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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32392《信息技术 互操作性元模型框架(MFI)》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1部分:参考模型;
———第2部分:核心模型;
———第3部分:本体注册元模型;
———第4部分:模型映射元模型;
———第5部分:过程模型注册元模型;
———第7部分:服务模型注册元模型;
———第8部分:角色和目标模型注册元模型;
———第9部分:按需模型选择。
本部分为GB/T32392的第5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IEC19763-5:2015《信息技术 互操作性元模型框架(MFI) 第

5部分:过程模型注册元模型》。
与本部分中规范性引用的国际文件有一致性对应关系的我国文件如下:
———GB/T32392.1—2015 信息技术 互操作性元模型框架(MFI) 第1部分:参考模型(ISO/

IEC19763-1:2007,IDT)
———GB/T32392.7—2018 信息技术 互操作性元模型框架(MFI) 第7部分:服务模型注册元

模型(ISO/IEC19763-7:2015,IDT)
———GB/T32392.8—2018 信息技术 互操作性元模型框架(MFI) 第8部分:角色和目标模型

注册元模型(ISO/IEC19763-8:2015,IDT)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部分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武汉大学、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何克清、王翀、王健、冯在文、何非、王静、胡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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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下,企业在简化产品开发和交付以及降低运营成本方面所面临的经济压

力推动了业务过程协作与集成的发展。企业可以通过合并和结成合作伙伴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因

此,需要为过程模型提供标准的注册库,使其能够被发现、理解和比较以支持过程的重用和集成,进而促

进企业内和企业之间的互操作。
业务过程建模语言和符号体系已经被广泛用于对过程进行表示。然而,这些过程模型在语法和语

义上存在较大差异,阻碍了业务过程在企业间的共享和重用。因此,需要提供一种通用的注册机制,用
于对过程模型的管理信息和核心元数据进行注册。

本部分定义了一个元模型,用于注册过程模型的部分元数据和语义信息,以支持业务过程的发现和

重用。本部分为过程模型提供了公共语义信息,帮助人们了解过程的结构和过程之间关联关系,辅助完

成过程的发现,而无需关注业务过程所采用的原始建模符号。本部分不考虑任何与过程建模语法以及

过程执行平台相关的信息。特别是,尽管过程模型的注册信息可用于进一步支持基于过程和 Web服务

之间关联的服务发现,表示 Web服务内部执行序列和服务组合编排信息的业务过程不属于本部分的研

究范畴。

  注:在本部分中,“过程”特指“业务过程”,“过程模型”特指“业务过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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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 互操作性元模型框架(MFI)
第5部分:过程模型注册元模型

1 范围

ISO/IEC19763的主要目标是构建支持互操作的元模型框架。
本部分提出了一个元模型,作为过程模型管理信息和部分核心元数据的注册机制。本部分定义的

元模型主要用于促进过程模型库中以及过程模型库之间过程模型的语义发现和重用。本部分为使用特

定过程建模语言[如BPMN(业务过程建模符号体系)、UML(统一建模语言)活动图、EPC(事件驱动的

业务过程链)等]创建的过程模型提供了核心元数据和公共语义,定义的元模型能够帮助发现过程的功

能和组成,促进不同粒度的过程组件的重用。图1描述了本部分的研究范围。

  注:在注册之前,模型不需要存储于注册库中。

图1 本部分的范围

下述内容超出了本部分的范围:
———与过程模型建模符号或描述语言相关的细节;
———过程执行的运行环境或实现平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ISO/IEC19763-1 信息技术 互操作性元模型框架 第1部分:框架(Informationtechnology—

Metamodelframeworkforinteroperability(MFI)—Part1:Framework)

ISO/IEC19763-7 信 息 技 术  互 操 作 性 元 模 型 框 架  第 7 部 分:服 务 模 型 注 册 元 模 型

(Informationtechnology—Metamodelframeworkforinteroperability(MFI)—Part7:Metamodelfo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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