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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各行各业都实现了线上办公,软件的功能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强

大,不同的使用场景对软件功能的需求自然也就不同,所以软件的可重复利用值得大家研究。“框架+插

件”的软件设计,能够实现软件柔性重组,最大化的重复利用,实现信息系统在不同使用场景下按需重组、

灵活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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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technology, all walks of life have realized online office, the 

function of software is more and more powerful, different use scenarios of the software function of the demand 

is naturally different, so the reuse of software is worth studying. The software design of "framework + plug-in" 

can realize the flexible recombination of software, maximize the reuse, and realize the recombination and 

flexible configuration of information system in different use scenar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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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构架是软件系统的核心,它对于整个软件系统的设计

开发和使用具有深远的影响。软件构架并不会随着某个软件系

统生命期的结束而终结。目前。大多数的软件设计者一直接受

的是完全按照系统的技术需求表述进行系统设计,而忽略了软

件构架对于整个软件的作用。本文对软件构架进一步描述,目的

在于引起软件开发人员对于软件构架的重视。 

1 设计原则 

系统软件设计贯彻“1+X”能力建设思路,主要考虑以下

方面： 

(1)1套平台,多类型应用支持。系统软件为办公信息系统提

供任务策划与分发、导调控制及监视等等功能,应具备使用人员

不同软件功能也不同的能力。从软件系统架构、业务系统构建、

业务支撑环境等方面进行全面考虑和精心设计,需要构建能够

支撑多类型应用的软件平台,包括消息总线、数据访问等基础服

务、服务管理和插件集成等,平台需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高效扩

充性、扩展性,并且随着各种资源(模型、模板、服务、流程、

数据等)的积累,不断提升平台能力,实现平台持续演化。另一方

面,制定相应的集成规范、数据交换规范等,使得各类应用能够

基于统一的软件平台进行规范化开发,易于集成,灵活运用。 

(2)1套系统,多任务并行支持。系统软件面向多人员、多职

责的需求,采用一体化设计,针对任务制定与分发、综合监控、

数据采集、分析评估等功能,统筹共性、适配差异,进行客户端

和服务功能的综合设计,形成办公信息系统。根据任务需要,按

需组织、灵活编配,从系统中快速构建出定制化的软件系统,有

效实现1套系统支持多任务并行的能力。 

(3)1套系统,多系统适配。按照不同的系统应用需求,统筹

考虑全部需求,进行全集功能开发,按照组件化封装、服务集成

技术实现功能重组、业务系统重组和系统优化配置,满足信息系

统在不同使用场景下按需重组、灵活配置需求。注重面向服务,

实现易扩展和提升。信息系统设计过程中通过服务编排、服务

重组等技术,实现功能流程可重组、服务构件按需无缝插接和调

用,同时对信息系统提出的功能升级、业务扩展和能力提升等要

求预留接口。 

2 软件技术架构设计 

为了提升软件开发效率,同时提升系统的稳定性等,系统软

件总体架构采用微服务架构,通过分解大业务处理逻辑,将复杂

处理拆分到多个服务中实现。 

又考虑到办公软件功能柔性重组和扩展需求,需要使功能

组件化,并能方便地实现功能扩展。因此在前端桌面应用采用

“框架+插件”技术,搭建统一的前端集成框架,并开发基于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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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应用插件,通过插拔组装插件形成功能不同的办公系统专

用软件；前端Web应用采用“框架+业务页面片段”技术,提高界

面渲染效率,提升界面显示速度,同时通过灵活组合页面片段,

实现界面功能的多元化展示。 

综上所述,系统软件技术架构模式定义为“微服务+集成框

架”。前端应用开发可采用QT,基于统一的集成框架,开发功能插

件；Web应用采用基于Java的SpringMVC框架开发,基于统一的

Web展现框架,开发业务片段页面；服务采用基于Java的

SpringCloud框架开发。 

系统软件按照界面、服务和数据独立设计、集成融合的技

术架构,分离界面、服务和数据的硬关联,降低界面、服务与数

据的耦合性,减少数据、服务和界面关联带来的系统臃肿、冗余、

效率不高和操作展现复杂等问题,面向最终用户构建精简、高

效、可按需配置的信息系统软件。 

(1)数据的独立设计,可向各业务功能域提供一致的数据信

息,避免各业务要素对数据的理解不一致性；提供统一的数据访

问接口,隔离不同数据库的差异,数据访问层采用主流开源技术

MyBatis进行数据访问层的开发,该技术能够采用配置化的方式

对SQL进行管理,又具备ORM(对象与关系模型映射)的能力,既有

Hibernate等ORM框架的易用性,又能对SQL进行优化配置获得较

高的性能。 

(2)服务的独立设计,可实现业务逻辑、模型算法的精细化

构建,按照各业务信息流程和逻辑,精确化组装信息系统；通过

统一的微服务治理框架实现对微服务集群的统一管理,实现业

务服务的统一注册、统一监控和服务的订阅；通过服务接口调

用隔离客户端对业务逻辑的依赖,实现轻量的客户端实现,将复

杂的业务隔离到服务端；通过消息总线接口实现消息的异步发

送,同时实现异构系统之间的信息交互；通过对不同业务服务的

组合部署,实现典型的应用系统部署模式,满足不同的应用场

景；通过对业务服务的水平扩容可以实现系统的性能提升。 

(3)界面的独立设计,可向用户提供界面展现的深度定制、

个性化定制能力,实现功能的动态调整和柔性重组,有利于向用

户提供符合实际使用和操作需求的界面展现,提高系统操作效

率。针对桌面和Web两类应用,分别通过客户端集成框架和Web

展现框架提供的注册加载、界面展现、事件调用等接口,集成

业务插件和业务展示页面,构建完整的桌面应用软件和Web应

用软件。 

3 前端集成框架技术设计 

3.1作用与用途 

前端业务柔性重组,是提升软件信息系统使用灵活性的重

要手段。由于信息系统定位不同,针对不同使用场景,各个软件

的功能有所侧重,因此不能完全固化软件功能,而是应该具备一

定的柔性重组能力,根据使用场景要求,灵活配置信息系统的软

件功能。 

集成框架技术是实现业务柔性重组的技术手段,同时也更

有利于系统模块化开发和系统综合集成。因此信息系统的前端

业务应用采用集成框架技术进行开发,按照应用形态分为桌面

应用和Web应用两类。 

采用“即插即用”软件开发技术,把前端业务应用软件分成

框架和插件两个部分。框架与插件能够互相通信,而且在框架程

序不变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增减或修改插件来调整软件功能。 

框架所完成的功能为系统的核心和基础,这些基本功能既

可为用户使用,也可为插件使用,因此把框架基本功能分为两个

部分,内核功能和插件处理功能。框架的内核功能是整个系统的

重要功能,提供基础的通用功能。框架的插件处理功能用于扩展

框架和管理插件,为插件操纵框架和与插件通信提供标准框架

扩展接口。 

框架定义了两个标准接口,一个为由框架所实现的框架接

口,一个为插件所实现的插件接口。框架接口完全由框架实现,

插件只是调用和使用,插件接口完全由插件实现,框架只是调用

和使用。框架接口实现插件向框架方向的单向通信,插件通过框

架接口可获取框架的各种资源和数据,插件接口为框架向插件

方向的单向通信,框架通过插件接口调用插件所实现的功能。 

3.2前端集成框架功能模块组成和描述 

(1)插件管理。整体管理所有插件,负责所有插件的载入、

验证、初始化、释放、插件命令执行等。其中,插件命令执行功

能,能将菜单、状态栏等触发动作与插件中定义的执行命令相关

联,执行特定的功能。 

(2)消息管理。软件集成框架通过插件管理接口,支持插件

与插件之间、插件与框架之间的数据和事件传递。软件集成框

架提供插件与插件之间传递数据接口,支持插件向其他插件传

递内存数据,数据格式由两个插件之间约定。软件集成框架提供

事件接口,支持插件向软件集成框架、获取菜单状态、控制界面

显示隐藏、鼠标左右键消息、键盘按键消息等功能。 

(3)插件组装。由插件定制和插件组装两部分组成。插件定

制服务于插件组装,提供单个插件的配置功能,生成单个插件的

配置文件。插件组装基于插件配置,能够将多个插件组装成应用

软件,为应用软件的定制界面生成配置文件。 

(4)部署升级。提供软件部署升级功能。提供软件部署、配

置功能,实现无人值守状态下的软件插件升级替换和不打扰用

户操作情况下的软件在线更新。 

(5)界面布局管理。软件集成框架启动时,读取插件的界

面描述文件,根据配置文件提供的详细的配置属性,进行统一

布局。 

(6)服务调用。提供统一的服务接口和消息总线服务接口,

支持功能插件与服务网关进行通信,获取服务实例；功能插件与

服务、功能插件之间订阅/发布异步消息传递机制。 

4 Web展现框架设计 

Web框架采用主流的MVC架构的SpringMVC框架进行开发,搭

配SpringBoot自动装配功能(采用习惯优于配置和自动配置的

策略),实现Web应用的快速开发。同时,基于SpringBoot的开发

框架,支持轻量级和嵌入式容器部署,方便部署管理。在设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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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基于用户和角色的方式实现界面的动态组合,通过授权管

理实现不同用户的不同权限管理。在界面展示方面,采用开发界

面展现集成框架加页面片段的方式进行开发,以提高界面渲染

效率,提升界面显示速度。 

Web应用的集成采用开发界面展现集成框架加页面片段的

方式进行集成,即在总体结构上把界面分为界面展现框架(包含

标题栏、菜单导航栏、状态栏和业务显示区)和业务界面片段两

大部分,框架负责加载公共部分并提供业务界面片段集成区域,

业务界面片段负责嵌入界面展示框架并显示业务视图,通过菜

单导航栏来进行不同业务视图的展示。菜单导航栏可以通过导

航栏配置界面进行配置,来实现不同业务的界面集成,通过用户

和角色的限制来实现不同业务的灵活组合。 

5 服务管理框架设计 

5.1作用与用途 

微服务管理框架管理所有服务注册和发布；消息总线负责

服务之间、服务和应用之间消息通信；基础服务为业务服务和

前端应用提供基础通用功能支持,如数据汇集、数据分发、数据

信息处理、通信录、信息分发服务等；业务服务是支撑前端应

用的业务处理和计算等,业务服务即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开发

设计不同的服务。 

信息系统服务集成采用基于容器编排的方式进行集成,通

过docker Compose file来定义业务所需的服务集合,在编排文

件中定义每一个业务服务的名称、服务镜像的地址、服务部署

策略(实例部署个数、重启策略、部署机器限制等)、服务暴露

的端口、服务使用的网络等,同时还可设置服务运行时的环境变

量、服务依赖的服务等。 

5.2服务管理框架模块的功能组成和描述 

(1)服务注册发现。微服务架构是由一系列职责单一的细粒

度服务构成的网状结构,服务之间通过轻量机制进行通信,服务

的提供方要注册报告服务地址,服务的调用方要能发现目标服

务。服务的注册发现功能就是提供对服务信息的注册与发现,

对于已发布的服务进行健康监测,更新注册列表。 

(2)服务配置管理。微服务有很多依赖配置,某些配置参数

在服务运行期间可能还要动态修改,传统的使用xml、yml等配置

文件打包在应用内的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微服务架构模式的需求,

因此需要一个动态的配置中心来统一管理微服务的配置信息。

服务配置管理的功能是提供动态的配置中心来统一管理微服务

的配置管理信息。 

(3)服务访问管理。服务的访问管理功能提供统一的服务访

问接口,具备服务动态路由、限流容错、身份认证和安全控制等

功能,使得微服务集群提供统一的访问入口,隔离客户端与内部

系统之间的关联。 

(3)服务监控管理。服务监控管理的功能主要是提供对服

务状态监控、服务调用链监控、运行日志监控和健康检查和

告警等。 

(4)服务部署管理。服务部署管理的功能主要是提供对服务

集群的统一编排和部署,提供典型应用的编排模板。 

6 结束语 

按照集成框架+微服务的方式进行软件设计,可以有效避免

软件设计师的重复设计与开发,框架重复利用,也增加了软件的

可靠性和稳定性,插件以及微服务的个性化定制就能实现软件

功能的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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