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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ckboard推理方法的应用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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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电子商务订单实时智能处理控制问题，采用人工智能领域复杂问题推理的黑板(blackboard)方法，组织电子商务订单实时智能
处理控制与推理。考虑物流配送能力的电子商务订单实时智能处理是基于知识的多任务处理。为此，提出基于 blackboard的推理处理方法，
解决订单处理过程中涉及到的人工处理问题的经验和知识的运用和调度。该研究有助于提高电子商务订单处理的实时性、科学性和智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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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d Realization of Blackboard Reason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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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eal-time and intelligent process of the E-Commerce order. The control and reasoning of the real-time and
intelligent processing of E-Commerce order is studied to apply the blackboard approach that is the method to solve the complex reasoning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t. The real-time intelligent processing of E-commerce order is the knowledge-based multiple tasks’ processing. So the
blackboard-based reasoning is put forward to solve the application of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and calling of tasks. It is beneficial to improve the
real-time, scientific and intelligent process of E-commerce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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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电子商务订单如何处理是电子商务发展一个值得关注的

问题。电子商务订单处理不仅仅是保存电子商务订单中的信
息，还需要为电子商务订单中的商品确定合适且具有供货能
力的供货商和具有配送能力的第三方物流配送服务商，从而
确定客户订购是否接受。在为电子商务订单确定供货和配送
服务的过程中，要用到人工处理供货商定位和第三方物流配
送中心选择运用的经验、知识和规则，以明确是否有充足的
供货能力和物流配送能力为客户服务，并为客户提供在线实
时协商信息。引入知识和经验实现电子商务订单实时处理是
一个难点问题，已有的研究很少。 

Blackboard结构提供知识表示模型和推理技术，实现自
动推理在人工智能领域用于有效解决复杂系统的推理问题。
该结构作为复杂知识系统一种有效的推理方法，已成为研究
的热点。研究者运用blackboard结构研究实时控制领域的很多
问题的复杂知识处理和控制，主要研究成果有：Teruaki等[1]在
实时协商领域提出基于blackboard结构的在线协商，解决协商
智能化和实时性。Sanders[2]等提出基于blackoard结构智能系
统，实现基于专家知识和规则的模拟和自动飞行反应器设计
专家系统。Readle等[3]提出规则推理树的blackboard结构。在
智能在线识别系统中，设计规则推理树的blackboard结构，运
用多种推理方法，实现在线识别推理。高举红等[4]提出基于
知识的blackboard结构处理系统中实现灵活动态结构、知识的
组织和问题解决行为控制。Harvey等[5]提出运用分布式人工
智能技术解决基于知识的blackboard系统的实施。高维君等[6]

提出运用面向对象方法设计实现黑板系统，提高处理实时性。

总之，在人工智能领域，基于blackboard方法智能处理系统以
及针对 blackboard结构实现等问题的已有研究，体现了
blackboard方法在解决数据/事实和推理问题处理方面的实时
性和灵活性。 

为解决电子商务订单智能实时处理问题中的实时性以及
基于知识和规则的处理问题，结合 blackboard 结构实时性和
在知识处理方面的灵活性，本研究设计了基于 blackboard 结
构的电子商务订单的智能实时处理的结构、数据/事实和规则
的调度方法，并在 J2EE 平台上开发实现了基于 blackboard
的电子商务订单智能实时处理的控制。 

2 电子商务订单基于 blackboard的处理方法 
2.1实时智能处理问题 

在电子商务环境下，电子商务订单处理的重点是如何结
合城区的物流配送安排情况确定客户订购满足情况，最终决
定接收或放弃客户订购。电子商务订单实时智能处理过程中
结合人工处理电子商务订单的供货点定位、第三方物流配送
中心选择以及与客户对话运用的经验和知识，实现基于经验
和规则的处理。客户订单实时智能处理过程如图 1 所示，主
要包括获取信息、解析信息、供货点定位、第三方物流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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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选择以及与客户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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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电子商务实时智能处理流程 

在此处理流程中，对电子商务订单中的信息解析，提供
为客户订购商品进行物流配送安排的数据、知识或事实；供
货点定位处理基于数据、知识和规则。根据获取的供货处理
请求信息，确定是否具备供货能力，并在能够满足客户订购
供货的情况下明确客户订购商品具体的供货点，提出进一步
处理的请求；第三方物流配送中心选择处理同样基于数据、
知识和规则，确定是否具备配送能力，并在确定有配送能力
为客户订购进行配送服务的情况下明确具体负责配送的第三
方物流配送中心，提出进一步处理的请求。与客户协商是电
子商务订单智能实时处理与客户交互的窗口，协商的内容主
要为供货能力或第三方物流配送中心配送能力不能够满足客
户要求时，与客户协商是否可以接受电子商务网站根据配送
能力情况对客户订购要求的变更等。这样，电子商务网站针
对客户的订购要求，结合物流配送能力判定满足情况，提高
处理的智能性和科学性，提高客户订购的透明度。 

在电子商务订单智能实时处理流程中存在以下 4 个关键
的处理： 

(1)信息解析； 
(2)供货点定位； 
(3)第三方物流配送中心选择； 
(4)与客户协商等问题。 
每个处理任务不同，处理的方式也不同。为此电子商务

订单智能实时需要的推理和实现方式不同，采用怎样的结构
和方法组织电子商务订单智能实时处理中基于知识或规则的
处理任务，是解决问题的核心。 
2.2 实时处理 blackboard结构 
2.2.1 智能实时处理 blackboard结构 

电子商务订单智能实时处理一方面涉及到多种复杂知识
和规则的处理，另一方面还要求处理的实时性。因此，结合
人工智能的黑板 blackboard结构和方法，设计基于 blackboard
结构的电子商务订单处理的结构，实现电子商务订单智能实
时处理过程中涉及到的人工经验和知识的处理，并满足处理
实时性。 

针对电子商务订单智能实时处理过程的 4 个关键处理以
及各环节之间的关系，设计两级 blackboard结构如图 2所示，
一级 blackboard 结构为管理和调度电子商务订单智能实时处
理的 4 个子任务。在一级 blackboard 中，获取到任务处理请
求后，根据任务调度规则调度相应的任务。在处理中关键任
务调度控制的设计是一级 blackboard 处理的核心，有助于将
复杂问题为分解相对简单的子问题，并控制子任务的激活和

调度。 

与客户协商
blackboard

控制

数据 控制

任务管理
blackboard

任务：
(1)信息解析
(2)供货点定位
(3)第三方物流配
送中心选择
(4)与客户协商

第三方物流
配送中心选
择blackboard

供货点定位
blackboard

黑板控制 知识源调度

信息解析
blackboard 解析规则库

供货点定位
知识库

第三方物流
配送中心选
择知识库

协商规则库

黑板 知识源

 
图 2 电子商务订单实时智能处理 blackboard结构 

两级 blackboard 结构的第二级 blackboard 结构是各子任
务处理的结构，控制子任务处理中知识源的调度与任务处理
过程的控制。处理的核心是控制机制中的知识源调度，用以
解决子任务处理中的方法以及该方法相关的知识源的调度。 
2.2.2 智能实时处理中子任务 blackboard结构 

在电子商务订单智能实时处理的 4 个关键环节中，供货
点定位和第三方物流配送中心选择处理是规律性比较强的处
理，在处理过程中都遵循了人工处理的过程以及相应过程处
理的数据、知识和规则的调度。因此二者的处理结构也类似。
二者的黑板结构如图 3 所示。在黑板的控制中，涉及到数据
处理、知识处理和选择规则的处理，以及处理用到的知识源
的调用。因此，根据子任务的处理逻辑和方法，将子任务统
一的大数据量的知识源分解成数据库、知识库和规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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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物流配送安排处理 blackboard结构 

控制

规则库1任务分析

规则选择

数据流 控制流

规则库2

规则库n

黑板 知识源

黑板控制 知识源调度

 

图 4 信息解析、与客户协商 blackboard结构 

4 个关键环节中对信息解析和与客户协商的处理具有实
时性和信息的不确定性，处理结构与前面二者的处理结构不
同。在信息解析、与客户协商过程中，存在不同对不同信息
的解析和对不同内容的协商，因此，在进行任务处理时，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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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分析任务的内容，确定处理的规则，调用规则库进行处理，
黑板结构如图 4 所示。黑板中包括任务分析和规则选择。知
识源由多个规则库组成。  

为解决电子商务订单智能实时处理，提出电子商务订单
处理的 blackboard 结构，控制实现数据、知识和规则的调用
和任务的处理。该结构有助于减少事实数据库数据量，提高
推理速度和问题求解速度。 

3 电子商务订单实时智能处理 blackboard推理控制
的实现 
运用 J2EE 消息驱动 bean 和无状态会话 bean 设计一级

blackboard结构，而二级 blackboard结构由状态会话 bean 组
成。运用无状态会话 bean的接口实现 blackboard对子任务的
调用。 

在工程中建立一个名为 orderblackboard的 EJB module，
设计消息驱动的 orderControlMDB 和具有远程接口的无状态
TaskControl会话 bean，实现电子商务订单智能实时处理一级
blackboard 的子任务调度功能；本地有状态 SupplierLocation
会话 bean负责实现子任务供货点定位 blackboard中的方法调
用，本地有状态 TplSelection会话 bean 负责实现子任务第三
方物流配送中心选择 blackboard 中的方法调用，结构如图 5
所示。 

orderControlMDB
onMessage(Message msg)

MyJMSQueue

TaskControl
String selectTask(String 

taskRequire)

Supplierlocation
String supplierLocate(String 

taskName)

TplSelection
String tplSelect(String 

taskName)  
图 5 包含 2个子任务调度的 blackboard结构 

启动 weblogic服务器，部署 EJB到服务器，消息内容为
第三方物流配送中心选择的调度参数“TplSelection”，运行
blackboard 任务调度，实现结果如图 6 所示。通过启动
TaskControl，调用 TplSelection，获得“Task is TplSelection”
内容。然后获得 TaskControl任务调度成功的最终内容“Select 
that Task is TplSelection”。 

 
图 6 blackboard任务调度结果 

在 J2EE 环境中实现电子商务订单智能实时处理
blackboard，由一级 blackboard 运用请求/应答方式的消息机
制，实现子任务之间处理的请求，有助于提高订单处理的实
时性。 

 

人工智能中的 Blackboard推理方法实现研究已应用到电
子商务订单实时智能处理系统的开发。在 J2EE开发平台上开
发由多个 agent 组成的电子商务实时处理的智能系统中，实
现基于 Blackboard推理控制和推理组织的 multi-agent订单处
理系统。其中物流配送服务能力确定实现结果如图 7所示。 

 
图 7 电子商务订单处理中物流配送服务能力处理结果 

4 结论 
针对电子商务订单实时智能处理问题中复杂的多层推理

关系，运用人工智能领域的 blackboard 方法，提出电子商务
订单智能实时处理两级 blackboard 推理组织方法，解决电子
商务订单智能处理多任务之间协调以及任务自身推理组织问
题。这种结构有助于减少事实数据库数据量，提高推理速度
和问题求解速度。 

运用 J2EE中的请求/应答方式的消息机制以及 EJB之间
的调用方法实现电子商务订单智能实时处理 blackboard 的任
务调度。J2EE开发环境中的消息机制以及 EJB通过远程和本
地接口实现 EJB之间调用的方法，有助于网络环境下的任务
控制和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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