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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文章--从�件架构�展���集成技�演�与展望

�用集成技�是市�上被广泛使用的，也是充斥着��和概念的一个技��域。集成平台、消息
引擎、消息中�件、集成引擎、集成中�件、企�服���(ESB)、API网关、API管理…
很多概念与名�。到底它�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区别？哪种技�适合解决哪种集成��？

��集成的需求和技�的演�是�随��系�的�件架构�展而�展的。通�小��件架构的�
展，我�更容易梳理��集成技�的演�、更容易看清楚各种集成架构的��和未来�展方向。

�件架构�展�史
大型机架构

：上世�60-70年代。大型机��数据存�、�����理、数据展�等所有工作；客�端只是
一个�端，基本上就是��加上�示器，���入、�出。大型机架构的��是��，但�然可
�展性很差。

在大型机�代，几乎没有集成的需求。

 

客�端/服�器（C/S）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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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80年代到90年代。服�器��数据存�和�理，以及服�器端端�����理；客�端
（PC）��客�端���理、数据��、数据展�等工作。

客�端（PC）分担了很多工作，且数量众多，因此它是一个分布式架构，可�展性提升。但��
客�端�用，例如升�等�来了很大的管理��成本。�在很多企�核心�用，例如ERP、HIS
都是当�在�个架构下开�出来的，基本都是�体架构�用，�����耦合度非常高。�用之
�需要做��的共享交�，主要通�点�点方式集成，也催生了集成技�，尤其是以消息交��
基�的、以消息�列技���体的集成方式。在�个�期，HL7��开�了HL7
V2.x的医�消息交��准。

 

三�架构
：上世�90年代中后期至今。三�架构是展��（用�界面）、�用�（����）和数据�（
数据）三�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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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三�架构不�指�件功能的�次，而且指�件运行的基�架构的�次。由于在�件功能和
基�架构上的分�和分布式��，三�架构�用通常有很好的可�展性和可��性，虽然仍是�
体架构�用，但它降低了����的耦合度和基�架构�次�的耦合度。另一方面，三�架构�
整体复�程度上升了。分�架构和不断涌�的技���，如.net、java、EJB…使�些�用�的互
相�用�得越来越复�了，接口引擎或集成引擎�运而生，并在�个�期�展壮大起来。它�要
解决�么多技�平台的�接��，适配器是主要手段。

 

面向服�架构（SOA）：上世�90年代末期至今。前面的所有架构，基本都是�体架构模式
‒ 也就是孤�模式，��耦合度高而�以拆分，代�复用性低。不同�用中有大量功能重复的�
���代�和数据，例如医�行�的患者管理，几乎每个科室系�都有。�不但造成了需要同步
的数据越来越多，更造成了数据互相冲突、运行效率降低、运行成本增加。 代�跨��、跨�言
、跨平台复用成�快速�足���展的需求与��。以服�的方式封装和复用�件�件，然后可
以敏捷地重新���些服�快速形成新的�用，SOA�来了�件架构上的革命。

每个服�都封装有数据和��（代�），以提供独立的功能，服�之�高度松耦合。而采用XML
作�数据格式、以WSDL�准描述服�、以SOAP��作�交互方式，面向服�架构使不同技�
�的差异�服�透明，使服�在任何技�平台上都可以使用。

随着SOA架构的逐步采�，企��境里有了越来越多的服�，企�服���（ESB）�展起来。
它是一个中心化的�件�件平台，将企��境中的服�注册在��上，并�同�些服�。ESB通
常借助消息引擎、��流程引擎、数据��引擎，�行服�路由、服��同和服��的数据�构
��。

更近一步，先�的ESB�融合了接口引擎的技�，有能力将非SOA架构的�用接口封装�服�并
注册到��，使其可以和其它服�一�被�用和�同。�些恰恰都是集成的目的，因此ESB成�
一个重要的集成技�。

HL7 在此期�，也推出了基于参考信息模型（RIM）的HL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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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床文档�准用于文档交�和HL7 V3
消息�准用于消息交�
，它�都是基于XML的。IHE也推出了基于SOA架构的���同服��准。

ESB中心化的部署模式意味着低��成本和高一致性，但敏捷性不够。

 

微服�架构（MSA）
：2010年代开始至今。微服�架构类似SOA，强���封装和复用、��解耦，往往和SOA�生
混淆。但今天的���境已�和10多年前不可同日而�了：

��迭代�化速度上，越来越快；
��范�上，��的企�内部服�的��被突破了，越来越多的��需要直接和上下游供
��打通，服�延伸到企�之外，直接面向客�。例如以前患者只能去医�机构看病，医
�机构也只有患者的院中数据，�在不但有互�网医院，医院也需要院前、院后的患者数
据和例如基因�序公司来的�学数据来支撑精准医学；
��量上，随着������的打破，��量越来越大，例如互�网医院和医�物�网�
来了大量的��和数据。��可�展性已��于�足，需要提供更灵活的、更��粒度的
���性；
部署模式上，云部署、容器化部署越来越主流。

而SOA架构技�上很重：复���的XML、沉重的SOAP��、中心化的ESB架构，在当今追求
敏捷性的今天�得力不从心，甚至从“�能者”�成了“拖累者”。

微服�架构站在SOA的肩膀上，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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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的JSON、�量化的Restful API*帮助微服�架构�得更好的性能；
不同于�格分工、各司其�的的需求分析-��-开�-��-部署的瀑布模式（Waterfall），
微服�架构允���合作的持�开�、持�部署模式（CI/CD），可以更快的响���需求
，具有更好的敏捷性；
而云原生、容器化的特性又帮助微服�架构�得了去中心、高度的伸�性和适�互�网�
代的快速迭代能力；
重新�合微服�可以快速构建新的�用、�足新的��；
适合打造�件即服�(SaaS)类型的�用。

因此越来越多的企�采用微服�架构�略支撑他����新和数字化�型。HL7 在2014年推出了
采用微服�架构的FHIR�准，并参考持�开�持�部署的方式，以成熟度模型�依据不断�生、
�化FHIR�源和API。

注：API不等于微服�， API有可能是�体架构的API。

微服�架构构建了一个跨��域的、跨企�的、去中心的或多中心的架构，其中的API提供分子
�的服�独立性， 快速增加、快速迭代、分布部署。不�，��API的��、��、版本管理、
安全管理、流量管理、��等�得很复�，例如�用���么多不同服�端点的微服�，如果后
台微服�的端点改了怎么�？如果微服�升�怎么�？因此API网关�运而生。

API网关�API提供全生命周期的管理：

API的�建、��与��
API版本管理
API安全管理
��和数据��管理
API流量管理
API��分析

API管理器在API网关基�上提供开�、管理、运�門�， �而成�基于API集成的集成架构
。它不需要中心化的消息引擎或服���，本�上是一个去中心化、�用于更�密��集成度的
互操作方式。

��集成范式和特点

至此，我��在在市�上常�的集成相关��都全了。虽然各个厂商使用不同的名�，但可以大
致梳理一下：

消息�列=消息引擎=消息中�件

API网关=API管理器

接口引擎=集成引擎=集成中�件

而集成平台是�于使用各种架构作��用集成�品的�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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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从上面的分析也可以看到常�的集成范式(套路)：

点�点：

点�点集成不需要任何特定的技�和数据�范，由被集成的双方确定接口方式并开���。

消息交�：

消息交�基于消息引擎，�用在低��集成度的跨数据管理域的��系��。在医�行�通常消
息是基于�床事件的，描述�床事件的上下文，并在�床事件�生�通�消息引擎路由�消息接
收方。典型的医�行�消息交��准就是HL7 的V2和V3消息。

文档交�：

在医�行�，有别于基于�床事件的消息，文档是�段性、小�性的完整医�信息��。它也是
�用在低��集成度的跨数据管理域的���境中的，不�通常是不同的医�机构�。

文档交�的可以通�消息引擎，也可以使用其它方式。

文档的�准常�的有HL7 CDA、C-CDA。

服�：

服�是封装好并暴露出的一�内聚的�用功能。所以基于服�交互的互操作，需要双方�范互操
作的��流程和角色。服�交互通常基于面向服�架构，通�服���交互。也�用在低��集
成度、跨数据管理域的���境中。

服�基于�范的��流程和角色�定，而并不是所有的医�流程都已�或能够�范，因此服�交
互的适用范�有限。

最常�的国�服��准就是IHE。

API： 

有别于消息和文档，API可以只��必要的信息，而不是完整的上下文。与服�类似，但它不需
要中心化的消息引擎或服���，本�上是一个去中心化，�用于更�密��集成度的互操作方
式。

��集成架构和特点
有哪些主要的�用集成架构呢？大致有�么几种：

点�点集成
基于消息�列（消息中�件）的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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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集成引擎的集成
基于ESB的集成
基于API网关的集成

 

下面����示各种架构（除了点�点）的能力和它�之�的技�重叠情况。

基于消息�列/消息引擎/消息中�件的集成方案：

消息引擎是非常有价�的基�技�架构，很多�用都需要基于消息�列�理，例如保�先�先出
、异步�理、�理���运行的任�、削峰填谷等。因此很多集成�景也需要基于消息�列和消
息路由。�类方案适用于消息交�和文档交�范式。

但消息引擎��是集成需要的一个底�基�技�架构，完整的集成方案��整合好其它技�，例
如解决�接��的适配器、流程建模、数据��等，也就是�基于消息引擎的方案需要做很好的
二次开�和封装才能开�出一个适用的集成平台或集成方案。

Page 7 of 12



精�文章--从�件架构�展���集成技�演�与展望
Published on InterSystems Developer Community (https://community.intersystems.com)

同�，我�看到市�上不少基于消息引擎的“半成品”集成方案。�类方案的特点是�有消息引擎
，通�消息路由��来替代流程建模；同�要求各被集成的�用直接�接消息引擎来收�消息。
�意味着：

高昂的开�成本：不�各��系�本身是否已�提供有接口，它�都需要��使用消息引
擎提供的�接技�，如dll，开�出一个模�用来�接消息引擎并收�消息、再和自己的�
用做�接。
性能和�定性��：�于开�本身，要求来自不同技��的开�人�按消息引擎提供的技
���行开�，面�很高的性能和�定性��。
能力缺失：�然，没有数据校�能力、数据丰富与��能力、复�的流程建模能力…

如果把集成平台/集成方案看作一台整�，那消息引擎只是一个零件。因此，�类“半成品”集成方
案/�品是���慎采用的。

 

基于集成引擎的集成方案：

�个架构通�适配器以其既有接口能力�接��系�，因此���系�的改造要求很低。适配器
有很多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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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适配器可以�接各种技���，如TCP、HTTP、SOAP、REST、SQL
数据��适配器支持各种数据��，如HL7 V2、DICOM、X12
�用适配器可以�接各种�用，如SAP、IBM WebSphere MQ 
�言适配器可以�用各种�言�写的代�，如Java、.net、python

集成引擎可以�足多种互操作范式，包括消息交�和文档交�。通常都具有：

消息引擎：用于基于消息路由和��流程的交�，保�先�先出、异步�理等。但一般是
内部使用，而不会直接暴露�被集成系�直接使用。��系��是通�适配器�接。
��流程引擎：�建和运行��流程模型，����流程自�化。相�路由��，它提供
更复�流程�理的能力，例如循��理、数据丰富（按流程从不同数据源��数据）。
��引擎：建立并�行����，�出���出。通常��用于消息路由和��流程。
数据��引擎：建立数据在各种模型�的��关系，并使用它��数据�行��。

集成引擎提供完整的工具集�化了集成工作，它也是目前市�采用最多的架构方案。但其中心化
的架构影响了其�性，同��避免成��点故障和性能瓶�，需要其提供高可用能力和良好的性
能。

 

基于ESB的集成方案：

企�服���是一个中心化的架构，通�封装、注册、�同�用和�控服�，以面向服�架构�
用在��集成�域，且多数用于企�内部的�用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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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ESB�品都具有集成引擎的核心能力，例如适配器、流程建模、数据��等。在集成架构上
，基于ESB和基于集成引擎二者相似度非常高，甚至可能就是不同厂商叫的不同的名字，差异在
于集成引擎不一定是基于SOA架构的。

ESB的缺点在于其中心化的架构，一来要避免成�瓶�，需要其有强大的性能；二来其架构�重
，��微服�多少有些力不从心。因此通常用于��内部的�用集成。

 

基于API网关的集成方案

当前�在一个企�（包括医院）拆����的�段。API和API网关更能帮助企�突破��IT��
，构建全新的去中心化或多中心化的��IT�境。

在企�生�中的微服�只需要关注����，不用考��一��与授权、安全��等等��，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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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从容��跨���界的�用�景、 更容易容器化和集群化。API网关会�理�些��，而且
�可以做数据��、路由、����等。API网关可以灵活部署，例如�不同的�用部署不同的A
PI网关，从而也降低了�API网关本身高性能的要求。

微服�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架构，但API网关是中心化的，虽然可以部署多个API网关，但其仍有�
�小ESB的��。另外API网关�于�有的非服�化的IT��无能�力。

展望

相信随着�件架构的�展，集成技�也会不断�展。但立足于当前的技�，在集成架构和方案上
，仍能看到一些��。

 

融合多种集成架构的集成平台

从上面分析可�，面�当前多�化的企�信息化�境，上述各种集成架构恐怕都无法�独�足所
有集成需求。融合多种集成架构的集成平台�品能够更好地��多种集成�景。

��的集成平台可以梳理和集成�有��，在保����定运行的前提下，逐步将�有不具��
性的���行服�化或微服�化，从而安全、平�地��数字化�型。

 

数据与��集成融合

数据的价�在于决策。随着数字化�型，企�IT架构需要更真�、更及�、更全面地表达��世
界(数据全貌)和更完整的流程（流程全貌），将开放性分析能力�入数据和流程，提供基于��
数据的完整洞悉（insight），并将���果甚至是决策�果直接反�回��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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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数据全貌的是数据中心，承���流程的是ESB，它�是不同的�品和架构，��流程
的�生数据要定期同步到数据中心，也造成数据中心的及�性成��。

如果将数据中心比作数据存蓄的湖，集成平台比作数据流�的江，那我�需要江湖一体的架构，
以提高数据��性和流程决策��能力。在数据�面，要能�理、容�各种模型的数据，支持数
据��(Data
Fabric)。同��个架构下要有强大的分析、决策能力，包括BI、自然�言�理、机器学�等。

 

���新平台

���新依��有��基�。使用ESB梳理�有企�信息、流程��，�抱新架构将数字��微
服�化，并通��建新的服�、�合�有服�快速�新。融合行�互操作和数据�准，提供开箱
即用的行�价�。�有�些能力，将帮助�有架构演化�企�的���新平台。

 

当然，�些已�不�是集成架构的未来，而是整个数字化架构的未来。 

#InterSystems API管理器（IAM） #InterSystems ��解决方案和架构 #��流程 (BPL) #持�集成 #HealthShare 
#InterSystems IRIS #InterSystems IRIS for Health  
 

    源
URL:
https://cn.community.intersystems.com/post/%E7%B2%BE%E5%8D%8E%E6%96%87%E7%AB%A0-%E4%BB%
8E%E8%BD%AF%E4%BB%B6%E6%9E%B6%E6%9E%84%E5%8F%91%E5%B1%95%E8%B0%88%E4%B8%
9A%E5%8A%A1%E9%9B%86%E6%88%90%E6%8A%80%E6%9C%AF%E6%BC%94%E8%BF%9B%E4%B8%8
E%E5%B1%95%E6%9C%9B 

Page 12 of 12

https://cn.community.intersystems.com/tags/intersystems-api-manager-iam
https://cn.community.intersystems.com/tags/intersystems-business-solutions-and-architectures
https://cn.community.intersystems.com/tags/business-process-bpl
https://cn.community.intersystems.com/tags/continuous-integration
https://cn.community.intersystems.com/tags/healthshare
https://cn.community.intersystems.com/tags/intersystems-iris
https://cn.community.intersystems.com/tags/intersystems-iris-health
https://cn.community.intersystems.com/https://cn.community.intersystems.com/post/%E7%B2%BE%E5%8D%8E%E6%96%87%E7%AB%A0-%E4%BB%8E%E8%BD%AF%E4%BB%B6%E6%9E%B6%E6%9E%84%E5%8F%91%E5%B1%95%E8%B0%88%E4%B8%9A%E5%8A%A1%E9%9B%86%E6%88%90%E6%8A%80%E6%9C%AF%E6%BC%94%E8%BF%9B%E4%B8%8E%E5%B1%95%E6%9C%9B
https://cn.community.intersystems.com/https://cn.community.intersystems.com/post/%E7%B2%BE%E5%8D%8E%E6%96%87%E7%AB%A0-%E4%BB%8E%E8%BD%AF%E4%BB%B6%E6%9E%B6%E6%9E%84%E5%8F%91%E5%B1%95%E8%B0%88%E4%B8%9A%E5%8A%A1%E9%9B%86%E6%88%90%E6%8A%80%E6%9C%AF%E6%BC%94%E8%BF%9B%E4%B8%8E%E5%B1%95%E6%9C%9B
https://cn.community.intersystems.com/https://cn.community.intersystems.com/post/%E7%B2%BE%E5%8D%8E%E6%96%87%E7%AB%A0-%E4%BB%8E%E8%BD%AF%E4%BB%B6%E6%9E%B6%E6%9E%84%E5%8F%91%E5%B1%95%E8%B0%88%E4%B8%9A%E5%8A%A1%E9%9B%86%E6%88%90%E6%8A%80%E6%9C%AF%E6%BC%94%E8%BF%9B%E4%B8%8E%E5%B1%95%E6%9C%9B
https://cn.community.intersystems.com/https://cn.community.intersystems.com/post/%E7%B2%BE%E5%8D%8E%E6%96%87%E7%AB%A0-%E4%BB%8E%E8%BD%AF%E4%BB%B6%E6%9E%B6%E6%9E%84%E5%8F%91%E5%B1%95%E8%B0%88%E4%B8%9A%E5%8A%A1%E9%9B%86%E6%88%90%E6%8A%80%E6%9C%AF%E6%BC%94%E8%BF%9B%E4%B8%8E%E5%B1%95%E6%9C%9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