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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选择了网络印刷服务平台数据流模型的建模方法,分析并建立了平台系统的顶层数据流模型,在此基础

上建立了平台的 1 层数据流图,依据对 1 层数据流图各节点的细化研究,进一步实现了 2 层数据流图的分析与

建立,从而实现了网络印刷服务平台数据流模型的建立,为网络印刷服务平台中数据的收集、整合以及传输研

究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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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deling methods of data flow model of web鄄to鄄print services platform were selected and the top鄄level data
flow model was established. First layer data flow diagrams were established. 2nd layer data flow diagrams were estab鄄
lished based on research of each node of the first layer data flow diagram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ata flow model for
web鄄to鄄print services platform was finally realized. The purpose was to provide basis for the data collection, integr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web鄄to鄄print services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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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网络印刷依赖于网络,是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而

出现的,它实质上是电子商务与印刷数字化工作流程

的结合。 目前,网络印刷服务平台在国内已经有了一

些应用,但是,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而言,网络印刷

服务平台的应用都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 就应用广

度而言,国内目前拥有网络印刷平台的企业并不多,
网络印刷平台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不够高。 就应用

深度而言,一些企业虽然已经采用了网络印刷平台,
但是所采用的网络印刷平台并不能完全满足实际中

的要求。
网络印刷服务平台在广度与深度上没有得到广

泛应用主要是因为平台在研发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问

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 2 个

非常关键的因素值得关注和研究。

1) 从整体来看,平台没有将企业及用户的实际

需求进行有机结合,网络印刷服务平台的功能分析也

并不十分到位,尤其是所涉及的印刷数据流向十分模

糊,缺乏系统的研究。 目前印刷企业异构平台上不同

系统之间在对各数据信息收集、归纳、整合和传播上

存有问题。
2) 从局部来看,网络印刷需要通过服务实现对

各个局部数据信息的高度集成,即需要对每项数据进

行细分和归纳。 目前网络印刷服务平台对各局部数

据信息的细化和分析不足。
总之,目前网络印刷服务平台缺乏对数据流的分

析和研究,因此针对以上 2 方面的原因,笔者对网络

印刷服务平台中数据流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在分析

的基础上建立了网络印刷服务平台的数据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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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网络印刷服务平台数据流模型建模方法的

选择

摇 摇 数据流模型采用 UML 建模,这是由于 UML 建模

法具有可视化、统一标准、表独立于过程、独立于程序

设计、示功能强大以及易于使用等特性,用这种建模

方式建立系统的功能模型恰到好处[1]。 当用于分析

系统的逻辑模型时,传统的结构化分析方法比面向对

象方法更为合适。
结构化分析方法一般是以面向过程为基本点,它

是一种顺序的线性过程,强调功能模块化和过程抽

象。 将世界中的问题域映射为数据流和加工,加工之

间通过数据流进行通信,数据流作为被动的实体被主

动的操作所加工,以过程(即操作)抽象为中心来构造

软件系统和设计程序[2]。 结构化分析方法一般利用

图形表达用户需求,经常使用的分析手段主要有数据

流图、结构化语言、数据字典以及判定表等等。 文中

选用数据流图为作为网络印刷服务平台数据流模型

的建模方法[3]。
数据流图(DFD)用以描绘数据流在系统中流动

和处理的情况,它以图形的方式刻画数据流从输入到

输出的移动变换过程[4-5],是逻辑系统的图形表示。
文中选用 Microsoft Visio 软件中的 Gane鄄Sarson 画法。

数据流图由 4 种基本符号组成。 当使用 Mi鄄
crosoft Visio 软件中的 Gane鄄Sarson 画法时,4 种基本

符号见图 1。

图 1摇 数据流图的基本符号

Fig. 1 Basic symbols of data flow diagram

图 1 中,外部项是指系统以外与系统有联系的人

或事物,它表达了该系统数据的去处和外部来源。 数

据加工指对数据的逻辑处理功能,即对数据的变换功

能。 数据存储表示某种数据保存后的逻辑统称,而不

是指保存数据的物理介质或物理地点。 数据流则是

指处理功能的输入数据或输出数据。
在对系统进行数据流建模时,一般遵循“自顶向

下冶,“自外向里冶的原则。
针对大型的软件系统,如若在一副数据流图中表

现出所有的数据流和加工过程,那么图纸将会难以理

解并且变的十分庞大复杂。 为了实现对复杂性的控

制,一般会采用“逐层分解自顶向下冶的结构化分析方

法,该方法主要体现抽象和分解原则,能够把大问题

尽量细分,分割成若干个小问题,这种分割能够使研

究变的更为方便。 0 层位于分层数据流图的顶层,它
属于第 1 层的父图,第 1 层既可以看作是 0 层图的子

图,同时又是第 2 层图的父图,依次推之。 一般情况

下,一套分层的数据流图一般由顶层、底层、中间层共

同组成。 系统的边界一般指顶层数据流图。 中间层

数据流图位于底层和顶层之间的中间层,它描述了某

个加工的分解,而构成它的组成部分又需要进行进一

步分解。 在某些较大的系统中,中间层可达 8 ~ 9 层

之多。 底层数据流图则是由一些不能再分解的加工

组成,这些加工都是足够简单的加工,又可称为基本

加工。 分层的数据流图中,父图有几个加工,它就可

以拥有几个子图。
在对系统内部每一层的数据流图进行绘制时,应

该采用“从外向里冶的方法。 对上层图中的加工进行

分解,并沿着输入输出的方向,只要数据流的组成或

值发生变化就设置一个加工,并且一直进行到输出数

据流。 如若加工的内部还有数据流可以分解,则继续

分解,直至每个加工都能足够简单。
在对网络印刷服务平台进行数据流建模时,遵循

了结构化分析方法中“自外向里冶,“自顶向下冶的原

则,并且采用“自顶向下逐层分解冶的结构化分析方

法。 分层数据流图的顶层称为 0 层,它是第 1 层的父

图,而第 1 层既是 0 层图的子图,同时又是第 2 层图

的父图,依次类推[6]。
根据网络印刷服务系统的复杂程度[7],分析并建

立 3 层数据流模型,在下文会对具体建模过程进行详

细的分析和研究。

2摇 网络印刷服务平台系统数据流模型分析及

建立过程

2. 1摇 顶层数据流模型分析及建立

顶(0)层数据流图仅用一个加工表示整个系统,
输出数据流和输入数据流为系统的输入数据和输出

数据,用以表明系统的范围,以及与外部环境的数据

交换关系,即系统的顶层数据流图表明系统的加工、
系统的外部实体(数据源)以及系统的数据流向之间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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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印刷服务平台的外部实体包括客户、系统管

理员、印刷公司以及物流公司等,为用户提供数字印

刷在线服务功能、数字印刷企业管理功能以及数字印

刷生产流程控制与管理功能,网络印刷服务平台的系

统顶层数据流图见图 2。

图 2摇 系统顶(0)层数据流

Fig. 2 Top(0) layer data flow diagram of the system

系统的边界仅由系统的顶(0)层数据流图用以确

定,对系统内部的逻辑流向和逻辑变换过程并没有加

以描述,所以,在系统顶层数据流图的基础上,需要对

其进行分层。
2. 2摇 1 层数据流图分析及建立

在图 2 的基础上,以数据源作为出发点,从整个

系统的输入端到输出端,逐步用数据流和加工连接起

来,同时对各种数据的存储进行分析,并且标明数据

流是流出还是流入文件,形成网络印刷服务平台的系

统 1 层细化数据流图,见图 3。
2. 3摇 2 层数据流图分析及建立

图 3 所示的系统 1 层数据流图已体现出网络印

刷服务平台系统的所有加工,以及各加工与数据源、
数据流及文件存储的关系,但是各加工内部的数据流

向并未体现,系统边界的数据源依然比较模糊。
在系统 1 层细化数据流图的基础上,将加工 P1,

P2,P3,P4,P5,P6 进行细化,同时,将客户数据源细化

为普通网站客户以及 iPhone 端客户,而对管理员数据

源而言,针对数字印刷在线服务系统将管理员数据源

细化为在线服务系统管理员、针对企业信息管理子系

统将管理员数据源细化为企业信息管理系统管理员、

图 3摇 系统 1 层细化数据流

Fig. 3 First layer data flow diagram of the system

针对数字资产管理子系统将管理员数据源细化为数

字资产管理系统管理员。 以加工的细化为出发点,网
络印刷服务平台的系统 2 级出细化数据流图的分析

及建立如下所述。
2. 3. 1摇 信息查询 2 层细化数据流图

对图 3 中的信息查询(P1)加工进行进一步细

化,主要针对网络印刷服务平台的在线服务端,从客

户的角度出发,将查询的信息具体分为产品信息查

询、订单信息查询、客户账户信息查询以及企业资讯

信息查询,得到信息查询加工的 2 层细化数据流图,
见图 4。

图 4摇 信息查询 2 级细化数据流

Fig. 4 2鄄level data flow diagram of information inquiry

2. 3. 2摇 账户管理 2 层细化数据流

对图 3 中的账户管理(P2)加工进行进一步细化,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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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子系统,将账户管理具体分为客户账户管理、企业信

息管理系统账户管理、数字资产管理系统账户管理,得到

账户管理的 2 层细化数据流图,见图 5。

图 5摇 账户管理 2 层细化数据流

Fig. 5 2鄄level data flow diagram of account management

2. 3. 3摇 订单管理 2 层细化数据流图

对图 3 中的订单管理(P3)加工进行进一步细

化,将订单管理具体划分为订单新建和订单修改,得
到订单管理的 2 层细化数据流图,见图 6。

图 6摇 订单管理 2 级细化数据流

Fig. 6 2鄄level data flow diagram of order management

2. 3. 4摇 企业信息管理 2 层细化数据流图

对图 3 中的企业信息管理(P4)加工进行进一步

细化,将企业信息管理划分为产品信息管理、订单信

息管理、客户信息管理以及企业资讯信息管理,得到

企业信息管理的 2 层细化数据流图,见图 7。
2. 3. 5摇 生产流程管理 2 层细化数据流图

对图 3 中的生产流程管理(P5)加工进行进一步

图 7摇 企业信息管理 2 级细化数据流

Fig. 7 2鄄level data flow diagram of enterpris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细化,将生产流程管理对印刷生产流程中的数据信息

流向进行描述,得到生产管理的 2 层细化数据流,见
图 8。

图 8摇 生产管理 2 层细化数据流

Fig. 8 2鄄level data flow diagram of process management

2. 3. 6摇 资产管理 2 层细化数据流图

对图 3 中的资产管理(P6)加工进行进一步细

化,将资产管理细化为资产检索、资产录入、以及资产

编辑[8],得到资产管理的 2 层细化数据流图,见图 9。

图 9摇 资产管理 2 层细化数据流

Fig. 9 2鄄level data flow diagram of digital asse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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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摇 结语

详细分析了平台的数据流向,从数据传递和加工

角度对网络印刷服务平台建立了数据流模型。 以 3
级 DFD(数据流图)图的方式来表达系统的逻辑功

能、数据在系统内部的逻辑流向和逻辑变换过程,可
为网络印刷服务平台原型系统的设计与开发提供逻

辑依据。 网络印刷服务平台在应用广度和深度上的

不足说明目前的网络印刷服务平台仍然存在着一定

的研究空间。 文中针对印刷服务平台数据流模型的

建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研究,该研究对建立一个用

户体验好,适合印刷企业应用,互操作性好的网络印

刷服务平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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