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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物流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

盛苏英，朱灿焰，吴新华
（苏州大学 电子信息学院，江苏 苏州! "#$%"#）

摘! 要：介绍分布式对象技术和数据库，着重介绍了 &’() 分布式对象技术，并建构了基于

&’()（&*+,-*./,01 ’2342505, (.607, )2108）的分布式系统结构模型，结合企业物流信息系统

的开发实例，提出了分布式物流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方法与具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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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物流过程中信息的流动是跨企业进行的，物

流系统必须实现跨地区的信息实时传输，远程数

据访问，数据分布处理和集中处理的结合，多个异

地局域网连接功能。当系统以 B,,4 和 C0. 服务

器作为中介，来协调应用服务器和客户机对象之

间的通信时，必然会在 C0. 服务器处形成“ 瓶

颈”［#］，造成响应速度减慢，而分布式对象技术允

许在不同机器上的对象相互传递消息，可有效地

解决此“瓶颈”问题；由于物流信息系统的数据量

很大，随着访问用户的增加必然会造成数据库访

问“瓶颈”，而采用分布式数据库可实现数据的分

布式存储和管理，有效地解决此问题（ 本系统采

用异构分布式数据库）。

系统采用 D-2E+0- F G0-H0- 三层体系结构，将

C0. 技术与分布式对象技术（&’() 技术）、异构

分布式数据库相结合，较好地解决了物流系统的

“瓶颈”问题，使客户端对象越过 C0. 服务器而直

接调用应用服务器对象，并尽可能地访问本地数

据库，提高系统的性能。它的投入使用，必将给企

业带来丰厚的收益。

#! 基于 &’() 的分布式系统结构模型

分布式对象技术是指在网络计算平台上开

发、部署、管理和维护以资源共享和协调工作为重

要应用目标的分布式应用系统，是建立服务应用

框架和软件构件的核心技术，目前有 ’(ID=，JKD
和 &’(); 种主流技术。本物流信息系统采用的

是 &’() 技术，它有其独特的优势，主要体现在

开发工具丰富，开发周期短，并且得到微软的商业

支持。&’() 可以通过 ’() F &’() 协议进行相

互通讯。客户和对象通过 ’() 连接，而连接一旦

建立，客户就可以和对象直接进行通讯。’() 接

口的二进制标准是与体系无关的连接格式和协

议，使异构平台上的对象可以相互作用。

分布式数据库系统是物理上分散而逻辑上集

中的数据库系统。分布式数据库系统使用计算机

网络将地理位置分散而管理和控制需要不同程度

集中的多个逻辑单元（ 通常是集中式数据库）连

接起来，共同组成一个统一的数据库系统，因而分

布式数据库系统可以看成是计算机网络与数据库

系统的有机组合，它可以由同一类型的数据库构

成，也可以是由多种数据库共同构成即异构数据

库。我们设计物流信息系统采用的是异构分布式

数据库［"］。

&’() 构造于 I:’ 的技术之上，并且使用

9’: F L: 作为网络通信协议。

一般来说，当一个客户进程需要和另一个进

程中的组件通信时，它不能直接调用该进程，而需

要遵 循 操 作 系 统 对 进 程 间 通 讯 所 做 的 规 定。

&’() 使得这种通讯能够以一种完全透明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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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结构模型

!"#$ ! %&’()&(’* +,-*. ,/ 0123

进行：它截取从客户进程来的调用并将其传送到

另一进程中的组件。图 ! 显示了 #$%& 的整体

结构［’］。

(" 分布式物流管理信息系统的实现

() !" 系统概述

根据对 *&+, 特点的把握，我们开发了基于

- . , 结构的物流信息系统，该系统采用分布式对

象技术（#$%&）、异构分布式数据库、+/012/10 及

面向对象技术等关键技术，并能与现有的财务系

统进行无缝连接。该系统具有库存报警、客户 . 供
应商查询、库存盘点、采购 . 销售商品明细查询、台

帐管理、技术数据查询、营销分析、基础数据维护、

系统维护等功能，支持联机网络及离线移动操作。

本系统的开发关键在于以下 ’ 大模块：数据

库服务器，用于储存客户信息、供应商信息、物品

信息、库位信息、库存信息、销售信息、配送信息和

各办事处的销售信息等；应用服务器，主要编写以

下 $%& . #$%& 企业组件，如定单管理、客户 . 供
应商资料管理、库存管理、业务查询、销售管理、物

流配送管理等；314 服务器，主要设计 314 应用

程序。

() (" 系统拓扑结构

分布式物流管理信息系统有其自身的特点：

从地域上看，系统分布于总部各部门及全国各分

支机构（办事处）；用户可以是企业内部人员，也

可以是客户或供应商；用户使用的设备可以是笔

记本电脑或普通微机；用户可用普通的浏览器或

专用软件。本系统主要开发 #$%& 企业组件、

35/6789 应用程序及 314 应用程序。其拓扑结

构如图 ( 所示。

() ’" #$%& 组件构造应用

使用 #$%& 组件分布式计算体系结构，很容

易构造出基于 +/012/10 的多层应用系统框架。基

于 +/012/10 的分布式应用系统一般采用 314 服务

器的 - . , 结构，其中 314 服务器主要处理客户端

用户界面的显示和与用户进行交互，使用户可以

将应用服务器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并高效地定

位；真正处理系统逻辑的是应用服务器，它连接数

据库来完成系统业务流，把结果返回给 314 服务

器，由 314 服务器来负责与用户的交互。这里我

们主要来分析用 #$%& 组件来构造应用服务器

组件的过程。

图 (" 系统拓扑结构图

!"#$ ( 4,5,.,#6 %&’()&(’* ,/ &7* 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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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于 "#$% 的应用系统开发中的关键步骤

是构建应用服务器组件，定义组件的对外接口，并

规划组件内部的业务逻辑。

几个主要 "#$% 组件的业务逻辑包括：库存

报警组件、定单管理组件、客户 & 供应商资料管理

组件、库存管理组件、销售管理组件、业务查询 & 营
销分析组件、物流配送管理组件、基础数据组件、

系统管理组件（图 ’）。

() * 分布式数据库数据同步的实现

在我们开发的分布式物流管理信息系统中包

括企业总部、分支机构、物资调配中心以及供应商

等几种类型的物理节点，各节点有序联动协调系

统有效运转。各个物理节点的数据库构成系统的

分布式数据库，它要求各点数据必须同步，具体方

案如图 * 所示。

下面仅以 +,-. 数据的更新为例，用 # / /
0.123,4 语言编程来具体阐述企业总部是如何通

过调用分支机构的临时表 5,6789:,;< 来实现数据

的更新的。

其中 =>? 语句的类型必定是下面三种类型：

16@,4: 16:A +,-.（BA2.;68，BA2.;6(，) ) ) ）CD2E
.,@（ F,G<4,@@1A68F，F,G<4,@@1A6(F，) ) ) ) ）H 插入

.<3D:, +,-. @,: BA2.;68 I ,G<4,@@1A68，BA2.;68
I ,G<4,@@1A68，) ) ) J-,4, @,D4B-9BA631:1A6 H 修改

图 ’! 组件图

!"#$ ’ %&’(&)*)+ ,"-+./*

图 *! 分布式数据库数据同步方案

!"#$ * 01+1 H 23)-4/&)"51+"&) &6 7"8+/"9.+*7 71+1918*

! ! 3,2,:, 54A; +,-. J-,4, @,D4B-9BA631:1A6 H删除

先调用临时表 5,6789:,;<，判定 =>? 语句，如

果含有 16@,4: 或者 .<3D:, ，则可直接调用此语句

即可；如果含有 3,2,:, ，则需先找到删除前的记

录，再执行 3,2,:, 即可。

K6@1=:416L =；

= I M @,2,B: ! 54A; 5,6789:,;<M；

>.,4N H O "D:D I >.,4N H O "D:DP,Q.,@:（=）；

将临时表中的信息调用出来

接下来判断临时表中的 =>? 语句，首先定义

临时表中的内容为 K6@1=:416L R,;<；

15（R,;<) =.S=:416L（8，T）I I F16@,4:FU U R,;<)
=.S=:416L（8，T）I I F.<3D:,F）

>.,4N9+,-. H O "D:D I >.,4N9+,-. H O "DE
:DP,Q.,@:（R,;<）；

V5（R,;<) =.S=:416L（8，T）I I F3,2,:,F）
>.,4N9+,-. H O K<<2NW<3D:,@（ H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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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语

分布式物流管理信息系统利用 #$%& 分布对

象技术和数据库，开发高效、维护方便、运行可靠，

有效地解决了物流系统的“ 瓶颈”问题，有较好的

推广应用前景。当然，目前 #$%& 的应用还受到

’()*+,- 平台的限制，但随着 .%/0 等跨平台数

据集成技术的普及，各种分布式体系结构必将进

一步走向融合，此种分布式物理管理信息系统的

设计与实现不失为一种高效、可靠、易行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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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0$12-"( 3.%$#-$4#
5’&’%"*"&- )&/.0*’-$.& 67#-"*

.=>?@ .A 8 B()C，D=E $F) 8 BF)，’E G() 8 =AF
（.HI++J +K >JLHMN+)(H- F)* O)K+NPFM(+)FJ >)C()LLN()C，.++HI+, E)(QLN-(MR，3(F)C-A .ASI+A" 41<541，$I()F）

81#-0’4-：TIL *(-MN(UAML* +UVLHM MLHI)(WAL- F)* *(-MN(UAML* *FMFUF-L FNL K(N-M ()MN+*AHL* () MI(- XFXLN，F)* #$%&（#(-MN(UAML*
$+PX+)L)M %UVLHM &+*LJ）(- L-XLH(FJJR LJFU+NFML*2 TIL) MIL FNHI(MLHMANL +K F *(-MN(UAML* -R-MLP (- *LQLJ+XL* UF-L* +) #$%&2
/HH+N*()C M+ +AN *LQLJ+X()C LYXLN(L)HL +K F Z+C(-M(H- &F)FCLPL)M O)K+NPFM(+) .R-MLP，MIL *L-(C) F)* (PXJLPL)MFM(+) +K MIL -R-[
MLP (- K()FJJR (JJA-MNFML*2
9"7:.0(#：Z&O.（Z+C(-M(H- &F)FCLPL)M O)K+NPFM(+) .R-MLP），*(-MN(UAML* +UVLHM MLHI)(WAL，*(-MN(UAML* *FMFUF-L，#$%&（#(-[
MN(UAML* $+PX+)L)M %UVLHM &+*LJ）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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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 .& ;,"4-0.0"(24-$.& <=’0’4-"0$#-$4# ./ 1 8 "-=7, 8 : 8 &$-0.1"&>"&"

$=>? .+)C
（$+JJLCL +K $ILP(-MNR F)* ](+J+CR >)C()LLN()C，BF)HIL)C O)-M(MAML +K TLHI)+J+CR，3(F)C-A BF)HIL)C" 44:55!，$I()F）

81#-0’4-：TIL MLHI)(WAL- -AHI F- HRHJ+ Q+JMFPPLMNR F)* HIN+)+H+AJ+PLMNR FNL A-L* K+N MIL NL-LFNHI +K MIL HIFNFHMLN(-M(H- +K LJLH[
MN+NL*AHM(+) +K 1 8 LMIRJ 8 : 8 )(MN+ 8 UL)SL)L 2 TIL LYXLN(PL)MFJ NL-AJM- -I+, MIFM XLF^ X+ML)M(FJ (- P+NL )LCFM(QL MIF) )(MN+UL)[
SL)L，F)* MIL *(KKA-(+) (- MIL H+)MN+J -MLX +K MIL NL*AHM(+)2 #(KKA-(+) H+LKK(H(L)M (- 52 \1 _ 15 8: HP4 ‘ -，)APULN +K NLFHM(+) ,F- <2
<2 $ANNL)M LKK(H(L)HR <7a，MIL R(LJ* +K : 8 LMIRJ F)(J()L ,F- :!a 2
9"7:.0(#：1 8 LMIRJ 8 : 8 )(MN+ 8 UL)SL)L；LJLHMN+NL*AHM(+)；*(KKA-(+) H+LKK(H(L)M；HANNL)M LKK(H(L)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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