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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企业信息化建设，提高了企业生产、管理、决策过程的效率、水平与经济
效益。
随着信息系统应用的深入，越来越多的部门不再满足于本部门的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开始提出跨部
门、跨域的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
然而，由于发展阶段、具体应用和管理体制等方面的不同，目前大多数信息系统之间存在着技术标准
、构成、运作机制和水平的差异，各系统处于分隔孤立状态，缺乏统一标准，集成度较低。
各个领域产生的海量信息被分别保存在互不兼容、自成一体的小系统中，具有广泛分布、深度异构、
分散自治的特点，成为一个个“信息孤岛”，信息没有得到深层次的充分利用，为各个行业“全息管
理”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以我国交通信息化发展为例，我国交通系统目前基本处于“各自为政”的局面，具有异构、时空分布
和支持单一业务的特征，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和全局效率的低下，没有形成面向全局的业务支撑和面
向全局应用的信息集成，不能满足不同层次的实体问面向不同任务的应用需求，无法满足社会和经济
发展对运输业越来越高的安全、效率和服务品质的要求。
　　在各业务系统物理上广泛互联和支持系统逻辑可重构性的前提下，如何实现各业务系统的信息有
效集成，如何实现面向不同应用、不同形式的业务信息共享与应用，是目前业务系统急需解决的关键
问题。
　　互操作是实现不同信息系统协调工作、共享信息的核心技术，是解决分布式、异构系统集成应用
的有效方法。
在IEEE《标准计算机词典》中对互操作的解释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组件可以彼此交换信息并
有使用所交换信息的能力。
互操作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互操作体系框架、算法模型、实现关键技术、平台与应用，如图0-1所示。
　　作为信息化进程开始较早、各业务信息化程度较高的轨道交通行业，信息互操作程度低造成的各
业务间协同困难和信息系统整体效率不高一直是困扰和阻碍铁路信息系统发展及信息化进程推进的瓶
颈问题。
因此，早在20世纪末，铁道部等部门就开始着手寻求解决信息系统互操作以及基于互操作的信息系统
集成技术途径；同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科技部也开始支持相关的理论与关键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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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信息系统互操作理论、技术与交通应用》是作者长期从事智能系统与安全技术研究的基础理论
、关键技术和工程应用等方面的成果总结。
《信息系统互操作理论、技术与交通应用》重点阐述了信息系统互操作的一些重要共性问题，包括：
互操作体系框架、理论及应用模型，互操作核心算法，互操作平台构建、实现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等
；信息系统互操作体系框架，互操作与元数据的关系，支持分布式、异构、局部自治和高性能系统互
联的开放互操作模型，以及面向分布式、异构系统的信息系统互操作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
　　《信息系统互操作理论、技术与交通应用》可供从事交通运输工程、计算机技术等相关领域理论
研究和技术开发的科技人员，以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教师和研究生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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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广义互操作到狭义互操作，可以认为是互操作的形式发生了改变，从过去以人为中心的组织之
间的行为转变为以信息为中心的信息域组织之间的行为。
　　狭义互操作传统上是指“不同平台或编程语言之间交换和共享数据的能力”。
为了达到平台或编程语言之间交换和共享数据的目的，其包括硬件、网络、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
应用软件、数据格式、数据语义等不同层次的互操作，问题涉及运行环境、体系结构、应用流程、安
全管理、操作控制、实现技术、语言、数据模型等。
在IEEE《标准计算机词典》中对狭义互操作的解释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组件可以彼此交换信
息并有使用所交换信息的能力。
本研究要解决的互操作问题，重点在信息系统之间的互操作。
根据上述对“互操作”的定义，信息系统之间的互操作可以定义为“不同的信息系统之间共享信息或
依据所共享的信息而做出行为的能力”，包括数据、信息和系统层次的互操作，但不包括硬件、网络
和操作系统层面的底层互操作。
　　信息系统是信息的载体，因此谈及信息系统间的互操作，首先要解决信息互操作问题。
本研究将信息互操作定义为：相互独立的信息系统之间进行有意义的信息交换的能力，系统能够理解
交换信息的格式、含义和属性。
信息互操作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彼此独立的、自治的系统能够为跨域系统的信息协作提供支持。
信息互操作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网络上形形色色的信息源，可以是结构化的数据、非结构化或半结构化
的信息、文件系统和知识库等。
　　信息系统的异构是一种状态，而互操作一般而言必须是一种交互行为：一方提供服务而另一方接
受服务，其中必然包含两个系统（实体）之间的信息交流过程，否则就不是互操作。
例如，一个椅子靠近一个桌子，或者安装于同一台电脑上的两个毫无关系的软件，就不存在互操作。
　　作为一种行为，信息系统之间的互操作可以分为设计时互操作和进行时互操作。
顾名思义，设计时互操作是指系统之间的互操作在系统建立阶段已经根据明确的需求进行设计，而进
行时互操作需要等两个异构的系统有进行交互的需求的时候，如检索提问式实时分发到不同系统的时
候，才进行互操作。
可以看到，设计时互操作比较适用于封闭、成熟和集中式的信息系统或领域，其在数据格式、语法、
语义、服务质量等方面都是可控的，而运行时互操作更加适合于开放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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