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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terprise SOA (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 projects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ation have to 
build strong system architecture, which in order to registered enterprises needs a variety of services. 
Anti-Patterns is a Patterns technology, but it i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model function. Anti-Patterns is 
concerned that analysis in enterprises software projects process of implementation in the negative influence 
factor. In general, the risk factor from three roles, they are developer, architect and manager. Although the 
different negative impact factors require different solutions, but Anti-Patterns can provide diverse refactoring 
solutions. Used of this technology will make project risk is controlled within the minimum range by 
implementing sustained refactoring solutions. So, this approach shows that build the high quality software 
system architecture will benefit from Anti-Patterns technology, which to suffice for enterprises service 
modeling process need is necessary. Therefore, Anti-Patterns in the use of technology in evolutionary design 
process of SOA projects is a significant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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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企业在实施 SOA 项目过程中需要建立一个良好的系统架构，目的是在系统架构中注册企业
所需要的各种不同服务。为了满足系统架构设计所提出的高质量要求，在软件项目实施过程中采用反
模式技术分析的设计过程中的负影响力因素，进而实施持续的重构解决方案把开发过程中的风险因素
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实现高质量的系统架构满足服务建模的要求。所以，在 SOA 的演进式设计过程中
采用反模式技术是一项有意义的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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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企业级的软件架构设计[1]目标通常希望软件架构

具备低复杂性、高可重用性、高适应性以及业务功能

和 技 术 支 撑 分 离 等 特 性 。 因 此 ， 从 SOA

（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的概念提出至今为止世

界上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企业都希望运用 SOA 设计原

则[2]帮助自己在业务流程重组中实现企业业务信息化

集成。目的是企业能够在面向服务处理的流程中实时、

准确的执行企业制定的各项服务策略，以满足业务客

户的各种服务需求。可是，在实施以 SOA 设计原则为

标准的企业信息化集成过程中，始终没有一种良好的

开发模型能够充分满足每个企业不同服务的要求。这

说明实施以 SOA 设计原则为标准的企业信息化集成

过程具有很强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当前很多

组织机构都在研究和探索从现有的软件系统开发模型

中找出能够较好适用于 SOA 项目实施过程的开发模

型。目前，这个领域内相关的研究重点和热点主要是

以迭代开发策略为基础的开发模型。本文选用基于迭

代式开发策略的演进式开发模型为基础，探讨演进

式开发模型在 SOA 项目实施中运用可以采用的技

术路线。 

2. SOA 设计原则及特性 

软件系统分析设计方法的发展从最初的结构化分

析设计逐步过渡到面向服务的分析设计方法，每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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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设计方法都有自身的设计原则和特性，基于 SOA

分析设计的方法是一种始终以服务建模为核心的系统

分析方法，因此基于 SOA 的分析设计原则可以从：基

本层、服务支持层、业务流程层，这 3 个层次[3]中找

出对应的分析设计原则，如表 1 所示： 

从表1中可以看出SOA分析设计过程中不同层次

的分析设计原则应遵循的重点。依据这些分析设计原

则，可以作为演进式开发模型的基本指导原则，为开

发过程中应采用什么样的技术路线和策略确立了明确

的标准。 

3. 演进式开发模型 

一般基于迭代策略的开发模型[4]有：增量式、演

进式、增量提交式、单次迭代式，结合 RUP（Rational 

Unified Process）的 4 个工作过程（先启、精化、构建、

产品化）分析这 4 种不同开发方式的特性，如表 2 所示： 

因为 SOA 项目的特点一般是架构风险较大，在系

统建立初期需要明确架构的结构，当架构设计完成的

时候对应的系统服务也注册成功。所以演进式开发模

型更适用于 SOA 项目的实施。演进式开发存在对在演

进式开发过程中需要采用那些技术路线实现风险降

低，以保证最终软件系统的可靠性。开发风险是软件

系统开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种重要因素，在这里可

以把风险的各种影响力看作是一种原力[5]的组成。所

以，在演进式开发过程中需要引入反模式技术分解原

力成分达到有效的降低风险。 

4. 反模式演进开发过程 

模式设计先驱 Jim Coplien 在对反模式的研究活 

 
Table 1. Level of SOA analysis and design  

表 1 .SOA 分析设计层次 

层次 基本分析设计原则 服务建模 

基本层 
重用性，粒度，模块化，可组合

性，构件化以及交互操作性 
服务实现 

服务支持层 符合标准(通用的或行业的) 服务定义 

业务流程层 
服务的识别和分类，提供和发

布，监控和跟踪。 
服务识别 

 
Table2. Features of iterative strategy development model  

表 2 迭代策略开发模型特性 

开发模型 适用架构风险度 
架构迭

代次数 
项 目

规模 
主 要 工

作阶段 

增量式 适用较小风险 多次 小 构建 

演进式 适用较大风险 多次 大 精化 

增量提交式 适用一般风险 多次 中 产品化 

单次迭代 适用较小风险 一次 小 产品化 

动中指出“对反模式的研究是一项重要的研究活动。

仅仅在一个成功的系统中展现出‘好’的模式是不够

的；还必须说明这些模式不会出现在不成功的系统中。

与之相似，揭示出特定模式（反模式）出现在不成功

的系统中，而不会出现在成功的系统中同样有益。”，

所以反模式是关注软件系统开发中负面影响力的一个

新的研究方向。尽管模式设计已经被广泛的应用在各

种软件系统设计中，包括 SOA 项目。虽然过去在 SOA

项目分析设计中采用反模式技术的例子并不多见，但

是在 SOA 项目中已经采用了一些类似反模式技术的

方法，把 SOA 软件系统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因素按

层次、粒度、级别、领域、人员角色等标准对相应的

风险因素进行有效的划分，达到对开发风险有目的实

施控制。随着反模式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在 SOA

软件系统开发过程中从软件系统的层次上可以把反模

式的类型分为[5][6]3 类：软件开发性反模式、软件架构

性反模式和软件项目管理性反模式，其特点如下： 

1) 软件开发性反模式：指出开发过程中可能遇到的

技术性问题和对应处理的解决方案。属于基本层

的反模式，主要面向的是程序设计一类的人员。 

2) 软件架构性反模式：确立规划系统结构过程中可

能遇到的问题和对应的解决方案。属于服务支持

层（系统架构）的反模式。主要面向的是系统架

构分析师一类的人员。 

3) 软件项目管理性反模式：指开发团队在软件系统

开发过程和软件项目管理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和对应的解决方案。属于业务流程层的反模式，

主要面向的是软件系统项目的管理者一类的

人员。 

SOA 项目分析设计过程中采用什么样的架构设

计才能满足对应的服务模型是一项重要的任务，这也

是 SOA 项目分析设计的重点之一。经历多次 SOA 项

目实践后，人们已经在面向服务领域内的分析设计过

程中找到一些存在的反模式[7]，如下： 

1) 多头服务：一个服务承担了其他多个服务的职

能，服务可用性差，耦合度高。 

2) 过小服务：一个服务需要多个服务的支持才能完

成处理，服务可用性差，耦合度高。 

3) 烟囱服务：在不同多个独立的服务中，存在相同

功能需求被差异化实现的实例，使得软件系统面

向用户服务处理过程中功能出现不一致性。从而

降低了服务的可靠性和正确性。 

4) 客户完成服务：一个服务集合在客户组件中，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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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原有的通用性脱离服务层，使得对于其它不同

客户应提供的服务出现缺失。 

以上存在的反模式指出面向服务架构设计过程中可

能出现的负面设计，要解决这些问题可以采用对应的重

构技术。通常采用的重构技术解决方案是：接口划分、

接口合并、技术服务层、跨层重构，如表 3 所示： 

通过以上分析并结合 RUP 分析设计过程，提取演

进式开发执行过程片段可以得到：如图 1 所示： 

通过图中演进式开发片段的流程分析，可以看到

在 SOA 项目分析设计实施过程中随着开发过程的推

进，代价最高的是在产品化阶段的项目管理反模式引

发的重构过程，代价最小的是架构性反模式引发的重

构过程。因此，演进式开发在精化阶段的多次迭代可

以充分有效的降低 SOA 项目在推进过程中的风险。经

过精化阶段的多次迭代建立的系统架构也满足 SOA

分析设计的相关原则。反模式在整个开发过程中始终

是一种驱动力，也是一种持续的集成过程。在持续的

集成过程中避免错误方案的延伸，并采取较小的代价 

 
Table 3. Anti-patterns and Refactoring solutions 

表 3.反模式与重构方案 

反模式 重构方案 层次 粒度 反模式类型 

多头服务 接口划分 基本层 细 
软件开发性反模

式 

过小服务 接口合并 基本层 细 
软件开发性反模

式 

烟囱服务 
技术服务

层 
服务支

持层 
中 

软件架构性反模

式 
客户完成

服务 
跨层重构 

业务流

程层 
粗 

软件项目管理性

反模式 

 

[Y]

[Y]

先启 精化 构建 产品化

[N]

[N]

[Y]

[N]
[Y][Y]

[Y][Y]

服务识别

服务定义

解决方案

架构性反模式

重构

验证架构

服务实现

开发性反模式

验证组件

服务部署

验证注册服务

项目管理反模式

 

Figure 1. Fragment of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process  

图 1.演进式开发过程片段 

最大限度的提升系统架构的质量。 

5. 总结与展望 

反模式技术引入到 SOA 的演进式开发过程中后

能使SOA项目在分析设计过程中从 3个层次对软件系

统开发过程中的风险进行控制。因此，SOA 演进式开

发过程在反模式技术的支持下避免了错误的延伸，同

时驱动重构方案的持续进行，增强企业在实施基于

SOA 原则的信息集成系统过程的可控制性，使得软件

系统架构的质量得到了有效保证。 

基于反模式技术的 SOA 演化开发过程可以推广

为一个模型，如下图所示： 

从图中看到改进的演进式开发模型通过对未知和

已知错误的有力控制，把风险因素作用的范围控制在

较低水平有利于软件系统架构的成功实现。引入了反

模式技术的演进式开发过程实质上从影响软件系统开

发的两个对立因素出发，在单纯的模式复用路线上，

建立负影响力的因素主导的反模式技术路线，这导致 

 

[Y]

[N]

运用模式

模式复用

验证模式 反模式

重构方案

反模式模板

模式模板

演进式开发规则库

 

Figure 2. Improved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process model 

图 2.改进的演进式开发过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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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解决方案的提出，目的是在开发过程中尽量的避

免未知错误的扩散和延伸。反模式现在还在不断的发

展完善，项目实践中还会产生很多不同的反模式，通

过反模式的模板化定义，把这些反模式不断的积累起

来，反模式才会成为一种新的模式，代表一类应该避

免的错误以及对应的解决策略，只有这样做才能使反

模式技术具备良好的可推广性。才能在演进式开发规

则库中通过不断的积累和实践，构建出各种适用于不

同软件系统分析设计的规则与模板，实现软件分析设

计复用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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