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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物移大智”所代表的新兴信息技术,正在改变甚至颠覆社会组织的(传统)经营运作方式.全球化、虚拟

化、网络化组织(包括企业)的业务过程管理变得日益复杂,给业务过程的柔性建模、高效调度、智能分析、合

规控制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挑战.业务过程管理(business process management,简称 BPM)致力创新企业业

务过程管理、分析、控制和改进的系统化与结构化方法,其目标在于改进产品质量,提升服务水平,是现代信息

系统的共性基础技术. 
本专题收录的 10 篇学术论文,反映了我国业务过程管理领域在理论研究、技术方法和行业应用等方面的

最新成果,主要涉及业务过程管理中的过程模型复用、一致性分析、流程挖掘、调度方法等研究方向,其中模

型相似性度量 3 篇、一致性分析 2 篇、流程挖掘 2 篇、引擎调度方法 2 篇、行业应用 1 篇. 
流程模型相似性度量是应对大规模业务过程模型管理的一种方法,通过对不同的业务流程模型的活动、结

构或行为进行比较,计算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从而为业务过程模型的检索、复用、去重等管理任务提供理论基

础.《基于触发序列集合的过程模型行为相似性算法》改进了基于主变迁序列的行为相似性度量算法 PTS,提出

了 PTS++算法,解决已有匹配算法无法区分流程模型中循环结构和并行结构的问题.算法通过覆盖树从标签

Petri 网中构造出完整触发序列集合,使用 A*算法进行流程触发序列间的匹配映射,进而计算流程模型相似度.
《基于过程结构树的过程模型变体匹配技术》提出一种基于过程结构树来计算流程模型匹配度.论文首先提出

了如何构造业务逻辑相对独立的过程结构树的方法,然后定义过程结构树之间的距离,基于树编辑距离来衡量

流程模型相似度,同时采用 BPM AI 流程模型库中的流程数据集进行实验评估,取得了较好的结果.《基于 Petri
网的流程间元素映射方法》提出一种基于 Petri 网元素映射的流程匹配方法,解决了已有匹配方法仅仅映射流

程间任务而忽略任务间拓扑结构的问题.方法通过定义基于相邻变迁交集的上下文环境库所映射模型,提出对

于该模型下库所元素映射算法,解决了无法有效进行流程间条件元素映射的问题. 
对于业务过程,需要判断模型和实际应用的一致性.业务流程一致性检测通过日志数据和流程模型来比较

流程的实际运行轨迹和模型定义中的轨迹是否一致.《基于 Artifact 快照序列的行为一致性检测方法》提出了

一种基于 Artifact 快照序列来同时对业务流程和业务数据进行一致性检查的方法,解决现有算法只对业务流程

的控制流进行检查的不足之处,提高了检测精度.同时,论文还对一致性问题转化为语言可判性问题、算法的正

确性进行了理论证明.《一种基于 Token Log 的符合性检查方法》使用包含业务流程系统运行状态数据和流程

活动数据的新日志 Token Log 替代事件日志进行一致性检查,解决已有方法在流程模型包含大量选择结构时一

致性检测结果不准确等问题.方法基于 Token Log 进行了“使用日志内容检查模型结构的正确性”和“使用模型

特征结构检查日志内容的完整性”双向检查,通过多个计算结果进行一致性判断. 
流程挖掘通过对信息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日志进行分析,使用流程挖掘算法来发现和优化流程模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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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检查流程的执行和模型是否一致.《一种并行化的启发式流程挖掘算法》改进了已有的启发式流程挖掘算法:
先将一个完整流程分解为多个案例模型,再使用启发式流程挖掘算法对案例模型进行挖掘,最后将挖掘的结果

再融合起来.算法解决了分解和融合过程中保持长距离依赖的问题,并在挖掘过程中使用并行算法,提高了挖掘

效率.《一种适用于多样性环境的业务流程挖掘方法》提出了一种在日志多样性环境下通用的挖掘算法 SoFi,
解决了已有的流程挖掘算法只能在特定日志类型中才能挖掘出较好结果的不足.算法首先对各种不同类型的

日志进行分类,对每一类日志都应用已有的几种挖掘算法,最后使用遗传算法对多种挖掘结果进行整合与优化,
逐步剔除劣质流程,最终得到较好的结果.方法在模拟日志和真实日志数据上进行了实验,对挖掘得到的流程模

型从重现度、精确度、通用性和简单性这 4 个方面进行评价,实验结果显示了算法的有效性. 
业务过程管理需要高性能而灵活的调度引擎,《基于社会关系的工作流任务分派策略研究》对工作流中任

务的人力资源分配策略进行了研究.论文首先定义了基于 Q 学习算法的工作流分派的状态空间、动作空间、转

移规则和奖励函数,在此基础上研究了考虑社会关系的 Q 学习任务分派算法过程.《面向实例方面处理的工作

流动态调度优化方法》提出了一种基于蚁群优化算法的多实例工作流任务动态调度算法,该算法能够优化工作

流系统在执行多实例任务时的调度过程,提高执行效率.《地理空间约束的业务流程建模方法》研究了含有地

理空间约束的业务流程,形式化定义了基于 Petri 网的空间约束业务流程模型 LAWF-net 及其执行语义,提出

LAWF-net 与着色 Petri 网之间的转化方法,并通过扩展着色 Petri 网工具(CPN Tool)实现了 LAWF-net 建模的案

例,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是一种典型的过程模型行业解决方案. 
    本专题主要面向业务过程管理、软件工程、服务计算、现代信息系统、业务管理咨询及其相关领域的研

究人员和专业软件工程师.审稿过程历经 6 个月,有 30 余名相关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参与审稿工作.审稿过程中还

选择了所有投稿论文在中国业务过程管理大会(CBPM2014,上海)进行交流.经过初审、复审和终审等多道严格

程序,最终确定收录 10 篇论文.在此,我们感谢踊跃投稿的相关领域学者,感谢辛勤工作的审稿专家和《软件学

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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