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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BSP 方法的水资源管理业务系统划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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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水资源管理业务系统划分是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规划的主要内容之一。基于 BSP ( Business System Plan2

ning)方法,通过对水资源管理目标和业务过程的识别和梳理,建立了水资源管理业务模型, 用来定义数据类,构建

C2U 矩阵。最后, 通过对 C2U 矩阵中数据关系的分析, 对水资源管理业务子系统进行了划分。据此划分的水资源

管理业务系统以数据和数据关系为核心,独立于业务组织结构,对业务环境变更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可以用稳定的

数据结构支撑较长时间的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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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Business System Division Based on BSP Method

MA Shu2jiao1, 2 , ZH AO H ong2li1 , JIANG Yun2zhong 1 , T IAN Jing2huan2 , ZH ANG Xiao2juan3

( 1. China Ins titute of Water Resour ces and H ydropow er Resear ch, Beij ing 100038, China;

2. N orth China Univer sity of Water R esour ces and Electr ic P ower , Zhengzhou 450011, China;

3. Beij ing Water Inf ormation Management Center , Beij ing 100038, China)

Abstract: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business sy st em div ision is one of the main contents o f w 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in2

fo rmation sy stem planning. Based on the BSP ( Business Sy stem Planning) met hod and the ident ification and o rdination of w 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pr ocesses, a w ater management business model w as developed, w hich w as used to define the

data class and to construct the C2U matrix; Through the analysis o f data relat ionships in the C2U matr ix , the business subsys2

tems w ere divided f or the w ater r esources management business sy stem. T he co re of the obt ained w ater management business

sy stem division w as data and dat a r elationships. Fur thermore, the sy st em w as independent o f the o rg anizational structur e, thus it

had strong adaptability t o the env ironmental change. The stable data str ucture can be used to support a long2time development

of w ater r esour ces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Key words:w 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BSP ; information sy stem planning; division o f subsystem; C2U matr ix

  近三十年来,随着数据库技术和软件工程方法的逐渐发

展,我国越来越多的部门开展了信息化建设, 不断开发了部

门内部网和各类业务应用系统。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多年

来分散开发或引进的信息系统, 互相之间不能信息共享 ,业

务不能顺利流转和协同,形成了许多/ 信息孤岛0 [1]。美国等

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学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针对/ 信息

孤岛0问题,提出了基于信息工程理论的方法,如战略数据规

划法( Str ategic Data P lanning , SDP)、业务系统规划法( Busi2

ness Sy st em Planning, BSP)等,强调以稳定的数据结构为基

础,进行信息系统建设规划和实施。这些方法对解决已有系

统整合、整体系统规划和发展问题, 提供了极大帮助, 值得

借鉴。

水资源管理业务系统划分是水资源管理信息化规划的

主要内容之一,目的是为区域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规划建设

确定子系统划分和业务模块组成,因此系统划分的合理性和

科学性对于水资源管理系统建设的效率和持续稳定具有重

要意义。传统的业务系统规划中,对于子系统的划分通常以

规划人员的主观判断为主,缺乏客观的评判依据。本文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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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 方法, 建立了水资源管理各项业务的数据模型, 根据业

务数据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进行了水资源管理业务应用系

统的划分研究,得到了基于业务数据关系、独立于业务机构

划分的水资源管理业务系统结构,为水资源管理系统规划提

供了一种有科学依据的总体业务架构设计方案。

1  BSP方法介绍

BSP 方法由美国 IBM 公司于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提出,

是一种把通用的数据库技术贯穿于企业组织形式之中的信

息系统规划方法[2]。通过 BSP 方法建立的信息体系结构是

独立于企业现行组织之外的,信息系统具有对环境变更的适

应性。当企业自身进行改组时, 它的信息结构不会随之变

化[ 3]。BSP 方法工作流程见图 1 [4]。

图 1  BSP 方法工作流程

Fig. 1  Flow chart of BSP meth od

BSP方法通过调研水务部门高层领导, 获得水资源管理

目标 ,调研业务部门领导, 获得业务部门职责,进而划分水资

源管理业务职能域,建立业务模型, 定义数据类,构建 C2U 矩

阵,最终实现子系统的划分。

2  水资源管理业务系统规划

2. 1  水资源管理政务目标分析
实现对水资源的合理开发,高效利用、优化配置、科学管

理、全面节约、有效保护和综合治理,推动传统水利向现代水

利、可持续发展水利转变, 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撑经济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是当前各水务部门的主要目标和任务。

根据调研,分析水务部门主要的水资源管理目标任务如下。

( 1)保证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 实现统一管理水资源 (包

括地表水、地下水、再生水、外调水) ;会同有关部门拟订水资

源中长期和年度供求计划, 并监督实施; 组织实施水资源论

证制度和取水许可制度; 组织征收水资源费; 实现饮用水水

源保护和农民安全饮水。

( 2)实现供水、排水行业的监督管理;组织实施排水许可制

度;拟订供水、排水行业的技术标准、管理规范,并监督实施。

( 3)实现节约用水; 拟订节约用水政策, 编制节约用水规

划,制定有关标准, 并监督实施;指导和推动节水型社会建设

工作。

( 4)实现河道、水库、湖泊、堤防的管理与保护工作,监测

江河湖库的水质、水量, 审定水域纳污能力, 并监督管理 ;组

织水务工程的建设与运行管理;实现应急水源地管理。

( 5)完成水务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 监督、指导水务

行业安全生产工作。

( 6)实现水务科技、信息化工作; 指导科技成果的推广

应用。

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规划,需要围绕上述目标及职责而

制定,以信息技术支撑水资源管理政务目标的实现。

2. 2  职能域划分
根据对水务部门组织机构和业务功能的调研结果, 有针

对性地从信息技术支持的角度审视各部门业务及业务过程,

可以发现水务部门现有的组织机构是按照传统的职能进行

划分, 这种传统的水资源管理模式使部门和业务之间具有相

对独立性,导致业务是面向部门的。而信息时代的水资源管

理模式,提出了面向业务过程的用户需求, 用工作流的角度

思考这个问题,即许多业务过程是跨部门实现的, 这就需要

从管理模式的角度,重新审视部门、业务及业务过程, 梳理出

适合面向业务过程的管理模式,即职能域[ 5]。

职能域划分不等同于部门划分 ,但其覆盖所有部门, 通

常一个职能域对应一个或多个部门。职能域具有稳定性和

行业特点,是业务领域的抽象。研究定义职能域是业务过程

识别中的重要工作, 职能域一经识别定义, 就要保持相对稳

定性。这项工作需要在水务部门高层管理人员的参与下

完成[ 6]。

根据水资源管理目标和水务部门的职责,可把水资源管

理按照业务流程划分为水资源基础信息监测与评价、水源管

理、水量分配管理、取水管理、供水管理、用水管理、排水管

理、水资源保护管理等 8 个职能域。

2. 3  水资源管理业务模型建立
业务模型是指通过对水资源管理业务活动的分析, 用结

构化方法概括水资源管理的功能结构, 采用/职能域 ) 业务

过程 ) 业务活动0三层结构表达的业务框架。每个职能域包

含若干个职能,每个职能由若干个业务过程组成, 同时, 每个

业务过程还包括若干个业务活动。

对每个职能域进行分解, 分别建立业务模型, 通过归纳

整理进而得到全域业务模型。以用水管理职能域为例, 业务

模型如表 1 所示,业务流程之间的关系见图 2。

表 1 用水管理职能域业务模型
T ab le 1  Busin ess model of fu nct ion dom ain for w ater man agemen t

序号 业务过程 业务活动

1 用水定额管理 编制用水定额

2 用水计划管理
经济社会信息统计

用水计划指标申报

3 用水监督管理

编制年度用水计划

用水量信息监测管理

重点用水户监督管理

4 节水管理
节水指标管理

节水技术与产品管理

, , ,

2. 4  数据类定义
定义数据类通常有两种方法, 即实体法和功能法, 实体

法是指从业务实体中抽象出联系于每个实体生命周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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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种数据。功能法是寻求每一个业务过程和业务活动所

需要的输入和输出,进行归纳整理, 得到数据类。本文采用

功能法,即分析每一个业务过程和业务活动需要输入什么数

据、输出什么数据,是一项耗时, 繁杂的过程, 也是业务系统

划分中关键性过程,需要水务部门相关人员和信息技术人员

共同参与完成[7]。表 2 为用水管理职能域数据类定义。

图 2  用水管理职能域业务流程图
Fig. 2  Business process diagram of funct ion domain for w ater managem ent

表 2  用水管理职能域数据类定义

T ab le 2  Data def init ion of funct ion domain for w ater management

职能域名 业务过程 业务活动 数据类

用水

信息域

用水计

划管理

  经济社会信息

统计、录入用水定

额、录入年度水量

分配方案、用水计

划指标申报、编制

年度用水计划

  用水定额、经济

社会信息、年度水量

分配指标、年度用水

计划、取水许可总量

控制指标、用水户申

报年度用水计划指标

2. 5  C2U 矩阵构建
通过对业务活动和数据类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构建水

资源管理业务 C2U 矩阵。符号 C( Create)表示该数据类由相

应业务活动产生,符号 U( Use)表示该业务活动使用了相应

数据类。C2U 矩阵的横坐标表示相关数据类,纵坐标表示相

关业务活动,它详细的描述了业务活动对数据类的使用情

况,每一项业务活动使用了哪些数据项,输出了哪些数据项,

具有客观性、直观性、全面性,真实的反映了整个业务活动和

数据之间的关联。部分 C2U 矩阵见图 3。

业务活动

数据

经济

社会
信息

雨水情

监测
信息

历史水

文数据
库

地表来

水量信
息预报

水资源

评价成
果

水质

监测
信息

水资源

质量评
价类信

用水

定额
信息

节水技

术与
产品

年度用

水计划
指标

年度用

水计划
(分区)

计划

节水
指标

重点用

水户水
量水质

用水量

(统
计) 信

需水
信息

雨水情监测

水文资料整编

水文水资源预测预报

水文水资源分析评价

水环境监测

水环境分析评价

编制用水定额

节水技术与产品管理

用水计划指标申报

年度用水计划编制

节水指标制定

重点用水户监督管理

用水量信息监测管理

需水预测

U

U

U

C

U C

U U C

U C

C

U C

C

C

U C

U U C

U C

U U C

C

U U U C

图 3 C2U 矩阵(部分)

Fig. 3  C2U matrix

2. 6  子系统划分
根据水资源管理 C2U 矩阵, 划分子系统,步骤如下。

( 1)将业务活动按业务的相关性调整顺序,使符号 U 尽

可能排在对角线以下。

( 2)调整数据类排列顺序, 使矩阵中的 C 尽可能靠近对

角线。

( 3)在 C 和 U 集中的地方画上方框,每个方框对应的管

理功能就是一个子系统。经整理,水资源管理系统可分为 10

个子系统。

水资源基础信息子系统: 包括水文水资源、水环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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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与分析评价信息。

水量分配子系统:水量分配调度管理。

取水许可子系统: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及取水许可申请

管理等。

供水管理子系统: 水源地管理、供水发展规划和年度计

划以及供水水质监督管理。

供水水厂子系统:供水行业及供水管网监督管理。

用水管理子系统:包括用水定额编制、用水计划制定、用

户用水信息管理等。

排水管理子系统: 排水再生水行业管理, 发展规划和年

度计划管理。

排水集团子系统:排水集团内部管网监测管理以及污水

处理费征收。

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制定及水资源费

征收。

水资源保护子系统: 包括水功能区划分及纳污能力核

定,以及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等。

3  结论与讨论

BSP 方法作为一种有判断依据、可流程化的规划方法,

可以解决系统划分完全依靠经验和主观判断的问题。应用

BSP方法进行水资源管理业务系统划分时, 首先以数据为中

心、从业务数据的相互关联出发建立结构稳定的业务数据模

型,再以此为基础划分水资源管理业务子系统。该方法充分

考虑了业务之间的数据传递关系,以子系统之间交互成本最

小为划分准则,得到的子系统划分不易受业务部门划分变动

的影响,有利于水资源管理系统总体架构的稳定。

从水资源管理业务之间的数据交互关系来看, 可以把水

资源管理系统划分为水资源基础信息子系统、用水管理子系

统、排水管理子系统、排水集团子系统、供水管理子系统、供

水水厂子系统、水量分配子系统、取水许可子系统、水资源费

征收子系统、水资源保护子系统, 这 10 个子系统各自涵盖的

业务活动之间存在较紧密的关联,而子系统之间业务的交互

则相对简单。

在进行水资源管理业务系统划分时也发现 BSP 方法还

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在判别各业务活动关系紧密程度上 ,缺

乏定量描述指标, 使得对子系统划分的判断有一定主观成

分,如何定量描述业务活动之间的紧密程度和子系统之间的

交互成本还有待进一步研究[8]。此外, 对子系统划分尺度阈

值的选取,也缺乏完全定量的依据, 如何定量评价子系统划

分结果已达到最优,也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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