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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犢犐犐２框架的高校毕业设计质量管理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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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息化时代，为提升高校教务管理水平，简化工作流程，基于当前毕业设计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运用计算

机与互联网技术，开发了一套毕业设计质量管理系统，实现论文指导工作的在线过程化管理；系统采用ＹＩＩ２框架实现业务逻辑

功能，利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前端技术实现手机页面自适应，使用ＦＰＤＩ＿ＰＤＦ－Ｐａｒｓｅｒ文本分析技术实现文档水印生成，并连结 ＭｙＳＱＬ

数据库实现数据的存储与管理；在互联网环境中，允许师生通过电脑或手机随时随地地进行互动交流与信息查询，突破了传统论

文指导工作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限制；经过实际工作测试，系统运行稳定，扩展性强，能够满足高并发量的访问需求，方便师生开

展论文指导工作的同时，也加强了管理部门对设计过程的监督与管理，具有较高的应用与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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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毕业设计是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进行项目

设计或理论研究的集中实践过程，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

培养学生创新创业意识和实践操作能力的重要教学环节。

在本科毕业设计管理工作中，传统使用 Ｏｆｆｉｃｅ电子文档对

论文材料进行统计、分类与汇总的方式存在工作效率低，

操作流程复杂，出错率高等问题。从论题申报，学生选题，

论文撰写、评阅、重复率检测到最后终稿定稿的各个环节

都需要消耗教务管理工作人员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而现有

的信息化管理系统也仅仅能够实现简单的论题在线申报、

论文材料上传等功能，无法满足新时代本科教育培养目标

对毕业设计质量保障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随着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利用计算机硬

件、软件与网络设备对数据资料进行采集、存储、处理与

传输，从而形成了 ＭＩ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管理信息系统），使得论文数据得到了有效地存储与利用。

同时，为了实现毕业设计流程的在线过程化管理，提高教

务管理水平，文章提出在数据管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论

文指导工作的过程化管理模式，即形成 ＢＰＭ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流程管理系统），对论题申报、论文

选题、论文指导、论文评审与论文定稿等毕业设计工作各

环节进行有机整合，并要求导师在每一阶段对论文材料进

行审核与确认，从而建立在线过程化管理与导师负责制相

结合的毕业设计管理新模式［１３］。

毕业设计质量管理系统基于互联网技术实现了师生在

线交流平台，允许学生上传论文初稿，导师审阅并提出评

阅意见，学生根据导师意见完成论文修改后再次上传，通

过如此反复地上传与修正，不断提高论文写作水平，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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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框架结构，提升论文内容质量［４］。新提交的论文材料

不覆盖旧材料，先后上传的材料在系统中按照时间顺序依

次排列，同时保留针对每份材料进行的师生互动交流记录，

这样便于数据记录的归档整理，有利于对论文指导过程进

行全程监控［５６］。毕业设计质量管理系统采用电子表单，允

许教师在线填写指导教师评语表、评阅教师评语表与论题

修改申请表等相关表格，摆脱了纸质填写方式的缺陷，实

现了无纸化办公模式［７９］。

１　系统架构设计与运行环境

１１　系统架构设计

系统设计流程包括数据库Ｅ－Ｒ图设计、数据操作层设

计、业务逻辑层设计以及前端用户界面设计等，流程中每

一步的设计与开发都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在对各

个数据对象以及对数据对象的各项操作进行设计与实现的

同时，又要兼顾程序代码的规范性、可读性与可扩展性，

导致系统研发成本过高，功能模块质量低下，稳定性差。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系统业务逻辑层采用ＹＩＩ２框架进行构

建。ＹＩＩ２框架采用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理念，基于 ＭＶＣ开

发模式 （全称模型 Ｍｏｄｅｌ，视图Ｖｉｅｗ，控制器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对数据模型、业务流程以及前端界面都进行了较好的封装，

框架本身自带的代码生成器能够帮助设计者简化设计实现

流程。ＹＩＩ２框架使用模块化程序设计，在满足系统功能需

求的同时，大幅度地降低了开发成本，缩短了设计与开发

周期，让系统开发人员能够将主要精力放在功能需求的实

现过程中，而不必考虑具体的程序设计细节。

图１　ＹＩＩ２系统架构图

如图１所示，系统服务端以ＹＩＩ２架构为基础进行搭建，

包括入口层、应用层、控制器层、数据层与视图层。用户

发送请求，服务器接收用户请求，通过应用层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创建用户请求实例ａｐｐ，实例ａｐｐ读入当前的应用配置信息

Ｃｏｎｆｉｇ，并根据配置信息装载所需的功能组件，通过解析路

由Ｒｏｕｔｅ，创建相应的控制器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并通过控制器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创建业务逻辑方法ａｃｔｉｏｎ，执行过滤器验证，若

验证通过，则运行ａｃｔｉｏｎ，在ａｃｔｉｏｎ中读取数据库数据Ｍｏｄ

ｅｌ，并对数据进行加工和处理，利用数据处理结果渲染视图

Ｖｉｅｗ，最后通过Ｒｅｓｐｏｎｓｅ返回给客户端。以论文材料的存

取过程为例，学生通过入口层上传论文材料，经过应用层

与控制器层的交互，将材料分类归档后存储于数据库中。

导师评阅论文时，从数据库中获取论文材料，经过控制器

过滤，利用过滤后的数据渲染视图Ｖｉｅｗ，再经过服务器脚

本语言的解析将论文材料显示在浏览器中。系统设计流程

清晰，文件结构合理，运行稳定高效。

１２　运行环境搭建

学校每年的本科毕业生及导师人数在５０００人左右。因

此在系统运行环境的选择上，需要考虑所选择的环境是否

能够满足系统运行时可能出现的高并发量需求，同时也要

兼顾软件平台之间的兼容性。由于ＹＩＩ２框架本身基于ＰＨＰ

程序设计语言，因此选用ＩＩＳ＋ＰＨＰ＋ＭＹＳＱＬ集成环境作

为系统运行的承载方式［１０］。用户进行操作时产生的服务请

求，通过互联网环境传递至服务器，再经过ＰＨＰ程序语言

的解析与分析，从数据库中存取所需的数据。数据经过一

定格式化处理之后，传递到客户端界面呈现给用户，从而

完成了一次服务请求处理过程。同时，为避免出现数据孤

岛，实现与学校相关部门进行数据整合与同步，利用

ＭＹＳＱＬ存储过程实现数据库数据的定期同步更新。

为提高系统的并发承载能力，增强用户使用体验，对

ＩＩＳ应用服务器与 ＭＹＳＱＬ数据库进行了性能调教，在较多

用户同时使用的情况下，也能够流畅地运行。

表１　ＩＩＳ性能参数调整

参数 默认值 调教值

应用程序池队列长度 １０００ ６５０００

ａｐｐ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ＲｅｑｕｅｓｔＬｉｍｉｔ 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ｒｅｑｕｅｓｔＱｕｅｕｅＬｉｍｉｔ 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表２　ＭＹＳＱＬ性能参数调整

参数 默认值 调教值

ｂａｃｋ＿ｌｏｇ ５０ ５００

ｍａｘ＿ｕｓ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０ ６００

ｔｈｒｅａｄ＿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８ ６４

２　系统总体设计

通过对本科论文工作的各个阶段进行分析与研究，考

察师生在论文实施过程中进行的操作流程，基于面向对象

的程序设计理念，毕业设计质量管理系统主要分为用户管

理模块、论文选题模块、论文实施模块、论文评审模块以

及论文答辩模块。用户管理模块包括用户登录、角色切换

与用户信息；论文选题模块包括课题申报与课题录入；论

文实施模块包括开题报告管理、文献综述管理、外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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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论文正文管理、在线互动平台与导师审核模块；论

文评审模块包括评阅分配、督导组抽检与重复率检测；论

文答辩模块包括答辩分组、终稿装订与水印生成。各模块

之间相互联系，从论文开题到毕业答辩，形成了毕业设计

质量管理流程全过程，在规范工作流程的同时，加强导师

在设计工作中的每一阶段对学生进行的指导与监督

作用［１１１２］。

图２　系统功能模块

２１　用户管理模块设计

２．１．１　多用户协同工作模式设计

为规范毕业设计流程，保障论文质量，系统设计了学

生、导师、学科秘书、督导组与管理员５个角色，每种角

色分别拥有各自不同的功能与权限，学生在系统上按规定

步骤开展毕业设计工作；导师负责根据每一阶段的具体要

求辅导与监督学生的工作完成情况；学科秘书负责统计本

学科师生的设计工作进展情况，监督师生按时完成各阶段

工作；督导组负责在系统上抽查学生设计工作完成情况，

如抽查论文三大件与正文等。管理员负责监控毕业设计工

作进展，完成论文重复率检测与评阅成绩管理等工作。多

角色协同工作实现了对毕业设计工作流程的多维度综合管

理模式，完善了论文质量衡量指标体系。

图３　多角色协同工作模式

由于各角色在每一阶段需要执行的操作不同，因此不

能简单地通过数据库字段来进行用户权限设计。系统在控

制器中使用ｇｒｏｕｐ＿ｉｄ字段区分不同的角色，根据ｇｒｏｕｐ＿

ｉｄ字段值为各个角色分配相应的操作功能，同时，存在多

重身份的用户可以在系统内自主切换角色，如导师与学科

秘书双重身份、导师与督导组双重身份，相应实现代码

如下：

ｐｕｂｌｉ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ｃｔｉｏｎＣｈａｎｇｅｒｏｌｅ（＄ｒｏｌｅｉｄ）

｛

　ｍｏｄｅｌ＝ｎｅｗＬｏｇｉｎＦｏｒｍ（）；

　ｍｏｄｅｌ－＞ ｕｓｅｒｎａｍｅ＝ｙｉｉ：：＄ａｐｐ－＞ｕｓｅｒ－＞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ｕｓｅｒｎａｍｅ；

　ｍｏｄｅｌ－＞ｐａｓｓｗｏｒｄ＝ｙｉｉ：：＄ａｐｐ－＞ｕｓｅｒ－＞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ｐａｓｓｗｏｒｄ；

　ｍｏｄｅｌ－＞ｇｒｏｕｐ＿ｉｄ＝ ＄ｒｏｌｅｉｄ；

　ｉｆ（ｍｏｄｅｌ－＞ｌｏｇｉｎ（））｛／／角色切换成功

ｒｅｔｕｒｎｔｈｉｓ－＞ｇｏＢａｃｋ（）；

　｝

｝

使用ｇｒｏｕｐ＿ｉｄ字段来识别用户所属角色，角色判断代

码如下。

ｐｕｂｌｉ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ｇｅｔＵｓｅｒ（）

｛

ｉｆ（＄ｔｈｉｓ－＞＿ｕｓｅｒ＝＝＝ｆａｌｓｅ）｛

＄ｔｈｉｓ－＞＿ｕｓｅｒ＝ Ｕｓｅｒ：：ｆｉｎｄＢｙＵｓｅｒｎａｍｅ（＄ｔｈｉｓ－＞ｕｓｅｒ

ｎａｍｅ，＄ｔｈｉｓ－＞ｇｒｏｕｐ＿ｉｄ）；

｝

ｒｅｔｕｒｎ＄ｔｈｉｓ－＞＿ｕｓｅｒ；

｝

２．１．２　用户登录验证流程设计

系统接收用户提交的用户名Ｕｓｅｒｎａｍｅ、密码Ｐａｓｓｗｏｒｄ

与验证码Ｖｅｒｉｆｙｃｏｄｅ，新建一个ＬｏｇｉｎＦｏｒｍ对象，将用户登

录信息存储其中，并调用ｆｉｎｄＢｙＵｓｅｒｎａｍｅ方法通过 Ｕｓｅｒ

ｎａｍｅ从数据库中获取用户信息，调用ｖａｌｉｄａｔｅＰａｓｓｗｏｒｄ方

法执行密码验证，通过Ｃａｐｔｃｈａ模块执行验证码识别，登录

成功后，将登录状态保存于ｓｅｓｓｉｏｎ中，便于记录用户的登

陆状态与信息。用户角色切换主要通过ｃｈａｎｇｅｒｏｌｅ方法实

现，在方法中通过修改ｇｒｏｕｐ＿ｉｄ值变更用户角色。

图４　用户登录验证流程

２．１．３　用户管理模块实体关系设计

用户管理方面涉及到的数据表有用户数据表ｕｓｅｒ、导

师专业表ｍａｊｏｒ、导师信息表ｔｕｔｏｒ＿ｔｉｔｌｅ、班级信息表ｃｌａｓｓ

以及用户组信息表ｕｓｅｒｇｒｏｕｐ。用户数据表ｕｓｅｒ存储用户登

陆数据与用户基本信息，其中包含的字段ｇｒｏｕｐ＿ｉｄ用于区

分不同用户组，ｇｒｏｕｐ＿ｉｄ为１表示学生用户组，ｇｒｏｕｐ＿ｉｄ

为２表示导师用户组，ｇｒｏｕｐ＿ｉｄ为３表示学科秘书，ｇｒｏｕ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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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ｄ为４表示管理员，ｇｒｏｕｐ＿ｉｄ为５表示督导组；字段ｂｅ

ｌｏｎｇ＿ｔｏ＿ｉｄ定义学生所在班级及导师所属系部；字段ｕｓｅ

ｒｎａｍｅ、ｐａｓｓｗｏｒｄ、ｇｅｎｄｅｒ、ｐｈｏｎｅ、ｅｍａｉｌ分别定义用户的

登录账号、密码、性别、电话、邮箱信息。

２２　论文选题模块设计

导师登录毕业设计质量管理系统，在线录入论文选题，

选题字段包括：课题题目、课题内容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

重点要解决的问题）、课题准备情况、对学生的要求、内容

性质、课题来源、课题类型、实习地点与用机时数等。学

生使用手机、平板或电脑终端，实时查看任务书，了解选

题内容，通过系统提供的在线交流平台与导师进行线上沟

通，在充分理解选题的内容和意义之后，提交选题申请，

经导师审核确认之后，下达任务书。毕业设计质量管理系

统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选题工作的全程线上操作，方便学

生学习选题内容，了解导师的研究领域，促进与导师之间

的沟通与交流。

在论文撰写过程中，经常出现论文内容及研究方向与

先前的选题存在偏差，需要对论文题目与任务书进行修改

的情况。传统管理模式要求学生填写纸质论题修改表，并

由导师签字，所在学科负责人签字，最后经学院负责人签

字后，方可生效。这种方式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因相

关负责人临时不在，使得学生疲于奔波，忙于应付。毕业

设计质量管理系统实现了 “论题修改申请表”的在线填写

与审核方式，学生利用系统填写论题修改申请表，通过互

联网环境，直接传递给导师、学科负责人与学院负责人进

行相应的审批操作，足不出户也能完成同样的工作，大大

减轻了学生负担，使其能够将主要精力投入到论文的撰写

工作当中，对于论文质量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作用。

图５　论题修改申请表

２３　论文实施模块设计

论文实施模块包括开题报告管理、文献综述管理、外

文翻译管理与论文正文管理，提供材料上传、学生留言、

导师评审等功能，将传统线下师生研讨过程搬到线上，方

便师生之间进行探讨与交流，有利于论文材料的分类与

归档。

学生角色：登录系统，进入论文实施模块，上传论文

材料 （上传的同时，可以给导师留言），根据导师意见修改

完善论文材料并填写修改完成情况说明。

导师角色：在线审阅学生上传的论文材料，给出修改

意见 （可以填写导师修改意见表，也可以在论文材料上直

接标注修改部分并作为评审附件上传系统），确认并提交修

改完善后的论文材料。

２．３．１　材料上传功能设计

上传模块提供论文材料的上传功能，同时能够编写留

言。学生上传论文材料，通过留言板块告诉导师论文材料

在哪些地方做了修改，修改完善的情况如何等信息。在上

传过程中，系统先审核文档类型，出于安全考虑，只允许

上传ＷＯＲＤ与ＰＤＦ文档，并限制上传文件大小。部分实现

代码如下：

＜？＝ｆｏｒｍ －＞ｆｉｅｌｄ（ｍｏｄｅｌ＿ｔｉｔｌｅｒｅｐｏｒｔ，＇ｔｉｔｌｅｒｅｐｏｒｔ＇）

　－＞ｈｉｎｔ（“允许上传以ｄｏｃ／ｄｏｃｘ／ｐｄｆ为扩展名的 Ｗｏｒｄ／

Ｐｄｆ文档！”）

－＞ｗｉｄｇｅｔ（ＦｉｌｅＩｎｐｕｔ：：ｃｌａｓｓｎａｍｅ（），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ａｃｃｅｐｔ＇＝＞＇ｔｅｘｔ／ｐｄ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ｆａｌｓｅ，］，

　＇ｐｌｕｇｉｎＯｐｔｉｏｎｓ＇＝＞ ［＇ｓｈｏｗＵｐｌｏａｄ＇＝＞ｔｒｕｅ，＇ｂｒｏｗｓｅＬａｂｅｌ＇

＝＞＇浏览＇，＇ｍａｘＦｉｌｅＳｉｚｅ＇＝＞６０００，

　＇ｓｈｏｗＵｐｌｏａｄ＇＝＞ｆａｌｓｅ，＇ｓｈｏｗＰｒｅｖｉｅｗ＇＝＞ｆａｌｓｅ，

＇ｓｈｏｗＲｅｍｏｖｅ＇＝＞ｆａｌｓｅ，

＇ａｌｌｏｗｅｄＦｉｌｅ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ｓ＇＝＞［＇ｐｄｆ＇，＇ｄｏｃ＇，＇ｄｏｃｘ＇］，］，］）？＞

２．３．２　论文实施模块实体关系设计

论文实施阶段涉及到的数据表有论文正文信息表ｔｉｔｌｅ

＿ｐａｐｅｒ、开题报告信息表ｔｉｔｌｅ＿ｒｅｐｏｒｔ、文献综述信息表

ｔｉｔｌｅ＿ｓｕｍｍａｒｙ、外文翻译信息表ｔｉｔｌ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论文评

阅信息表ｔｉｔｌｅ＿ｐａｐｅｒ＿ｒｅｖｉｅｗｅｒ。系统设计了开题报告留言

信息表ｔｉｔｌｅ＿ｒｅｐｏｒｔ＿ｃｏｍｍｅｎｔ、文献综述留言信息表ｔｉｔｌｅ

＿ｓｕｍｍａｒｙ＿ｃｏｍｍｅｎｔ、外文翻译留言信息表ｔｉｔｌｅ＿ｔｒａｎｓ

ｌａｔｅ＿ｃｏｍｍｅｎｔ以及论文正文留言信息表ｔｉｔｌｅ＿ｐａｐｅｒ＿

ｃｏｍｍｅｎｔ，分别用于存储导师与学生针对开题报告、文献综

述、外文翻译与论文正文进行的交流与研讨信息。论文实

施Ｅ－Ｒ图设计如图６所示。

２４　论文评审模块设计

论文评审模块在在整个毕业设计质量管理系统中处于核

心位置，用于检验学生论文设计工作质量，考查导师指导工

作效果。系统采用匿名互评方式，要求提交的论文需隐去学

生及导师姓名，避免了非客观因素对评审结果的影响。系统

评审界面提供的评审材料包括：论文题目、参评正文、课题

申报表、课题任务书与指导教师评语表。评阅教师根据提供

的评审材料，从学术水平与创新、论证能力、论文撰写、规

范要求等方面逐项进行客观评价，在线填写评阅意见，并给

出评阅成绩，评阅成绩分为优秀、良好、中等、及格与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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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论文实施Ｅ－Ｒ图

格５个等级，为了避免部分学生在给出评阅成绩后，消极应

对论文修改工作，系统设置对评阅成绩及格以上的均显示为

通过，但最终打印的纸质评阅表会显示实际评阅成绩。对于

部分习惯在ｗｏｒｄ文档上编写评阅意见的教师，系统也提供

了人性化的操作方式，即允许评阅教师在ｗｏｒｄ文档填写评

阅意见，并作为评审附件上传系统。

２５　论文答辩模块设计

毕业设计三大件 （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外文翻译）

与论文正文经过反复修改与完善，并通过导师最终审核确

认之后，允许参加论文答辩。在往届毕业设计管理工作中，

经常出现学生提交送审的论文材料与实际参加答辩的材料

不一致，导致管理工作出现漏洞，无法对学生论文完成情

况实行有效地监督与管理。因此，为确保学生参加答辩的

论文材料与导师实际确认的一致，在导师审核确认之后，

要求学生在系统上为论文三大件与论文正文加水印。学生

携带论文水印稿参加毕业答辩。

在系统设计中，使用ＦＰＤＩ＿ＰＤＦ－Ｐａｒｓｅｒ实现论文水印

在线生成。学生只需点击一下按钮，即可为论文终稿加水

印，论文文档的文本分析与水印生成过程由系统自动完成。

ＦＰＤＩ文本分析器需要通过ＦＰＤＦ调用，因此，先加载

ＦＰＤＦ模块，再加载ＦＰＤＩ模块，代码如下：

ｒｅｑｕｉｒｅ（＇．／ｆｐｄｆ／ｆｐｄｆ．ｐｈｐ＇）；

ｒｅｑｕｉｒｅ＿ｏｎｃｅ（＇．／ＦＰＤＩ＿ｎｅｗ＿ｖｅｒｓｉｏｎ／ＦＰＤＩ／ｓｒｃ／ａｕｔｏｌｏａｄ．ｐｈｐ＇）；

ｒｅｑｕｉｒｅ＿ｏｎｃｅ（＇．／ＦＰＤＩ＿ｎｅｗ＿ｖｅｒｓｉｏｎ／ＦＰＤＩ＿ＰＤＦ＿Ｐａｒｓｅｒ／ｓｒｃ／ａｕ

ｔｏｌｏａｄ．ｐｈｐ＇）；

在处理中文文本时为避免出现乱码，需要对文档进行

转码操作，通过ｉｃｏｎｖ方法将字符串从 ＵＴＦ８转换为ＧＢＫ

字符集，代码如下：

ｐｄｆ＿ｆｉｌｅ＿ｇｂｋ＝ｉｃｏｎｖ（＂ｕｔｆ－８＂，＂ｇｂｋ／／ＩＧＮＯＲＥ＂，ｂａｓｅｎａｍｅ

（ｒｅｓ［０］［＇ｐｄｆ＿ｆｉｌｅ＇］））；

为了避免在水印生成过程中出现错误导致系统运行崩

溃，将文本分析程序放入ｔｒｙ／ｃａｔｃｈ异常捕获代码块内，代

码如下：

ｔｒｙ｛

　／／初始化ＦＰＤＩ

ｐｄｆ＝ｎｅｗＦＰＤＩ（）；

　ｐｄｆ＝ｎｅｗ＼ｓｅｔａｓｉｇｎ＼Ｆｐｄｉ＼Ｆｐｄｉ（）；

　／／获取ＰＤＦ论文文档的页数

　ｐａｇｅＣｏｕｎｔ＝ｐｄｆ－＞ｓｅｔＳｏｕｒｃｅＦｉｌｅ（ｒｅｓ［０］［＇ｐｄｆ＿ｆｉｌｅ＇］）；

　／／为ＰＤＦ论文文档的每一页添加水印图标

　ｆｏｒ（ｐａｇｅＮｏ＝１；ｐａｇｅＮｏ＜＝ｐａｇｅＣｏｕｎｔ；ｐａｇｅＮｏ＋＋）

　｛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Ｉｄ＝ｐｄｆ－＞ｉｍｐｏｒｔＰａｇｅ（ｐａｇｅＮｏ）；

　ｓｉｚｅ＝ｐｄｆ－＞ｇｅｔ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Ｓｉｚｅ（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Ｉｄ）；

　ｉｆ（ｓｉｚｅ［＇ｗｉｄｔｈ＇］＞ｓｉｚｅ［＇ｈｅｉｇｈｔ＇］）｛

ｐｄｆ－＞ＡｄｄＰａｇｅ（＇Ｌ＇，ａｒｒａｙ（ｓｉｚｅ［＇ｗｉｄｔｈ＇］，ｓｉｚｅ［＇ｈｅｉｇｈｔ＇］））；

｝ｅｌｓｅ｛

ｐｄｆ－＞ＡｄｄＰａｇｅ（＇Ｐ＇，ａｒｒａｙ（ｓｉｚｅ［＇ｗｉｄｔｈ＇］，ｓｉｚｅ［＇ｈｅｉｇｈｔ＇］））；

　ｐｄｆ－＞ｕｓｅ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Ｉｄ）；

　ｐｄｆ－＞ｉｍａｇｅ（＂ｚｊｕｔ＿ｌｏｇｏ．ｐｎｇ＂，３５，１０５，１５０）；／／论文页面

上水印

　｝

　ｐｄｆ－＞ｏｕｔ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ｂａｓｅｎａｍｅ（ｒｅｓ［０］［＇ｐｄｆ＿ｆｉｌｅ＇］），

＂Ｆ＂）；

｝

｝ｃａｔｃｈ（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ｅ）｛

ｐｒｉｎｔ（＂ｅｒｒｏｒ＂）；

｝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设计与开发毕业设计质量管理系统，将论文指导过程

从线下搬到了线上，为导师与学生开展设计论文工作提供

了方便。系统采用Ｂ／Ｓ模式，能够兼容多种浏览器，并通

过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前端显示技术实现手机页面自适应功能，无论

使用电脑、平板还是手机，都能够正常地显示系统界面，

突破了系统使用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限制，提高了学生进行

论文撰写工作的主观能动性［１３］。

采用的ＹＩＩ２框架技术，使整个应用系统的架构符合高

内聚、低耦合的设计标准。同时，系统在用户数据管理方

面能够与其他系统进行无缝对接，实现单点登录与数据同

步功能，有 效 避 免 了 出 现 数 据 孤 岛，数 据 不 一 致 等

问题［１４１６］。

采用的ＦＰＤＩ＿ＰＤＦ－Ｐａｒｓｅｒ文本处理技术能够实现

ＰＤＦ文档水印生成，为通过最终评审后的材料生成正式的

水印图标，避免了评审材料与实际参加答辩的材料不一致

的问题，同时增强了毕业论文撰写工作的仪式感，通过仪

式感提高工作动力与执行力，增加学生的满足感与成就感。



　　 计算机测量与控制　 第２７


卷·１７６　　 ·

系统通过用户权限的分配，实现多角色协同工作模式，

导师、学科秘书与督导组拥有各自不同的管理工作职责，

体现了多层次、多维度的论文质量管理监督机制［１７１８］。

系统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大大减轻了管理人员的工作

负担，帮助学生更清晰地理解毕业设计工作流程与论文写

作要求，通过在线互动平台促进了导师与学生之间地沟通

与交流，获得了教师与学生的一致好评。

４　结语

基于传统本科毕业设计管理模式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设计与开发了一套本科毕业设计质量

管理系统，为创新毕业设计管理模式提供了网络化平台保

障。系统实现了论文材料在线上传，在线评审以及在线表

格的填写与打印功能，并提供师生在线互动交流平台，采

用ＦＰＤＩ＿ＰＤＦ－Ｐａｒｓｅｒ文本分析器实现了ＰＤＦ文档水印生

成。将现代信息技术与新型管理理念相融合，转变传统的

毕业设计工作流程、管理模式与评审方式，提高教务管理

工作效率、方便师生沟通与交流，加强管理人员对论文工

作流程的全面掌控，对提高学生论文写作质量，检验学生

综合素质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系统已在浙江工业大学管理

学院与经济学院投入实际应用，效果良好，并计划向其他

学院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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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各系统中运行核心要素建立观众信息数据库、

展品信息数据库，公共信息发布数据库、票务信息数据库、

设备运行状态数据库等，实现对系统中各系统的数据采集、

处理、存储。采用云计算技术对各类型数据库进行分析、

归纳，进一步提高馆内服务管理效率、水平，提升观众游

览体验［７］。运用公共信息发布系统通过信息发布制作平台

及信息发布设备，将馆内展览信息及相关信息通过音频、

视频等多媒体方式向参观观众进行展示。

未来，随着５Ｇ技术和ＩＯＴ应用的普及，室内定位应用

也必然与物联网相融合，其定位精度和广度将极大提升，

本文所述的室内导航导览及人员信息化管理系统也必将得

到广泛的应用。在５Ｇ通信技术和万物互联计算的支持下，

城市公共场所数字化管理水平定将呈现飞速进步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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