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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32392《信息技术 互操作性元模型框架(MFI)》包含以下几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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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构件六模型框架;
———第6部分:注册规程。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为GB/T32392的第2部分。本部分参考国际标准最终委员会草案ISO/IECFCD19763-

2:2007版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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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软件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何克清、何扬帆、王翀、王健、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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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电子业务和电子商务在因特网的广泛传播,跨国家和跨文化的业务贸易和其他相关信息交换

已成为IT业内外人员主要关注的问题。他们致力于规范代表业务实践的领域特定业务过程模型和标

准建模结构,如每个业务域的数据元素、实体轮廓和值域等。标准化的工作主要关注模型或者元模型的

内容,使用UML和XML表示和交换业务的语义。
标准化活动推动了元模型和 UML轮廓的发展,这些活动包括联合国贸易促进和电子商务中心

(UN/CEFACT)、结构化信息标准促进组织(OASIS)、对象管理组(OMG)和卫生7级(HL7)标准。然

而,不同的标准组织都按照自己的方式规定元模型模式。因此,需要为元模型的一致性开发和注册规定

公共的基础,否则有可能产生重复和不一致。
用于分类和注册规范化模型元素的统一框架对建立独立开发的元模型的协调性来说是一个重要部

分,并且能够促进它们在组织间的广泛重用。
元模型和模型能够描述可以共享的业务概念和部件,以支持系统之间的互操作。
因特网应用的发展使得信息共享变得越来越重要。然而,对于真实的信息来说,不同的开发者、不

同的用户和不同的视角都会赋予其不同的解释。仅通过单词分类对信息进行整理是比较困难的。我们

将这些本质复杂的信息整理成一个系统化的信息世界,并建议 MFI能够通过信息注册来提高信息的共

享和兼容性。本部分为解决这个领域的问题提供了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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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 互操作性元模型框架(MFI)
第2部分:核心模型

1 范围

GB/T32392的本部分提供了核心模型。该核心模型将在GB/T32392的其他部分得到应用。核

心模型规定了为注册其他元模型和模型的规范化 MFI元模型。

特定业务域中注册的业务概念和业务模型的标准化不在本部分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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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18391.6—2009 信息技术 元数据注册系统 (MDR) 第6部分:注册(ISO/IEC11179-

6:2005,IDT)

GB/T32392.3—2015 信息技术 互操作性元模型框架(MFI) 第3部分:本体注册元模型

(ISO/IEC19763-3:2007,IDT)

GB/T32392.4—2015 信息技术 互操作性元模型框架(MFI) 第4部分:模型映射元模型

ISO/IEC19501:2005 信息技术 开放分布式处理 统一建模语言

ISO/IEC19502:2005 信息技术 元对象设施

ISO/IEC20944 信息技术 元数据注册系统互操作性和绑定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下列术语、定义和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注:3.1定义了本部分使用的统一建模语言 UML(ISO/IEC19501:2005)和元对象设施 MOF(ISO/IEC19502:

2005)中的术语。3.2列出了本部分使用但未包含在3.1中的术语及其定义。

3.1 本部分使用的UML和 MOF术语

3.1.1
抽象 abstraction
使实体区别于其他实体的本质特性。
注:抽象定义了观察者视角的边界。

3.1.2
抽象句法 abstractsyntax

UML类图中用以定义构件及其相互关系的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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