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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阐述了 O
一

O 方法在 C IM S /M l s开发过程中的应用
。

介绍 了该系统的层次结构
,

分析了

采用 O
一

O 方法开发 CI M S / M IS 的优越性
,

以及应用 O
一

O 分析
、

O
一

O 设计和开发平台开发系统的过程
,

说明 了利 用开发平 台实现 系统的一些具体作法
。

关 键 词 面向对象
: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
;

管理信息系统
;

集成平台

中图分类号 F 27

建造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 ( cI M )S 的目的
,

在于把企业的一系列活动从功能
、

信息
、

过程等

方面集成起来
,

以提高企业的整体效益
。

建造 cI M s 的关键在集成
,

而实现集成的手段是信息
,

因

此
,

cl M s 环境下的管理信息系统 (简称 cI M s / M ls ) 在 cI M s 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本文结合

为某企业开发的一个 cI M s ( 825
一

cl M )S 应用系统
,

阐述了在 cI M s / M ls 开发过程中
,

应用面向

对象 ( 0
一

。 ) 方法进行系统分析
、

设计以及利用开发平台完成系统实现的过程
。

1 总体结构
经论证111

,

82 5
一

c IM s 具有三层结构关

系
,

即应用层
、

数据信息层和基础物理层
,

如图 1所示
。

应用层包括三大分系统
:

cl M s

/ M l s
、

e A o / e A P P / e A M 和 e A Q
,

各

分系统用局域网连接
,

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

从而逐步实现
:

1) 从产品设计到生产制造

的信息集成
;

2) 管理信息系统的集成
;

3)

质量信息的计算机管理
;

4) 实现全厂的综

合信息集成
。

图中其他两层分别列出了系统软件和

硬件的具体配置
。

基础物理层标注的
“ c /

s 工作模式
”

系指客户 / 服务器模式
,

它是

一种开放式的网络体系结构
,

适用于各种异

构机型组网
,

因此
,

8 25
一

CI M S 选择了此种

工作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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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C MI S 层次结构图

2 采用 O
一

O 方法开发 C IM S / M I S

与面向过程的开发方法不同
,

0
一

。 方法以一种更为直观
、

自然
,

更符合人的思维方式反映客观

世界的
。

它认为客观世界是由一个个对象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构成的
。

所谓对象是对事物的抽象
,

而事物可以是一个物理实体
,

或一个概念
、

事实等
。

由于对象呈现封装性
、

继承性
、

多态性等许多

优良特征
,

当把 。
一

。 方法用在 cl M s / M ls 开发中时
,

表现出的许多优越性是其他方法难以达到的
。

从编程角度看
,

对象是一个由数据 (属性 ) 集以及对其进行操作的过程 (方法
、

服务 ) 集组成

的模块
;
类是对一个以上对象共同属性和方法集合的描述

,

而对象是类的一个实例
。

数据集和操作

集的统一
,

使其适应多种数据结构的描述
。

在 cl M s 环境下
,

存在着多种异构数据源
,

例如: c A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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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 M的工程数据
,

M ls
、

c A Q 的决策知识以及事务处理的结构化数据等
,

它们可能以关系数据

库
、

工程数据库
、

o
一

。 数据库
,

甚至文件系统的形式存贮
。

运用 。
一

。 方法可能为异构的多种数据

源的表达与集成提供一种统一机制 2[]
。

一个对象是一个封装体
,

封装是一种信息隐藏技术
,

它将对象内部的数据和操作细节隐藏起来
,

而对象之间通过确定的接 口进行通信
。

对象的这一机制使得对象的修改可以局限在对象内部
,

从而

可保证系统的相对稳定性
、

可扩充性和兼容性
。

所谓继承性
,

是在原有类 (父类 ) 的基础上建立新

的子类
,

子类继承父类的属性 (数据 ) 和服务 (方法 )
,

并可增加父类所没有的特征
。

所以继承胜

对于提高软件可重用性十分有用
。

多态性是指同一操作可以做不同事情
,

因而有利于提高软件产品

的可维护性
,

加快系统开发速度
。

由此可见
,

采用 。
一

。 方法建立 cl M s 系统模型
,

将会更接近现实世界 (系统 )
,

真实反映企业

的结构和运作过程
,

容易被用户接受
,

有利于开发人员和用户的信息交流
。

3 0
一

0 分析
、

O
一

0 设计与集成开发平台
3

.

1 0
一

O 分析
、

O
一

O 设计

根据文献3[
,

4] 建议
,

o
一

。 分析阶段包括 5 个步骤
,

即确定类和对象
、

识别结构
、

定义主题
、

定义属性和定义操作
; o

一

。 设计阶段则包括 4 个步骤
:

设计问题域
、

设计人机界面
、

设计任务管理

和设计数据管理
。

基于上述步骤
,

结合 8 25
一

cI M s 实际
,

我们采取了如下开发策略
。

l) 系统需求定义 进行系统需求定义
,

这是系统分析的第一步
,

可以采用 B s P 法进行
,

即通

过对各层管理人员面谈
、

调查
、

访问
,

收集有关资料
,

确定用户功能及信息要求
,

规范组织机构及

相应的职权
,

统计现有计算机资源
,

采用 D F D 法记录企业各部门信息流程关系等等
,

最后写出需

求定义报告
。

2) 0
一

。 分析 根据需求定义
,

参照文献 3[
,

4] 提供的 。
一

。 分析具体操作办法
,

首先进行类 (或

对象 ) 的抽象
,

尽可能完整地分析所有的对象
,

建立一个候选类 (或对象 ) 的清单
,

通过对类 (或

对象 ) 认定
,

确定类 (或对象 ) 之间关系
,

把类 (或对象 ) 放人相关的主题区中
,

然后对它们的属

性
、

所提供的服务和所需要的服务进行描述
,

并按照它们的关系进行组织
。

3) 0
一

0 设计 。
一

。 设计是以 。
一

。 分析所得到的结果为基础
,

进行进一步的抽取
、

剔除和细化

类 (或对象 ) 及其操作
,

明确对象间关系和对象间消息发送
,

对 O
一

0 分析阶段确定的问题空间中

的类和类层次结构做进一步的确认
,

以便得到求解空间的类和类层次结构
。

根据 。
一

O 设计的基本

要素
,

精选候选类
。

设计好类的内部函数
、

友元函数等实现细节
,

以及类的接口
、

消息的发送和接

收
,

确认对象与其他部分对象之间的关系
。

这一阶段与前一阶段一样
,

需要反复地对模型进行修改
、

充实和完善
,

使模型越来越好地反映用户的需求
。

o
一

。 设计的后继工作是 。
一

。 实现
,

系统实现过程在 R ad i S S
集成开发平台上完成

,

开发过程一

直进行到系统测试
、

用户满意为止
。

3
.

2 集成开发平台

R a id S S
的全称是

“

快速应用系统开发与集成支撑系统
” ,

是一种基于 O
一

O 方法的应用系统开发

工具
。

它采用客户 / 服务器方式
,

并利用 0 D B c 技术实现异种操作系统和异种数据库的互联
,

从

而使系统更具开放性
,

对操作系统和 D B M S 选择更加自由
。

R ad i S S可以支持系统结构为三层的应

用系统的开发
,

即
:

1) 基本实体到功能实体的集成 在开发工具的支持下
,

采用 。
一

。 方法将基本

实体以对象的形式构造出来
,

通过软总线
,

利用 4 G L 将基本实体集成为功能实体
,

使基本实体达

到最大限度的可重用性
。

R ad is S
给出的基本实体

,

主要有数据表
、

屏幕
、

报表
、

图形
、

菜单
,

基本

实体中有若干控件可供使用
; 2) 功能实体到子系统的集成 功能实体是能够独立运行

、

具有特定

处理功能的可执行文件
,

利用菜单将多个功能实体集成为一个子系统
; 3) 子系统到系统的集成 根

据全局信息模型
,

通过信息集成方法将各子系统集成起来
。

三种集成中最为重要的是根据功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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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合理
、

有效的功能实体集成
。

4 系统实现
下面以 2 8 5

一

I c Ms 中 l c Ms / ls M的经营管理子系统为例
,

简要说明利用 R ad i S S
开发平台实现

系统的过程
。

在 。
一

。 分析阶段
,

充分利用系统调研结果进行分析
,

把子系统分为 4 个类和对象
,

即经营管

理类
、

数据表文件类
、

报表类及单据类等 4 个大基类
。

基类派生出子类
,

子类派生出对象
,

如数据

表子类派生出 6 个对象
:

合同头
、

合同体
、

销售流水账
、

合同执行
、

客户函件和客户档案
。

然后根

据分析结果进行 。
一

。 设计
,

绘出类和对象实体关系图
,

如图 2 所示
。

图中每一方框代表一个实体
,

即
“

类和对象
” ,

每一菱形代表实体之间联系
。

0
一

。 实现则是在 R ad is
s
平台上进行的

,

实现过程如

下所述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般信件件
成成 ,钻库存存存 合同修改改

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合合格证证证 客户来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 据据

合合合合合合同同同 合同头头头 表表
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同体体体 类类

销销售流水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

合合同执行行行行行行行 数据表文件件

................... ,,,,说说明单据据据据据据据据据据据据据

销销售管理理

发发发发发发发发票
、

运单单
单单据据据据据据据据据

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列汇总月报
、

产品销售月报报
装装箱通知单单单 末发合同月报

、

产品入库清单
、

产品入库汇总总

销销销销销销销销销销售发票
、

货运单单

输输出单据据据 零售发票
、

包裹单单

图 2 经营管理子系统
:

类和对象实体联系图

4
.

1 向 R a d i s s
映射

l) 确定子系统 在图 2 中根据应用系统名称
:

8 25
一

CI M s 找到其子类
,

例如经营管理为其子系

统名
。

2) 确定功能实体 子系统的子类为功能实体
,

如合同管理
、

销售管理等
。

通过菜单工具可将

功能实体集成为子系统
。

3) 确定基本实体 在图中剩余的类或对象可以映射为 R ad iss 基本实体
,

如合同头
、

合同体及

产品销售月报对象
,

分别对应数据表及报表基本实体
,

对象要求的功能如数据表的建立
、

删除
、

修

改及报表的格式设计
、

数据计算方式等
,

可全部从基本实体继承
、

无需再编写脚本
;
而合同管理功

能实体中的子类
:

合同
、

合同修改两对象
,

均对应屏幕基本实体
,

应赋予不同屏幕名
;
因这类基本

实体只有部分特征被继承
,

故需用脚本完成其他功能
。

若干基本实体通过处理子程集成为功能实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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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完成功能脚本

根据设计阶段给出的类和对象功能描述
,

对照所映射的基本实体的功能特征
,

如不能从基本实

体中继承
,

则需在对应的基本实体及其控件中用脚本的形式逐项描述其功能
,

特别是信息模型中数

据完整性约束条件
。

脚本用 4 G L 或 v C + + 语言编写
。

不同基本实体
,

脚本编写要求不同
,

例如
“
屏

幕
”

基本实体的功能由初始化脚本和控件的操作脚本完成
。

.4 3 调试
、

测试

进行功能调试和测试
。

5 结 束 语
o

一

。 方法基于系统建模观点
,

在对象基础上构造对象层次模型
。

在此模型中通过封装
、

继承
、

多态特征和消息传送机制等
,

可有效地实现软件重用
,

保证系统的可扩充性
、

易维护性及兼容性
。

lC M S / MI S 采用 R ad iss 开发平台与 。
一

。 分析
、

0
一

。 设计相结合
,

使 。
一

。 方法的各项优点得以充

分发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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