉｏＲｕｌｅＳ 为行为规则子集；Ｓｔｒｕ唱
Ｒｕｌｅ、ＡｃｔｉｏＲｕｌｅ分别表示集合中的结构规则和行为规则。

结构规则描述 r３ 、r４、r５ 、r６ 、r８ 、r９ 和 r１０中变迁触发控制条
件，以及 ＡＳ中非相邻实体对象之间的约束依赖关系，如规则
“ai 的输出值大于 ０”表示变迁触发控制条件；行为规则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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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单项活动中内部行为或外部资源的约束，如规则“ai 的执行

成员是其所属业务过程启动成员的直接负责人”。
定义 ７　结构规则 ＳｔｒｕＲｕｌｅ ＝｛ ｔｅｒｍ，ｆａｃｔ｝。 其中：ｔｅｒｍ 为

术语集；ｆａｃｔ为事实集。
术语是业务过程中的基本实体对象、对象属性以及业务过

程资源和外部引用的特定表达，如“ai”和“ai 的名称”为术语；
事实表示术语之间的关系，即 ｆａｃｔ ＝｛Ｒｌ（ ｔｅｒｍ）｝，Ｒｌ 为术语之
间的关系符号，其中基本关系包括比较、成员、属性、参与和继
承关系，如“aj 的输入数据是 ai 的输出数据”为参与关系。 另
外，根据具体的领域应用可以扩展术语之间的关系。

定义８　行为规则 ＡｃｔｉｏＲｕｌｅ＝｛ＲｕｌｅＷｏｒｄ（ＳｔｒｕＲｕｌｅ）｝。 其
中 ＲｕｌｅＷｏｒｄ为规则词，基本的规则词包括如果－那么、必须、
允许和禁止。

从定义 ７可以看出，行为规则通过规则词和结构规则构
建，但其作用对象是 ＡＳ 中单项活动。 行为规则分为条件、一
致性和权属规则。 条件规则定义给定条件下某种结果，规则词
为如果－那么；一致性规则为永真断言，规则词为必须；权属规
则定义某主体是否有某行为的权利，又可分为授权规则和禁止
规则，授权规则定义主体有权（或被允许）进行某行为，规则词
是允许；禁止规则定义主体无权（不允许）进行某行为，规则词
是禁止。

定义 ９　事件集 ＥＳ＝｛ｅｖｅｎｔi ｜i∈N｝。 其中：ｅｖｅｎｔ i 为集合
中单项事件。

定义 １０　 事件 ｅｖｅｎｔ ＝｛ ｉｄ，ｔｙｐｅ，ｔｒ，ａｒ｝。 其中：ｉｄ 为事件
标志；ｔｙｐｅ为事件类型，包括开始、结束和内部；ｔｒ 为各类事件
的触发点。 其中：开始事件触发点包括时间和消息；结束事件
触发点包括消息、终止和异常；内部事件触发点包括时间、消息
和异常；ａｒ为触发点的属性。 其中：时间触发点属性包括日期
和循环周期：消息触发点属性包括实现名称；错误触发点属性
包括错误代码名称；终止事件点表示过程的所有实例结束，属
性为空。

开始和结束类型的事件一般针对过程层，即每一过程的启
动和终止由开始和结束事件表示；内部类型的事件针对具体活
动或规则，即活动的状态变迁由相应事件点触发。 业务过程执
行时，开始事件首先触发流程执行，活动或规则的驱动由事件
触发，同时在活动或规则中可以引入相对或绝对时间约束，时
间约束的边界则作为时间事件的触发点。 需要指出的是，此处
规则的时间约束是指规则或规则集作为整体而被启动或执行

的时间边界，而非规则内部与时间相关的内容。 ＥＳ 为活动和
规则的触发事件集，事件触发引起活动或规则状态的变化，同
时，活动或规则执行又触发 ＥＳ 中相应的事件，如此往复直至
业务过程执行结束。

在 ＢＰＭ４ＤＢＬ模型中活动集 ＡＳ、活动间结构关系集 ＲＳ、规
则集 ＲｕｌｅＳ和事件集 ＥＳ四类元素中，ＡＳ和 ＲｕｌｅＳ是 ＢＰＭ４ＤＢＬ
模型的实体构成元素。 其中：ＡＳ反映了领域应用中的基本实
体对象；ＲｕｌｅＳ反映了实体对象或实体对象间的业务逻辑。 ＲＳ
和 ＥＳ是 ＢＰＭ４ＤＢＬ 模型的连接元素。 其中：ＲＳ描述了领域应
用中相邻活动之间结构上的控制依赖；ＥＳ 则定义了 ＡＳ 和
ＲｕｌｅＳ、ＲｕｌｅＳ和 ＲＳ相互连接的方式。 在建立 ＢＰＭ４ＤＢＬ 模型
时，如何根据具体的领域应用合理定义上述四类元素是构造
ＢＰＭ４ＤＢＬ 模型的关键。

2畅2　BPM4DBL概念模型中基本元素构建方法

ＢＰＭ４ＤＢＬ概念模型中基本元素的构建遵循自顶向下、逐
步细化的原则，步骤如下：ａ）识别领域应用中的顶层活动集。
该集合中活动一般为递阶型，不包括虚活动。 对顶层活动集中
递阶型活动进行分解，直至其所有子活动均为原子活动为止，
由此得到聚合程度不同的多层次活动集。 ｂ）建立各层活动集
中活动之间结构上的控制依赖，即确定每一活动的前驱和后继
活动，建立邻接和非邻接活动之间的结构规则，并可加入虚活
动来满足复杂的结构约束；针对活动集中每项活动分析其内部
行为或外部资源约束，构建活动的行为规则。 ｃ）对于每项活
动和规则确定事件触发点，并且通过时间约束设定其时间触发
事件点。

ＢＰＭ４ＤＢＬ概念模型中的活动和规则对象分别是从整体和
局部对领域应用的描述，体现了关注点分离原则。 恰当的关注
点则是模型保持动态性并且适应业务基础平台的关键。 模型
构建时应遵循以下准则：

ａ）粒度适中准则。 对企业内部的领域应用来说，活动分
解为由单个组织、角色或成员负责执行的粒度，而组织内部成
员或角色之间的协作方式由规则来定义；对于企业之间的领域
应用来说，活动一般以企业对外暴露的单项功能操作为粒度
大小。

ｂ）优先级准则。 当通过活动粒度的进一步分解或者大粒
度活动和规则结合均可以描述领域应用时，优先取后者；当通
过引入新活动或增加新规则均可以描述领域应用时，优先取
后者。

ｃ）冲突准则。 规则加入前，需要检测其与活动结构之间
是否存在冲突，存在冲突的规则不被加入到规则集中。 活动集
中活动的名称、属性和数量修改时，需要检测其与规则集中的
规则是否存在冲突，存在冲突的规则应被维护。

ｄ）一致性准则。 结构规则应与活动间的结构关系相一
致，活动间结构变迁应该关联于恰当的结构规则。
根据上述构建过程和准则，可以确定领域应用的ＢＰＭ４唱

ＤＢＬ 概念模型中的基本元素。 然而，业务基础平台中业务过
程引擎需要通过驱动可执行的业务过程语言来得到过程的自

动执行。 同时为了支持引擎之间的互操作，执行层的语言应该
遵循一致的标准。 因此 ＢＰＭ４ＤＢＬ 概念模型需要映射到标准
的可执行语言。

2畅3　 BPM4DBL执行层语言

工作流管理联盟制定的 ＸＰＤＬ［７］ 和 ＩＢＭ 等制定的
ＢＰＥＬ４ＷＳ［８］分别是面向企业内部和企业间应用事实上的业务

过程标准执行语言，得到了研究界和工业界的广泛支持，同时，
这两类语言的重点在于领域应用中宏观层面业务实体结构间

关系的描述，而未显式给出微观层面领域知识或逻辑的表示。
为此，通过对 ＸＰＤＬ和 ＢＰＥＬ４Ｗ进行扩展，本文将其分别作为
ＢＰＭ４ＤＢＬ 面向企业内部和企业间应用的执行层语言。 下面给
出 ＸＰＤＬ和 ＢＰＥＬ４Ｗ的扩展方式及具体映射规则。
2畅3畅1　ＢＰＭ4ＤＢＬ 面向企业内部应用的执行语言

ＸＰＤＬ的基本语义元素包括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和 ｄａｔａＦｉｅｌｄ
等，并且定义了各个元素的属性；同时各个基本元素提供了属
性扩展机制。 由此可以在不改变 ＸＰＤＬ 语义情况下，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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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ＰＭ４ＤＢＬ 中规则语义。
ＢＰＭ４ＤＢＬ与ＸＰＤＬ之间映射的方法是：根据 ＢＰＭ４ＤＢＬ 概

念模型中的基本元素，分析 ＸＰＤＬ 的语义相近元素，对语义相
近元素进行映射；若 ＢＰＭ４ＤＢＬ中的元素在 ＸＰＤＬ中不存在相
近语义元素，则将其映射到 ＸＰＤＬ中基本元素的扩展属性或进
行语义转换。 表 １为具体映射规则。

表 １　ＢＰＭ４ＤＢＬ 与 ＸＰＤＬ 的映射规则
ＢＰＭ４ＤＢＬ 元素 所映射的 ＸＰＤＬ 中元素

a″ a″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语义相近，但存在差异，两者不能进行直接映射，但
其中属性值或元素的状态可以进行如下的映射

a″．ｓｔａｔｅ
映射为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ＸＰＤＬ 中未显式给出状态概念，若将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理
解为活动的当前状态，则 a″中每一不同状态对应于 ＸＰＤＬ 中惟
一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a″．ｔｙｐｅ 映射为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中的 ｓｔａｒｔＭｏｄｅ 和 ｆｉｎｉｓｈＭｏｄｅ，值为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或
ｍａｎｕａｌ

a″．ｉｄａｔａ
a″．ｏｄａｔａ 映射为 ｄａｔａＦｉｅｌｄ，其 ｄａｔａＴｙｐｅ 由 a″．ｏｄａｔａ、a″．ｏｄａｔａ 的类型确定

a″．ｉｏｅｘｐ
映射为 ｄａｔａＦｉｅｌｄ 中的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其中：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中可以引用
a″．ｉｄａｔａ 和 a″．ｏｄａｔａ，并且根据其表达式确定 Ｓｃｒｉｐｔ 元素的 Ｔｙｐｅ
为 Ｊａｖａ、Ｊａｖａ Ｓｃｒｉｐｔ 或 Ｐｙｔｈｏｎ 等

a″．ｉｍｐｌ 属性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映射为 Ｆｏｒｍ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属性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映射为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属性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 不作映射

a″．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ｒ
映射为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中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ｒ。 其中：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中可以引用
a″．ｉｄａｔａ 和 a″．ｏｄａｔａ，并且根据其表达式确定 Ｓｃｒｉｐｔ 元素的 Ｔｙｐｅ
为 Ｊａｖａ、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 或 Ｐｙｔｈｏｎ 等

r１、r２、
r５、r６

映射为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其中：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属性元素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和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设置为空；另外，还需要设置各结构关系
中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的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值。 其中：r１ 和 r５ 的值为 ｓｐｌｉｔ；
r２ 和 r６ 的值为 ｊｏｉｎ。 同时，r１ 和 r５ 中 ｓｐｌｉｔ 元素、r２ 和 r６ 中 ｊｏｉｎ
元素的 ｔｙｐｅ 属性分别设置为 ＡＮＤ 和 ＸＯＲ

r３、r４、
r７、r８

映射为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其中：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属性元素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非空，其值
由结构规则确定（见下文）；另外，需要设置结构关系中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的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值。 其中：r３ 和 r７ 的值为 ｓｐｌｉｔ；r４ 和 r８ 的
值为 ｊｏｉｎ，并且 ｓｐｌｉｔ 和 ｊｏｉｎ 元素的 ｔｙｐｅ 属性都为 ＸＯＲ

ＳｔｒｕＲｕｌｅＳ
ＳｔｒｕＲｕｌｅＳ 中 ｔｅｒｍ 类型为比较关系的规则映射为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中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其余类型的规则映射为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的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其中：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是 ｔｅｒｍ 直接引用或者是属性相关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ｃｔｉｏＲｕｌｅ 映射为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的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其中：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是 ＳｔｒｕＲｕｌｅＳ
中 ｔｅｒｍ 的直接引用或者是属性相关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ｅｖｅｎｔ
映射为 ｄｅａｄｌｉｎｅ。 ＸＰＤＬＳｃｈｅｍａ 中未包括显式的 ｅｖｅｎｔ 语义，但
通过定义活动和规则的各个事件点变量，以及由事件点变量设
置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中 ｄｅａｄｌｉｎｅ 的 ｄｅａｄｌｉｎ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可以通过 ｄｅａｄｌｉｎｅ 模
拟活动和规则的事件

　　通过上述映射规则，可以将 ＢＰＭ４ＤＢＬ 中基本元素映射为
ＸＰＤＬ中元素或其扩展属性。 对于 ＢＰＭ４ＤＢＬ 中复合元素 a′，
首先将其映射为 ＸＰＤＬ 中的 ｂｌｏｃｋＡｃｔｉｖｉｔｙ；其次递归分解 a′至
基本元素；然后由上述映射规则得到 ｂｌｏｃｋ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中各个元
素。 ＢＰＭ４ＤＢＬ 映射后可以得到 ＸＰＤＬ 的基本元素，但映射后
ＸＰＤＬ中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Ｈｅａｄｅｒ、ｒｅｄｅｆｉｎａｂｌｅＨｅａｄｅｒ 和 ｖｅｒｓｉｏｎ 等描述
性属性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单独设定或者保持为空。
2畅3畅2　ＢＰＭ4ＤＢＬ面向企业间应用的业务过程执行语言

ＢＰＥＬ４ＷＳ描述了多个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的复合方法，可以表达
顺序、并行、同步和异步复合形式，包括 ｅｍｐｔｙ、ｉｎｖｏｋｅ、ｒｅｃｅｉｖｅ、
ｒｅｐｌｙ基本活动元素，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ｗｉｔｃｈ、ｗｈｉｌｅ、ｐｉｃｋ和 ｆｌｏｗ结构活
动元素以及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ｅｔｓ等上下文元素。

ＢＰＭ４ＤＢＬ 的规则元素与 ＢＰＥＬ４ＷＳ中元素映射分为两种
方法：ａ）将 ＢＰＭ４ＤＢＬ 中规则映射为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并且定义
ｍｅｓｓａｇｅ、ｐｏｒｔＴｙｐｅ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等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属性；ｂ）在新命名
空间中建立规则中各元素和属性的表达式，并且在 ＢＰＥＬ４ＷＳ
中通过扩展类型 ｅｘｔｅｎｓｉｂｌｅＥｌｅｍｅｎｔ 引用。 第一种方法不引入

新命名空间及其元素，简化了两者之间的映射，能以较大的粒
度描述 ＢＰＭ４ＤＢＬ中的规则；第二种方法便于通过建立适合规
则元素和属性的表达式更加精细地刻画 ＢＰＭ４ＤＢＬ中的规则，
同时也增加了 ＢＰＥＬ４ＷＳ模型的复杂度。 另外，两种方法对业
务过程执行环境也有不同的要求。 本文采用第一种方法。 表
２给出了 ＢＰＭ４ＤＢＬ中元素与 ＢＰＥＬ４ＷＳ元素的映射规则。

表 ２　ＢＰＭ４ＤＢＬ 与 ＢＰＥＬ４ＷＳ 的映射规则
ＢＰＭ４ＤＢＬ 元素 所映射的 ＢＰＥＬ４ＷＳ 中元素

a″ 根据 a″．ｔｙｐｅ 映射为不同的基本活动，具体内容见下文

a″．ｔｙｐｅ ＝ｅｍｐｔｙ／
ｉｎｖｏｋ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ｒｅｐｌｙ／Ｕｓｅｒ

分别映射为 ｅｍｐｔｙ／ｉｎｖｏｋｅ／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ｅｐｌｙ／基本活动；各类型基本
活动中 ｉｄａｔａ／ｏｄａｔａ 属性分别映射为上述基本活动的 ｉｎｐｕｔＶａｒｉ唱
ａｂｌｅ／ｏｕｔｐｕ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属性；各类型活动 ｉｍｐｌ 中的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 属
性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分别映射为 ｐａｒｔｅｒｎｅｒＬｉｎｋ／ｐｏｒｔ唱
Ｔｙｐ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元素；活动属性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ｒ／ｉｏｅｘｐ 不进行映射

a″．ｓｔａｔｅ
不进行映射。 ＢＰＥＬ４ＷＳ 中单个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 没有状态概念，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 的异常或错误通过枙 ｆａｕｌｔｈａｎｄｌｅｒｓ枛 枙 ／ｆａｕｌｔｈａｎｄｌｅｒｓ枛
描述

r１、r２、r３、r４、
r５、r６、r７ 和 r８

映射为结构化活动枙 ｆｌｏｗ枛枙 ｌｉｎｋｓ枛 枙 ｌｉｎｋ枛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枙 ／ｌｉｎｋ枛 枙 ／ｌｉｎｋｓ枛
枙 ／ｆｌｏｗ枛。 其中：枙 ｌｉｎｋ枛定义了各分支结构中变迁的名称；ａｃｔｉｖｉ唱
ｔｙ 定义了与各变迁关联的基本活动或块活动，它们并行或者顺
序执行。 以 r３、r５ 和 r７ 关系中变迁为起点的基本活动或块活动
需要定义变迁条件，即枙 ｓｏｕｒｃｅ ｌｉｎｋＮａｍｅ ＝＂ｎｃｎａｍｅｓ＂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唱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ｂｏｏｌ唱ｅｘｐｒ＂？枛。 其中：ｌｉｎｋＮａｍｅ 为变迁名；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唱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为变迁条件。 以 r４、r６ 和 r８ 中变迁为终点的基本活动
或块活动需要定义汇聚条件，即枙 ｊｏｉ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ｂｏｏｌ唱ｅｘｐｒ＂？枛
Ｂｏｏｌ唱ｅｘｐｒ 具体定义见下文

ＳｔｒｕＲｕｌｅ
ＳｔｒｕＲｕｌｅ 中 ｔｅｒｍ 类型为比较关系的规则映射为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唱
ｔｉｏｎ 或 ｊｏｉ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中的 ｂｏｏｌ唱ｅｘｐｒ，其余类型的规则映射见 Ａｃ唱
ｔｉｏＲｕｌｅ

ＡｃｔｉｏＲｕｌｅ

映射为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 定义中的各个属性，包括枙ｍｅｓｓａｇｅ枛、枙 ｐｏｒｔ唱
Ｔｙｐｅ枛和枙ｐｌｎｋ：ｐａｒｔｎｅｒＬｉｎｋＴｙｐｅ枛。 其中 ｔｅｒｍ 类型映射为枙ｍｅｓ唱
ｓａｇｅ枛枙ｐａｒｔ枛 枙 ／ｍｅｓｓａｇｅ枛。 ｐａｒｔ 中 ｎａｍｅ 为 Ｔｅｒｍ 术语名， ｔｙｐｅ 为
ｔｅｒｍ 的类型；规则词映射为 枙 ｐｏｒｔＴｙｐｅ枛 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枛 枙 ｉｎｐｕｔ／枛
枙 ｏｕｔｐｕｔ／枛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枛 枙 ／ｐｏｒｔＴｙｐｅ枛。 其中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中 ｎａｍｅ 名
为规则词名，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为上述 ｍｅｓｓａｇｅ；另外，a′中定义的与
活动之间关系映射为 ｐｌｎｋ：ｐａｒｔｎｅｒＬｉｎｋＴｙｐｅ

ｅｖｅｎｔ
开始事件映射为枙 ｒｅｃｅｉｖｅ枛基本活动；结束事件的消息、终止、错
误、补偿和空事件触发点分别映射为 枙 ｉｎｖｏｋｅ枛、 枙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枛、
枙 ｔｈｒｏｗ枛、枙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枛和枙 ｅｍｐｔｙ枛基本活动；内部事件的消息触
发点映射为枙 ｒｅｃｅｉｖｅ枛基本活动，其余触发点的映射与结束事件
相同

　　通过上述映射规则，可以将 ＢＰＭ４ＤＢＬ 中基本元素映射为
ＢＰＥＬ４ＷＳ中基本活动和结构活动。 对于 ＢＰＭ４ＤＢＬ 中复合元
素 a′，首先将其映射为枙ｓｃｏｐｅ枛块结构活动，其次递归分解 a′至
基本元素，然后根据上述映射规则得到枙 ｓｃｏｐｅ枛中各个元素。
需要指出的是，ＢＰＥＬ４ＷＳ 文件中的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 和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的定义需要在ＷＳＤＬ文件中描述，因此 ＢＰＭ４ＤＢＬ 中
活动属性及映射应该生成ＷＳＤＬ文件；同时，ＢＰＥＬ４ＷＳ本身具
有相关的语义约束，如流程的初始活动类型必须为枙 ｒｅｃｅｉｖｅ枛，
并且其枙ｃｒｅａｔｅＩｎｓｔａｎｃｅ枛值应为“ ｙｅｓ”等，映射后生成的流程文
件应该符合上述约束。 另外，ＢＰＭ４ＤＢＬ 模型映射后所生成的
各个元素应当根据 ＢＰＥＬ４ＷＳ语义定义合理设定其位置。

3　应用实例
在一个涉及跨部门的政府审批流程中，部门 １在接收到审

批请求后开始审批，若审批通过，则部门 ２和 ３并行审批，若审
批通过后由部门 ４审批，部门 ４审批通过则流程结束。 每个部
门在一周之内未给出审批结果时，需要给出提醒通知；同时，部
门 １审批不通过则流程结束，部门 ２ ～４ 中任何部门审批不通
过则返回部门 １ 重复审批流程。 另外，部门 ２ 的审批为子流
程，部门 ３审批中涉及到易变的业务逻辑计算。
下面给出 ＢＰＭ４ＤＢＬ 对该流程的描述：ＡＳ 包括活动 a１ 、

a２、a３ 和 a４ ，分别表示部门 １ ～４的审批活动。 其中：a２ 为递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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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活动；ＲＳ包括 r１ 和 r２ 两类结构关系，即 a１ 与 a２、a３ 之间为

与分支关系，a２ 、a３ 与 a４ 之间为与汇聚关系；ＲｕｌｅＳ结构规则中
的 Ｔｅｒｍ包括 a１．x，a２．x。 其中：a１．x为 a１ 的输出变量；a２．x为
a２ 的输出变量。 ＡＳ活动之间变迁不存在触发控制条件，因此
ＡＳ结构规则中的 Ｆａｃｔ为空。 由于 a３ 中涉及到易变的业务逻辑

计算通过行为规则表示，即 ＡｃｔｉｏＲｕｌｅ１：ｉｆ a１．x ＜＝A ｔｈｅｎ a２．x＝
C；ＡｃｔｉｏＲｕｌｅ２ ：ｉｆ a１．x ＞A ｔｈｅｎ a２．x ＝D。 ＥＳ包括开始、结束和
内部类型事件。 其中 ＡＳ 中所有活动的内部事件时间触发点
日期属性设置为一周，开始事件的触发点为消息，结束事件的
触发点为空。 为简化起见，a２ 的子流程不再具体说明。

由于是跨部门的审批流程，ＢＰＭ４ＤＢＬ 模型应该映射为
ＢＰＥＬ４ＷＳ。 下面具体说明映射过程：

ａ）映射流程的开始事件。 开始事件映射为枙ｒｅｃｅｉｖｅ枛元素，
并由消息属性定义枙ｒｅｃｅｉｖｅ枛的属性。

ｂ）映射活动集中的活动。 根据活动的类型映射 a１ 、a２ 、a３

和 a４ 为枙 ｉｎｖｏｋｅ枛元素，并且由活动属性定义枙 ｉｎｖｏｋｅ枛的属性；
a２ 为递阶活动，所映射的枙ｉｎｖｏｋｅ枛属性 ｎａｍｅ为子流程名称。

ｃ）映射活动间结构关系。 r１ 和 r２ 映射为枙 ｆｌｏｗ枛元素，并且
定义枙ｆｌｏｗ枛中的枙 ｌｉｎｋ枛元素分别为 r１ 和 r２ 中的连接弧名称。

ｄ）映射 ＡｃｔｉｏＲｕｌｅ１ 和 ＡｃｔｉｏＲｕｌｅ２ 。 ＡｃｔｉｏＲｕｌｅ１ 和 ＡｃｔｉｏＲｕｌｅ２
组成的规则集名 Ａｒｓ 映射为枙 ｉｎｐｕｔ枛元素，Ａｒｓ 的推理结果 Ａｒｒ
映射为枙ｏｕｔｐｕｔ枛元素，并且定义枙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枛元素名为规则推理
引擎名。

根据 ＢＰＥＬ４ＷＳ语义设定映射后生成各个元素的位置，则
该审批流程的 ＢＰＥＬ４ＷＳ描述为

枙ｐｒｏｃｅｓｓ ｎａｍ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ａｎｄａｐｐｒｏｖｅＰｒｏｃｅｓｓ＂枛
枙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枛
枙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Ｌｉｎｋ ＝＂＂ｐｏｒｔＴｙｐ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ｃｒｅａｔｅ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ｙｅｓ＂／枛
枙 ｉｎｖｏｋｅ ｎａｍ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Ｌｉｎｋ ＝＂＂ｐｏｒｔＴｙｐ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唱

ｐｕ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ａ１ｘ＂ｏｕｔｐｕ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ａ１ｘ＂／枛
枙 ｓｗｉｔｃｈ ｎａｍｅ ＝＂Ｄｅｐａｒ１Ｎｏｔｉｏｎ＂枛
枙 ｃａｓ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ｂｐｗｓ：ｇｅ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１ｘ） ＝ｔｒｕｅ＂枛
枙 ｆｌｏｗ枛枙 ｌｉｎｋｓ枛
　枙 ｌｉｎｋ ｎａｍｅ ＝＂ａ１ｔｏａ２＂／枛
　枙 ｌｉｎｋ ｎａｍｅ ＝＂ａ１ｔｏａ３＂／枛
　枙 ｌｉｎｋ ｎａｍｅ ＝＂ａ２ｔｏａ４＂／枛
　枙 ｌｉｎｋ ｎａｍｅ ＝＂ａ３ｔｏａ４＂／枛
枙 ／ｌｉｎｋｓ枛
枙 ｓｃｏｐｅ枛 枙 ｆａｕｌｔＨａｎｄｌｅｒｓ枛
枙 ｃａｔｃｈ ｆａｕｌｔＮａｍｅ ＝＂７ｄａｙｓ＿Ｎｏｔｉｆｙ＂枛
枙 ｉｎｖｏｋｅ ｎａｍｅ ＝＂＂枛 枙 ／ｃａｔｃｈ枛
枙 ／ｆａｕｌｔＨａｎｄｌｅｒｓ枛
枙 ｅｖｅｎｔＨａｎｄｌｅｒｓ枛
　枙ｏｎＡｌａｒｍ ｆｏｒ ＝＂ｔｎｓ：ｏｎｅＷｅｅｋ＂枛
　枙 ｔｈｒｏｗ ｆａｕｌｔＮａｍｅ ＝＂７ｄａｙｓ＿Ｎｏｔｉｆｙ＂枛
　枙 ／ｏｎＡｌａｒｍ 枛
枙 ／ｅｖｅｎｔＨａｎｄｌｅｒｓ枛
枙 ｉｎｖｏｋｅ ｎａｍｅ ＝＂Ｄｅｐａ２Ｅｘａｍｉｎｅ＿Ｃｙｃｌ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ｐａｒｔｎｅｒＬｉｎｋ ＝＂Ｉｎ唱

ｔｅｒｎａｌ＂ｐｏｒｔＴｙｐｅ ＝＂ｔｎ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Ｐｏｒ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ｌｌ＿Ｄｅｐａ２Ｅｘａｍｉｎｅ＿Ｃｙ唱
ｃｌ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ｐｕ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ａ２ｘ＂ｏｕｔｐｕ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ａ２ｘ＂枛

枙 ｔａｒｇｅｔ ｌｉｎｋＮａｍｅ ＝＂ａ１ｔｏａ２＂／枛
枙 ｓｏｕｒｃｅ ｌｉｎｋＮａｍｅ ＝＂ａ２ｔｏａ４＂／枛
枙 ／ｉｎｖｏｋｅ枛
枙 ｉｎｖｏｋｅ ｎａｍｅ ＝＂ Ｄｅｐａ３Ｅｘａｍｉｎｅ ＂ ｐａｒｔｎｅｒＬｉｎｋ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

ｐｏｒｔＴｙｐｅ＝＂ｔｎ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Ｐｏｒ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ｕｌｅＥｎｇｉｎｅ＂ ｉｎｐｕ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
Ａｒｓ＂ｏｕｔｐｕ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Ａｒｒ＂枛

枙 ｔａｒｇｅｔ ｌｉｎｋＮａｍｅ ＝＂ａ１ｔｏａ３＂／枛

枙 ｓｏｕｒｃｅ ｌｉｎｋＮａｍｅ ＝＂ａ３ｔｏａ４＂／枛
枙 ／ｉｎｖｏｋｅ枛
枙 ｉｎｖｏｋｅ ｎａｍｅ ＝＂Ｄｅｐａ４Ｅｘａｍｉｎｅ＂ｐａｒｔｎｅｒＬｉｎｋ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ｐｏｒｔＴｙｐｅ＝

＂ｔｎ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Ｐｏｒ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ｐａ４Ｅｘａｍｉｎｅ＂枛
枙 ｔａｒｇｅｔ ｌｉｎｋＮａｍｅ ＝＂ａ２ｔｏａ４＂／枛
枙 ｔａｒｇｅｔ ｌｉｎｋＮａｍｅ ＝＂ａ３ｔｏａ４＂／枛
枙 ／ｉｎｖｏｋｅ枛
枙 ／ｓｃｏｐｅ枛
枙 ／ｆｌｏｗ枛
枙 ／ｃａｓｅ枛
枙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枛
枙ｅｍｐｔｙ／枛
枙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枛
枙 ／ｓｗｉｔｃｈ枛
枙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枛
枙 ／ｐｒｏｃｅｓｓ枛
需要说明的是，同时映射生成的还有对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 定义

的ＷＳＤＬ文件，如规则集名 Ａｒｓ和其推理结果 Ａｒｒ 即在 ＷＳＤＬ
文件中定义，此处略去。

4　结束语
业务基础平台作为软件系统的开发环境，可以满足业务密

集型领域应用中动态多变的业务逻辑，并且能提高软件系统的
开发效率；而创建适合描述业务密集型领域应用中多变业务逻
辑的业务过程模型，则是基于业务基础平台快速构建应用系统
的关键。 本文通过对业务密集型领域应用中业务过程特点的
分析，定义了融合微观领域知识和宏观实体结构的业务过程模
型 ＢＰＭ４ＤＢＬ 的元组表达，并且给出了模型的构建原则，从而
适应领域应用中功能的动态性和结构的动态性；同时定义了
ＢＰＭ４ＤＢＬ 向 ＸＰＤＬ和 ＢＰＥＬ４ＷＳ的映射规则，从而使模型在执
行层面遵循一致的标准，支持业务基础平台的互操作。 如何用
适当的形式化方式表示 ＢＰＭ４ＤＢＬ ，并且由此对其进行正确
性、合理性和性能等分析，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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