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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分析和总结了管理信．S枣兢(Mls)开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提 出了管理 

信息 末兢 开发 的新模 式。其 中 ．强调 并讨论 1独 立 末兢应 用平 台的重要性 及组 成 ，这 种开 

发模 式的最 蚌 目的在于使 用 户能方便 地维护数 据 库 、重 构 用户应 用 末皖 和开发 新 的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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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管理信息系统开发中的几个问题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推动了企事业单位管理技术水平的提高。特别是随着数据库技术的 

普及，许多单位先后建立了规横大小不一的MIs系统。MIS系统的建立成为数据库应用的热点，成 

为管理水平现代化的标志。确实，MIS的建立给企事业单位带来了许多好处，包括数据规范化，管 

理规范化等，更重要的是使得最重要的数据资源得到了保护，为企业的发展莫定了基础。 

通常，M碍 系统的建立流程如下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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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1 MIS系统建设流程 

其中，需求分析包括对应用功能的需求分析和对数据的需求分析I概要设计即要确立系统结构 

(功能结构，数据结构)；详细设计即功能横块设计、数据库设计；系统编码 ，一方面是功能的编码实 

现，另方面则是数据库建立；系统调试完成对系统功能实现的测试和系统性能的测试，随后系统交 

予用户进行使用，即系统运行。这个过程中，我们虽然强调系统可维护性与可扩充性 ，但这往往实现 

起来是困难的，原因是： 

1)虽然系统建设的过程可建立一套文档(通常是不完整的)以帮助系统维护和扩充，但是，当 

系统应用功能改变时，就必然导致对原系统的修改(包括程序代码和数据关系)。而原文档在这时所 

起的作用是很小的。一般来说，系统开发文档仅在对原系统作正确性维护时才有价值 

2)数据库的优点是实现数据的共享和数据的独立性。要体现数据库的真正价值需要数据库中 

有全面、完整、一致的数据。在MIS系统中，数据往往是不够完整的 这从MIS系统的开发过程(图 

1)可以看出：数据需求是建立在应用功能需求之上的。这样的数据需求往往只着重于当前一段时间 

的数据和应用，而没有对企事业单位的数据和数据关系作全面的分析，致使一些目前未被使用的数 

据和数据关系被遗忘。这就使得所建立的数据库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3)数据管理直接与数据库系统连接在一起。数据库管理系统(DBMS)是对数据的存取实麓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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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系统。因此，数据库管理系统一般都提供数据维护管理平台。这样的平台建立在数据库系统自 

身的数据字典基础上。对用户的一些特殊的、灵活的管理要求，数据库系统提供的工具实现较困难， 

另外还要求用户必须对数据库系统和网络系统较熟悉 

4)数据库与应用在离开原开发人员后，其维护是困难的，再开发新的应用就更困难，即使用户 

参与到系统的开发中，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此造成了开发者写的应用程序用户难以理解和修 

改 开发人员离开后，系统的维护和再开发用户难以继续进行 

“上这些方面及其它一些因素给 MIS系统的发展、应用造成了困难，甚至导致开发完成后许 

多系统因不能很好维护而瘫痪，或者一段时间后不再使用，给应用单位造成损失。因此，我们有必要 

探讨新的开发思路和新的系统构成方法来使 MIS系统能够更加全面完整的保存企事业单位的基 

础数据，使用户在离开系统开发人员后能够方便地维护数据库和开发新的应用程序。 

2 MIS构成模式 

为克服上述MIS系统的不足，我们提出如下的 

系统构成模式，图2。 

其中，用户应用指直接面向用户的应用系统。它 

包括用户的专业应用和对系统的日常管理。系统管理 

平台，一方面将用户的应用程序与数据库(数据)分隔 

开来，另一方面又联系用户应用和数据库，使用户的 

应用请求脂通过数据库得以实现。 

3 系统管理平台的构成 

圆  
圈2 ~Ⅱ9内成模式 

目前的数据库管理系统一般都提供了系统管理维护工具和用户应用开发工具。这些工具使数 

据库的管理和维护能方便地进行，同时使应用开发脂快速地完成。但这些工具总是将应用与数据紧 

密地联系起来，使它们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难于实现数据与应用的分离。 

MIS中，通常意义下的资源是数据资源。我们认为用户应用也是一种资源，应用资源。这两种 

资源虽其表现形式和作用不同，但都被用来向用户提供服务 因此，应将它们统一的交由系统进行 

管理和维护。 

在系统管理平台中要完成数据与应用的连接实现应用功能，还必须考虑数据库的驱动。由此， 

我们可咀将系统管理平台作如下划分，图 3。 

l应用与管理集成l I资源管理系统J l数据库驱动与管理l I元数据及管理l 

圉3 数据库管理平台组成 

其中，应用与管理集成面对用户，为用户提供应用系统重组、修改，使用户脂快速生成新的应用 

系统。用户生成的应用系统与数据作为统一的数据库系统资源交由资源管理系统统一管理。用户 

的应用请求通过调用相应的系统资源去驱动数据库予以实现，从而完成数据与应用的联系 用户对 

数据库的维护也将通过系统资源管理驱动数据库予以实现 

在系统管理平台中，资源管理系统和数据库驱动与管理被作为该平台的后台，由用户所操作的 

资源(应用程序和数据)启动。应用与管理集成，一方面集成用户的各种应用(模块、应用程序、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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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而成为应用系统；另一方面，集成用户对数据库的管理维护功能而成为管理系统。从而避免用 

户直接面对DBMS进行操作，以保持数据的一致性与完整性，最终实现应用与数据的分离。 

上述各项管理是通过各部分间的通讯完成的。将通讯信息进行规范化抽象描述便形成系统管 

理平台中的元数据。元数据包括以下几类： 

1)应用程序描述。如应用程序名与功能、功能模块名与功能，存储位置、集成时间、人员与其它 

应用程序的关系等 

2)应用程序接口描述。如接 口参数、接口约束、调用关系等。 

3)数据库描述。如建立日期和人员、修改的日期和人员，授权使用情况等。 

4)系统环境描述。如前端和后端的软硬件平台、网络平台等。 

应该指出，元数据作为系统的描述信息越丰富越有利于系统的集成和重组，也越利于代码和系 

统的重用。在我们的开发中重点考虑的是上述 4类元数据。 

4 系统的开发 

按照图2的构成模式，MIs系统的开发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数据建设即数据库开发，二是 

系统建设即系统管理平台开发，三是应用开发即用户应用系统的开发与集成。 

1)数据建设 

数据建设是数据库应用系统的基础工作。它确定着应用的范围、应用的广度和深度。数据是一 

个单位最宝贵的资源 上述模型将数据与应用分开后，可使用户和开发者抛开当前的数据需求而全 

面地广泛地收集单位的数据，以使惮位的数据能完整、全面的被收集、整理、保存，以支持目前和以 

后的应用开发。 

这个阶段可以由用户自己完成或在专业开发人员的指导下完成。首先，用户最了解自己需要什 

么样的数据、拥有什么样的数据。其次，这时用户考虑的数据及其关系仅与业务相关而不受MIS应 

用的限制，因此可能据更全面更完整。 

数据库的建立在这个阶段主要依靠DBMS提供的工具。现有的桌面工具 已比较完善，且支持 

异地开发。因此能较好地支持数据建设。 

2)系统管理平台开发 

系统数据管理平台的建设可与数据建设同时进行。我们认为系统管理平台应建立在数据库管 

理系统(DBMS)基础上，而不是数据库中数据基础上。因为，数据可能随着单位职能、管理方式等的 

改变而改变，而数据库管理系统的改变却是较缓慢的，即使有改变已是被新系统兼容的。因此，这样 

建立的管理平台能够适应数据变化和增长的需求，用户的一次开发投入可以较长期地支持用户对 

数据库的维护和管理。在功能上，作为DBMS与用户应用之间的桥梁，系统管理平台应完成对数据 

库系统的维护和向应用提供统一的接口。使用户能方便地管理和维护数据库；使用户能容易地扩展 

数据库}使用户能快速地集成应用，形成应用系统。 

这一阶段元数据及其管理方式的开发也必须同时进行。确定元数据的分类和描述方式，制定相 

应的元数据规范，这样也就确定了系统内部各部分之间的接口，同时确定了系统与外界信息交流的 

方式。 

3)用户应用开发与集成 

在 MIS系统中，满足用户应用需求是系统开发的目的。以前面两步作为基础，虽然用户的应用 

需求会经常发生变化但也可较快地重新生成用户应用系统。我们主张，用户应用最好由用户自己开 

发。一方面，只有用户自己最了解、最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应用功能{另一方面，用户应用的变化需要 

修改应用模块时，只有用户自己开发的应用用户才知道应做什么样的改变最合适、最简捷、最方便。 

考虑到用户的开发能力和经验可能有限，就要求系统管理平台为用户提供方便的应用开发工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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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集成工具．使用户能容易地、方便地从现有的应用系统中拆卸出模块进行修改I然后将新的模 

块集成成新的应用系统。 

上述的 MIS模型，其关键和技术难点在系统管理平台中．这部分的开发应由有丰富数据库系 

统开发经验的人员完成。这样的模式能够保证在系统开发完成后，用户能够在脱离开发人员时自己 

管理和维护用户应用和数据库。使MIS系统的应用不断增长，使系统的应用不断完善。 

在这个模型中，强调了数据建设与应用功能开发的分离。这使得数据库中的数据更有价值。它 

不仅保存了能满足现在应用需求的数据，还完善系统地保存了全面的数据。这些数据现在的应用可 

能不需要，但将来可能需要。这更加体现了数据库的真正价值。 

在这个模型中，还强调了数据与数据管理的分离。系统管理平台建立在DBMS之上，是 DBMS 

功能的扩充，除包含必要的数据库管理功能，还包含了应用系统的开发和集成工具。 

5 实现中的几点考虑 

1)数据库管理系统提供了一套数据字典用以管理和维护数据库。这套字典完整地表现了数据 

库中的数据和数据关系。上述的系统管理平台中，除利用这套字典外 ，还须记录其它的系统资源，包 

括用户应用构成、管理构成、数据库系统的网络构成等。由它们组成系统资源字典。资源字典戚为 

联系系统管理平台各部分的数据流，无论是用户的操作还是系统的操作均是根据它完成的。 

2)用户的应用与管理是由多个插件式的模块组成的。资源字典中记录和保存了这些插件。因 

此，用户能方便地用它们构成新的应用功能和管理功能。用户应用的改变将只改变资源字典中的相 

应插件．避免了用户修改整个应用程序。 

3)这样的MIS系统结构中的系统管理平台其实质是一个MIS开发通用平台。首先，它与具体 

的数据无关，仅与 DBMS有关I其次，它是通过资源字典实施应用与数据库操作，应用与操作的变 

化仅是资源字典中数据的改变，与具体的应用无关。 

我们认为，如上的MIS系统模型，能够较好地满足用户自己维护系统和开发新应用的要求，从 

而提高 MIS系统的生命力，保护用户的开发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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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main problem in developing M anagement Informa- 

tion System (MIS)．On this bagis。it presents a new model of MIS development．In this mod~l，the 

authors emphasize and discuss the importance and conformation of independent system applicafion 

platform．The final purpose of this model 1ies in making the i~er8 to maintain database，reconstruct 

application system and develop new application convenient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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