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凤凰公司整合项目组件设计 
【文档介绍】 组件设计是SOA方法中的重要开发步骤。它建立在服务建模和系统架构设计的

基础之上，对服务建模和系统架构进一步精化，为下一步建立设计实施计划提供蓝图。本文

档描述了凤凰公司整合项目中一种可行的组件设计方案，对该方案中每一个组件从多个方面

给出了详细的说明。 

1 系统总体功能模块划分 

1.1 顶层结构图 
 根据服务建模和架构设计的分析，可以将目标的集成系统划分成若干模块，这些模

块的顶层结构图如下： 

 
上图中，数据更新组件、信息聚合组件全部由万合公司开发；而订单管理组件和销售

业务组件由万合在原有组件功能基础上提供扩展，其它为包装系统已有的接口。 

下面在组件描述部分中分别叙述本图中各个组件功能(人员管理和权限管理由 Turbo 
CRM 和 NC 系统提供，具体描述细节可以从相关文档中得到，在此不再赘述)。 

2 组件功能描述 

本节对上节提到的组件作进一步规约，对于组件的描述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功能描述 

 组件内部结构 

 组件规约 



 
 接口定义 

 非功能属性描述 

 实现机制分析 

 数据流程 

2.1 销售业务组件 
 
2.1.1 功能描述 

原有销售业务组件的功能见 Turbo CRM 白皮书。 

万合公司在 Turbo CRM 开发的销售业务组件的功能上增加了“生成订单请求”的功能。

该功能根据 CRM 系统中的“订单”的内容，生成与 ERP 系统中“预订单”格式、内容一

致的“订单请求”，并将此“订单请求”发送给 ERP 系统。 

 

2.1.2 组件内部结构 
Turbo CRM 白皮书中描述的“销售业务组件”的系统任务如下图。万合公司开发的扩

展服务是在原有的订单流转流程的末端加入一个服务，用于将销售订单转化为“订单请求”

的格式。 

 
2.1.3 组件规约 
 
规则 

 使用本组件的人员必须为 CRM 系统注册人员。 

 使用本组件新增功能的人员必须为 CRM 系统注册人员。 

 
服务 

 生成订单请求 

 
属性 

 CRM 系统中的订单号  Integer 



 
 时间     Date 

 CRM 系统中的订单内容（复合属性） 

 名称    String 

 销售人员 ID   Integer 

 客户 ID    Integer 

 产品列表  （复合属性） 

 产品 ID   Integer 

 数量   Integer 

 
使用组件 

 订单管理组件 

 

2.1.4 接口定义 
 

 生成订单请求 

入口参数：CRM 系统中的销售订单代号 
返回值：  成功或失败代码 
异常：   订单代号不存在 

 
2.1.5 实现机制分析 

由于新增功能是在 Turbo CRM 的原有功能上的扩展，因此直接新开发一个“生成订单

请求”的 JSP 页面即可，该页面上有增加订单请求的按钮，点击此按钮可以调用一个 Web
服务。由这个 Web 服务完成全部功能。 

由于具体的业务过程与下一节的“订单管理组件”有很强的依赖关系，因此统一在“订

单管理组件”中详细叙述。 

 

2.2 订单管理组件 
2.2.1 功能描述 

订单管理组件完成对订单信息整合的管理，即完成 CRM 中的订单管理流程与 ERP 系

统中的订单管理流程的整合。在上节（销售业务组件）中，我们描述了 Turbo CRM 中的销

售业务组件的内部结构，并给出了完成“生成订单请求”服务的方案。 

而 NC ERP 系统中的订单管理包括订单（预订单）的新增、修改、审批、修订等一系

列功能。根据对两套系统的工作流程的深入分析及其我们前述文档对流程、服务的分析，我

们在“订单管理组件”上需要新增的功能包括：  

 维护 CRM 中“销售订单”与 ERP 系统中的“预订单”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 

 在工作日历组件中增加“记录待审批订单请求”的功能，帮助财务人员在第一时间发现

新增的、需要审批的订单请求。 

 在 CRM 系统和 ERP 系统中保持订单状态在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即：当财务人员改

变订单状态（如审批、冻结等）时，此信息能及时的反应到 CRM 系统中。 



 
 增加一个发送短信功能。在销售人员提交一个订单请求时，可以及时以短信方式通知财

务人员。同样，在财务人员改变订单状态时，可以即时以短信方式通知销售人员。 

 

2.2.2 组件内部结构 
我们以类图形式描述订单管理组件的内部结构。对于这些类的属性和方法，我们仅仅给

出了目前我们在系统整合中较为关注的部分。其中类名后标明 CRM 或 ERP 的表示目前已

经存在于 CRM 系统或 ERP 系统中、且需要加以区别的类。 

 
 
2.2.3 组件规约 
 
提供的服务 

 提交订单请求 
 通过订单请求 
 退回订单请求 

 
属性 

 CRM 系统中的订单内容（复合属性） 
 名称 String 
 销售人员 ID  Integer 
 客户 ID   Integer 
 产品列表（复合属性） 

 产品 ID   Integer 
 数量   Integer 
 邮件   String 
 短信   String 

 日程安排（复合属性） 



 
 提交日期 Date 
 截止日期 Date 
 链接  String 
 对象  String 

 产品库存信息（复合属性） 
 产品 ID   Integer 
 产品名称   String 
 数量   Integer 

 
使用组件 

 库存管理 
 邮件系统 
 短信平台 
 日程管理 

 
变化点 
[可配置] 订单相关通知方式，比如将“发送邮件”替换为“发送短信” 
[可配置] 处理订单请求的流程 
 
2.2.4 接口定义 

根据在服务分析中描述的接口，我们将接口及其细化之后的定义描述如下：   

 
提交销售订单请求 
入口参数： 销售订单代码，销售订单内容 
返回值：   订单请求提交结果代码 
异常：    数据库错误等提交失败信息 
 
查询销售订单请求审批结果 
入口参数：销售订单代号 
返回值：  审批结果 
异常：    订单号不存在 
 
冻结销售订单请求 
入口参数：销售订单代号 
返回值：错误代码 
异常：  
 
批准销售订单请求 
入口参数：销售订单代号 
返回值：错误代码 
异常信息： 
 
CRM 系统暴露的销售订单信息相关接口（见 NC ERP 白皮书） 
获取销售订单 



 
新增销售订单 
更改销售订单 
删除销售订单 
 
2.2.5 非功能属性描述 

要求 CRM 和 ERP 之间的订单状态同步时间不超过 1 天。 

从 CRM 提交订单请求到 ERP 的延迟时间不超过 1 天。 

 
2.2.6 实现机制分析 

本模块实现上的难点有两点：第一是如何保持 CRM 中生成的“订单请求”与 ERP 中

的“预订单”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 第二是如何降低单据同步的延迟，满足上面提到的非

功能性需求。以下分别加以叙述。（注：其余的关于日历组件、短信平台中的问题，在其相

关部分描述） 

 

1. 保持 CRM 中生成的订单请求与 ERP 中的“订单请求”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 

由于 ERP 系统在新增订单请求（预订单）时会自动产生一个序列号——而不能为 ERP
系统内的订单请求预先分配一个唯一的代号，因此只能在 ERP 系统产生了订单请求之后，

才能建立其对应关系。 

我们采取的策略是在 ERP 系统内部数据库中增加一张对应表，这张表用于记录 CRM 产

生的订单请求号与 ERP 中的预订单号之间的对应关系。 

整个操作流程如下： 

 
 
2. CRM 与 ERP 中的即时信息同步。 

需要信息同步的关键点在于，如果在财务人员处理了一条订单请求之后，能够即时的通

知 CRM 系统（其它的部分我们可以以手工编码的方式保证他们及时同步）。 

我们的策略包括以下三个部分： 

 使用数据库的触发机制来监视是否产生了数据变化 
 当数据发生变化的时候先将变化写入临时表 
 一定间隔时间同步一次。 



 
在这样的机制保证下，我们保证了每条订单审批信息及其结果都可以被及时的被销售人

员感知，并在一定时间间隔下被反馈到 CRM 数据库。同时，这样的策略考虑了及时性与系

统性能（频繁的数据导入、导出会导致系统性能下降）的权衡。 

 

2.2.7 数据流程 
订单管理组件的核心就是订单在该组件中的流转过程，我们下面给出订单在该组件中的

状态变换过程。 

 

2.3 数据更新组件 
2.3.1 功能描述 

数据更新组件主要完成 ERP 和 CRM 系统的数据同步工作。需要同步的数据包括：产

品目录、产品信息、库存信息、产品价格信息和客户信息等。 

数据更新组件提供可定制的数据更新策略。用户可以根据数据不同的数据性质定义不同

的更新策略。例如对于产品目录，可以采用 1 天更新一次的策略；对于库存信息，可以采用

触发器监控更新的策略。 

同样，对于信息分发，也可以由用户定义写入策略。写入策略包括即时写入、读失败时

写入、时间段写入等等。 



 
2.3.2 组件内部结构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信息采集控制器根据定制的信息采集策略采集数据。采集到信息

之后，使用信息分发器将数据写入不同目标数据存储地。 

 

2.3.3 组件规约 
 
服务  

 产品目录信息定时更新 

 产品信息定时更新 

 产品价格信息实时更新 

 产品库存信息实时更新 

 订单信息触发更新 

 客户信息触发更新 

 启动实时更新服务 

 
属性 

 数据类型 枚举（产品目录/产品信息/产品价格/产品库存/客户信息/订单信息） 

 日期   Date 

 
使用组件 

 ERP 信息源 

 CRM 信息源 

 
变化点 



 
[可配置] 可配置策略的信息采集 
[可配置] 可配置策略的数据分发 
 
2.3.4 接口定义 
 
启动数据实时更新服务 
输入：数据类型 
输出：成功失败代码 
 
信息读取器 

 查询产品分类/产品/价格信息 

输入：数据类型，起始日期，终止日期 
输出：全部产品分类/产品信息 

 查询产品库存信息 

输入：起始日期，终止日期，包含产品属性信息的查询条件 
输出：输出所有满足条件的全部库存信息 
 
信息写入器 

 产品分类/产品/价格信息 

输入：数据类型，需要写入的数据结合 
输出：成功/失败代码 
 

 查询产品库存信息 

输入：包含产品属性信息的查询条件 
输出：成功/失败代码  
 
2.3.5 非功能属性描述 

若定制的策略为即时更新，则需要能保证更新的即时性。 

若定制策略为定时更新，则每次更新时间可配置，配置设置为 1 天。 

 
2.3.6 实现机制分析 

根据不同的更新策略，采用不同的实现机制。以下分别讨论。 

实时更新 
采用数据库提供的触发器机制，保证在数据库发生更新时即时通知数据更新控制器。 

定时更新 
更新信息监听器每隔一段时间（用户定制）监听数据库是否发生更新。若更新发生则通

知 

 
同样，根据不同的数据写入策略，也采用用户定义的机制实现。 

即时写入 
在数据更新的同时写入。 

延迟＋读失败 写入 



 
将数据缓冲，在需要的时候才写入数据。 

延迟＋定时 写入 
每隔一段时间将数据写入数据库中。 

 

2.4 信息聚合组件(扩展需求) 
2.4.1 功能描述 

在需求分析中，我们已经概述了该模块的基本需求：即集成这些来自不同数据源的信息，

并以直观、清晰的方式提供给需要的企业人员。 

我们的信息聚合方案试图对以下问题给出初步的解决手段： 

 从不同的异构数据源（包括不同的企业内部系统以及企业外部信息源）中集成所需的信

息，并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实时性。 
 支持基于角色的数据访问控制机制，为不同的企业人员（决策者、销售人员、财务人员）

提供不同的数据集； 
 支持用户对显示数据项的定制：对于自己所能访问的数据集，用户可以按需选择显示哪

些数据项，从而定制自己需要的分析视图。 
 
2.4.2 组件内部结构 

由于该组件结构较为复杂，我们将从至上而下的不同层次展现该组件的设计方案。 

 
 信息聚合组件概览 

在相关整合架构上，我们将整合系统分为“感知层”、“存储层”和“加工层”。如下图

所示： 

 

 
其中，感知层主要是自企业内不同的业务系统和外部信息源获取数据；存储层采用同一

的格式进行存储；基于这些数据集，可以在加工层开发增值应用，比如：实现可视化的信息

集成表示、提供 RSS 消息发布源、支持企业内部的信息搜索、支持企业数据挖掘等等。在

本扩展需求中，我们主要集中于可视化信息聚合方面。 

 



 
内部结构 

信息聚合部分的内部结构，我们以一个组件图的形式给出： 

  

本图中包含的组件如下： 

 
 信息采集组件  

提供多种数据采集方式，包括搜索引擎、RSS、信息加工、信息存储、策略定制、信息

展现、信息检索几个内部组件。由于上述组件中大部分我们都可以使用已有的工具支持实现，

因此本节着重分析数据展现组件和信息采集组件的内部结构。 

 
 

 数据展现组件 
数据展现组件的功能是提供用户访问信息聚合组件的图形界面。我们以类图形式展现该

组件的内部结构。 

 



 

 

该图中，有以下的类需要加以叙述： 

 

数据展现类 提供给用户的视觉接口，它有三种具体的实现形式，即历史曲线、新闻列

表、事件列表。在历史曲线中，存在一个特征点，该点表示了曲线中值得关注的时间点，它

很可能隐含了一个重大事件或消息，而我们的信息聚合组件则可以根据这个特征点关联到相

关的新闻和事件记录上。 

 
 数据加工组件 

 

数据加工组件包括数据清理、切词、文本聚类三个工具包。而这三个工具包我们可以从

已有开源组件和现有工具支持中得到，在此不详述其功能与设计。 

  
2.4.3 组件规约 
 
信息采集组件 

 规则 
每天自动从 internet 获取客户、产品相关的新闻、信息 
由系统定制获取 internet 数据的站点、关键词 
 

 服务 
定制获取的新闻信息、时间 
 



 
 属性 

时间  Date 
关键词  String 
 

 变化点 
[可配置] 搜取 internet 信息的时间间隔 
[可配置] 搜取 internet 信息的内容 
 
聚合信息展现组件 

 服务 
查询 新曲线图 
查询曲线图上关键点对应的新闻信息 
查询曲线图上关键点对应的事件信息  
 

 属性 
请求类别（产品、客户等） String 
起始时间、终止时间   Date 
 
信息加工组件 

 服务 
信息加工 
 

 变化点 
[可配置] 信息存储格式 
[可配置] 搜取 internet 信息的内容 
 
2.4.4 接口定义 
 

 查询 新曲线图 
入口参数：查询对象(客户，产品等)类型，查询对象代码，起始时间，终止时间  
返回值：  曲线数据点数据列表 
异常:   入口参数不合法, 图形不存在 
 

 查询曲线图上关键点对应的新闻信息  
入口参数：员工ID号，查询对象(客户，产品销售，产品库存等)类型，查询对象代码，时间

点 
返回值：  新闻列表 
异常： 
 

 查询曲线图上关键点对应的事件信息 
入口参数：员工 ID 号，查询对象(客户，产品销售，产品库存等)类型，查询对象代码，时

间点 
返回值：  事件列表 
异常 



 
2.4.5 非功能属性描述 

 一次获取 新数据及数据处理、存储必须在 3 小时之内完成 
 数据展现要求能在 1 秒钟之内绘制成图片 

 
2.4.6 实现方式 

 数据整合与存储由万合开发 
 

 信息采集 
互联网数据使用 Google 或 Yahoo 提供的服务 
RSS 数据采集使用开源工具 
 

 数据加工 
数据加工内部使用的各组件均使用免费工具 
由万合整合这些免费工具 
 

2.4.7 实现机制分析 
从实现方式一节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的组件都使用的是开源的工具（符合尽量减少开

支的要求），因此本节仅仅分析信息存储组件与信息展现的实现机制。 

 
信息存储组件 

信息存储组件的关键在于存储格式与索引机制。 
 
存储格式 

 曲线图预计存储为一个图形数据列表 
新闻、事件存储为文本 
 

 索引机制 
采用倒排表索引文件 

 
信息展现组件 

信息展现组件实现的难点主要在于高效、平滑的图形展现，对于这一点，我们预计采用

Ajax 技术，提高图形转换的效率。 

另一个难点在于特征点的识别。特征点的识别基于两个重要条件，第一个条件是特征点

所在的时间区域的新闻数量较多——这说明发生了较为令人关注的事件；另一个条件是特征

点的数值的变化速率较大。 

 

2.5 库存管理组件 
2.5.1 功能描述 

记录产品分类信息、产品信息、产品价格、产品库存信息。除了对外提供访问这些信息

的接口之外，该组件还提供检查产品库存是否满足需求的接口。 

 



 
2.5.2 组件内部结构 

ERP,CRM 提供的组件内部结构见用友 NC 系统白皮书和 Turbo CRM 系统白皮书，万合

包装过后的组件结构见数据更新部分的组件结构图。 

 

2.5.3 组件规约 
 
服务 

 检查库存是否满足需求 
 冻结订单 
 对产品分类/产品信息/产品价格的添加、删除、查询 

 
属性 

 产品 ID Integer 
 产品分类 ID Integer 
 数量 Integer 

 
变化点 
 
2.5.4 接口定义 
 
冻结订单 
输入：订单代号 
输出：成功/失败信息 
 
Turbo CRM 提供的接口 

 

 

 

 
 
NC ERP 系统提供的接口 

 查询全部产品分类/产品/产品价格信息 
输入： 



 
输出：全部产品分类/产品/产品价格信息 
 

 查询产品库存信息 
输入：包含产品属性信息的查询条件 
输出：输出所有满足条件的全部库存信息 
 

 查询某项产品是否缺货 
输入：产品 ID 号，需求数量 
输出：当前库存是否能满足需求数量  
 
2.5.5 实现机制分析 
 参考（ERP/CRM）数据源组件的结构图。我们使用 Wrapper（Adaptor）模式包装该

ERP,CRM 系统提供的接口，然后将该接口包装为 Web Services，发布到 ESB。 
 

2.6 通知设施组件 
2.6.1 功能描述 

提供通知相关的服务，包括短信服务、Email 服务、日程管理等等。日程管理相关内容

我们已经在日程管理组件中予以描述。而短信服务组件、Email 服务组件则是在已有系统中

已有的组件。 

 
2.6.2 组件内部结构 

 
2.6.3 组件规约 
 
规则 
外部构建调用此接口时，必须指明通知的类型是短信、邮件还是日程安排。 
 
服务 
发送一条通知。 
查询员工通知信息。 
 
属性 



 
日期  Date 
通知类型 枚举（短信/邮件/日程） 
人员 ID  Integer 
通知内容 String 
 
变化点 
[可配置] 消息模版机制 
 
2.6.4 接口定义 
发送通知 

 入口参数：通知类型，发送对象 ID，发送内容 
返回值：  发送结果代码 
异常：    发送对象（人员）ID 不存在 
 
查询个人通知 

 入口参数：查询对象（短信/邮件/日程），起始时间，终止时间 
返回值： 发送结果代码 
异常： 
  
2.6.5 非功能属性描述 
要求通知设施组件能够在 1 秒之内响应请求，如果发送失败（如短消息发送超时）则应在 5
秒之内给出提示。 
 
2.6.6 实现机制分析 

由于短信服务、Email 服务、日程安排组件则是在已有系统中已有的组件，万合使用

Adaptor（Wrapper）模式包装这些接口，然后使用 Façade 模式提供统一的接口。此接口

后包装成 Web 服务，并发布到 ESB。 

2.7 日程管理组件 
在业务分析过程中，日程管理组件是作为订单管理的一部分存在的。由于在组件规约的分析

过程中，我们发现日程管理实际是 NC ERP 系统中已经存在，因此我们将日程管理组件单独

拿出来作为一个组件，并给出其设计。 
 
2.7.1 功能描述 

该组件提供对员工日程任务安排的管理，为员工维护一个日程－任务对应表，并列表当

前需要完成的任务。 

 

2.7.2 组件内部结构 
由于目前 Turbo CRM 和 NC ERP 系统均提供了日程表功能，我们可以集成它们当前提

供的功能。但是 Turbo CRM 和 NC ERP 系统目前并没有提供详细的文档说明。我们只能在

它们提供了详细说明后才能确定具体的内部结构。 

 



 
2.7.3 组件规约 
 
规则 

 不可写入重复的日程安排 
 人员可要求对日程安排重新分配 
 人员可要求取消日程安排 
 对于已经超负荷的人员可要求重新分配日程安排 

 
服务 

 增加、修改、删除一条日程安排 
 查看日程安排 

 
属性 

 日期 Date 
 人员 ID Integer 
 日程安排(复合属性) 

 日期 Date 
 人员 ID Integer 
 事件 ID String 

 
变化点 
[可配置] 日程写入规则 
 
2.7.4 接口定义 
向员工工作日历中增加、修改一条待审批订单请求 
输入：员工代码，订单请求代码 
输出：成功或错误代码 
 
从员工工作日历中删除一条订单请求 
输入：员工代码，订单请求代码 
输出：成功或错误代码 
 
从员工工作日历中查看待审批订单请求列表 
输入：员工代码，订单请求代码 
输出：成功或错误代码 
 
2.7.5 实现机制分析 

由万合包装 NC 和 Turbo CRM 系统提供的接口为 Web Services，发布到 ESB。 

2.8 (CRM/ERP)数据源组件 
 
2.8.1 功能描述 

本部分为数据更新组件的基础设施，提供全部访问 CRM/ERP 数据库中需要同步更新的

数据的接口。 



 
 
2.8.2 组件内部结构 

下图为包装之后的组件接口及其与数据更新组件的关系。 

  

2.8.3 接口定义 
库存信息、订单信息、客户信息以及外部交换平台的接口全部由 NC、Turbo CRM 提供。

下面是 CRM 数据 Façade 组件的接口定义（ERP 数据 Façade 的接口与此类似）。 

 
读取信息 

 入口参数：读取信息类型（产品/产品分类/产品价格/产品库存/订单/客户信息），起始时

间，终止时间 
 返回值：  读取的记录条书 
 异常：   读取信息类型不存在，起始/终止时间不合法，数据库读写错误 

 
写入信息 

 入口参数：导入信息类型（产品/产品分类/产品价格/产品库存/订单/客户信息） 
 返回值：  写入信息的条数 
 异常：   写入信息类型不存在，起始/终止时间不合法，数据库读写错误 

 
2.8.4 非功能属性描述 
 要求能提供事务性支持，在数据读出、写入过程中的失败时支持回滚。 
 
2.8.5 实现机制分析 

我们使用 Wrapper（Adaptor）模式包装该 ERP,CRM 系统提供的接口，然后将该接口包

装为 Web Services，发布到 E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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