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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实时信息报送的特点，阐述了信息报送系统设计的一般原则，对信息报送系统进行了功能和系统结 

构的设计，论述了实时信息报送系统实现的关键技术。对当前涉及到社会公共安全的突发事件的信息采集、处理和传输 

的实时性应用是非常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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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各行业 

的生产建设活动日益复杂化，人们对信息的 

准确性和实时性要求越来越高。如政府部门 

需要及时掌握诸如流行性传染病、突发性自 

然灾害等情况，以启动相关应急预案，减少 

损失；企业需要随时了解生产过程中的安全 

状况、投资对象周围的社会环境，还有天气、 

交通、治安等信息，以及时做出正确的决策。 

因此，信息的畅通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企 

业管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准之一。 

以因特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发展和 

普及应用，使得信息的采集、传递 、处理更加 

迅捷和准确。信息报送系统就是实现这一目 

标的一个信息子系统。 

1 实时信息报送的特点 

实时信息报送的特点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 是实时信息的特点，二是信息报送的特 

点。从实时信息来看，它除了具有一般信息 

所具有的特征之外，还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 是报送信息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这类 

信息往往涉及到诸如重大疫情等社会公共 

安全事件，只有实时性强的信息才能为相关 

部门处理问题提供科学合理的决策依据。因 

此，对实时信息的描述要尽可能准确，一般 

要通过理论研究建立问题的描述模型，对信 

息进行量化。 

二是实时信息的呈现具有多样性。有时 

需要同时用到多种媒体来表现，如果文本描 

述还不够表达事件的直观性和重要性时，可 

用记录声音、拍摄图片或活动图像来加以补 

充。 

就信息报送而言，尽管属于信息传播的 

范畴，但它却有 自己的特性，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方面： 

(1)实时信息的报送具有明显的不对称 

性，这可从管理和技术的角度来说明。从管 

理层面来说 ，信息上报属于业务层面的操 

作，按照规定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所 

发送的信息是具体的。而信息的接收方往往 

是部门的领导决策者，对于收到的信息一般 

只给出一个简短的收讫消息，然后由计算机 

进行处理；管理层主要是综合分析所有的上 

报信息进行决策。 

(2)信息报送的随机性和连续性。由于 

信息报送系统一般用于重大突发事件的报 

告，而这类事件的发生是随机的，因此，信息 

的报送也具有随机性。一旦事件发生，就要 

立即上报，缓报、瞒报都将给事态的发展带 

来严重的后果。另外，一个事件从发生到结 

束往往要持续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内事件发 

展情况都需要上报，以便管理者进行实时指 

挥。因此，信息的报送要跟事件的发展同步， 

要进行连续地报送。 

(3)信息报送的安全性。信息报送系统 

的应用一般在政府或企业的重要部门，信息 

内容非常敏感，对其保密性和操作权限要求 

很高。所以，除了采用虚拟专用网VPN、数字 

加密、数字签名、数字时间戳、用户访问权限 

控制等安全技术外，还应在管理上制定一套 

信息采集、报送、发布的管理制度，以杜绝非 

技术性的、人为的信息泄露。 

2 系统设计原则 

信息报送系统的设计应遵循以下原则： 

(1)系统安全可靠。系统必须运行稳定， 

具有较好的容错能力，在意外情况下要有相 

应的应急措施快速恢复，避免严重损失。同 

时系统必须具备维护信息安全的能力。 

(2)操作方便快捷。系统操作方便，流程 

简单，使用户不用花大量精力来学习使用， 

可以更专注于自己的报送业务。 

(3)界面直观友好。根据各行业的特点， 

操作界面设计要直观 、友好 ，使用户容易上 

手，从而减少用户单位的培训成本。 

(4)可查证。通过系统日志来记录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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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一个操作对数据库的更新，以供今后查 

实，即上报信息具有不可否认性。用户身份、 

时间、操作内容都能查得出来，从而保证了 

上报信息的时效性和完整性。 

3 系统体系结构设计 

本系统采用了基于Web的 B／S(浏览器， 

服务器)3层(多层)体系结构(如图 1所示)。 

客户层 

(浏览器) 

中间层 

(Web服务器) 

数据存储层 

(数据库服务器) 

图 1 系统 B／S三层结构 

(1)应用表达层。表达层用于为用户提 

供一个友好的用户界面，接受用户提交的事 

件，并将处理结果返回给用户。该层可以由 

多种客户终端构成，如计算机、移动通信设 

备(手机、PDA等)。客户端的界面程序本系 

统使用浏览器，也就是通常说的瘦客户机； 

此外也可以开发专门的客户端，以支持 C，s 

结构的应用【引。 

(2)事务逻辑层。包含应用程序使用的 

各种事务规则和算法。各种组件 (如Jav— 

aBean、EJB、C0M，DC0M等，将复杂的业务逻 

辑封装于内部，通过统一接口对外提供服务， 

具有可重用性)往往存储于应用服务器上【l_ 。 

而随着应用系统的功能日益复杂，中间层服 

务器承担的工作也必须分布到多台服务器 

中，本系统最终可以扩展为多层次的体系结 

构，从而提高系统的可重用性和可扩展性[41。 

客户端 WebB~务层 应用服务层 

f 客户端 l J web服务器J f应用服务器I I 

(表示逻辑)I l(表示逻辑)l l(业务逻辑)l I 
1．．．．．．．．．．．．．．．．．．．．．．．．__J I．．．．．．．．．．．．．．．．．．．．．．．．．．_J 1．．．．．．．．．．．．．．．．．．．．．．．．．．．__J L 

图2 系统多层体系结构 

本系统采用基于 MVC的开发模式，便 

于将内容和显示分离，具有更清晰的页面表 

现 ，可以清楚地划分团队开发的角色，充分 

地利用开发小组中的界面设计人员。 

奄 旦 型． 

囤  浏 览 Response
． 

器 

图 3 系统采用 MVC开发模式 

(3)数据层。指系统中的数据库服务器， 

可以和上述两层处于同一台计算机。建议单 

独用一台计算机作为数据库服务器，使用大 

型关系数据库如Oracle、SQLServer2000等。 

这种3层的系统结构适应了Intemet技 

术的发展，在网络环境下有着广泛的应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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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对于更好地实现组织内部信息的共享与 

集成，使各部门能实现多用户对系统的实时、 

并发操作，为保持数据的一致性、完整性、安 

全性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 

4 系统功能设计 

本文以我校设计的高校安全稳定信息 

及突发事件预警管理系统为原型，提出了基 

于Web的实时信息报送系统的通用功能。 

4．1 信息发送功能设计 

(1)安全登录与身份认证。此功能用于 

确认用户的身份和操作权限。用户的等级和 

其操作权限一一对应。在用户输入帐号和密 

码后，系统通过与后台数据库中的用户权限 

表进行匹配，符合就赋予相应的权限并进入 

系统。不符合则重新登录，不超过 3次机会。 

(2)文本信息编辑发送，提供上报信息 

的Web表单编辑界面，提供常用文本编辑 

功能，如全选、剪切、复制、粘贴等，以方便用 

户使用。输人数据通过网络传输并存储到后 

台数据库。 

(3)文件实时传输。将报送信息按XML 

的标准格式进行网络传输，便于异构数据库 

平台之间的数据交换。 

(4)视频交流。能为重大事件的紧急处 

理提供实时语音视频沟通手段。可以自行开 

发具有通用功能的语音视频交流系统 以 

ActiveX控件形式嵌入到系统的 Web页面。 

只要有摄像头和话筒就可以实现实时的视 

数据层 音频交流、文件传输、程序共享 、文 

信息系统l字交流、共享白板等功能。 

／(RDMS)f (5)发送签字与时间邮戳。通过 

数字签名和数字时间邮戳技术能反 

映上报文件的提交时问，便于保证上报信息 

的完整性、不可否认性和时间有效性。本系 

统的突发事件文件传输就用到了这种技术， 

来保证重要文件传输的安全性和时效性，便 

于对用户的报送效果进行评价。 

(6)短信提示。本功能可以对相关领导 

发送手机短消息提示其开机查看重要文件。 

通过 自行开发短信应用平台或集成第三方 

开发商提供的二次开发包，采用相应的协议 

(中国联通的SGIP协议和中国移动的 CMPP 

协议)与移动通信商的短信网关联通就可实 

现。系统提供编辑提示短信息的界面，输入 

接受方手机的号码，即可发送短信息。 

4．2 信息接收功能设计 

(1)客户管理。通过用户数据库实现用 

户的分级管理。实现用户信息的录入、修改、 

查询、删

(2)信息接收回复。报送数据传人后台 

数据库后，在相应的突发事件呈现界面提供 

批复功能(上级领导批复指导意见)，上报用 

户可在分类呈现界面查看上级回复信息。 

(3)信息的呈现与浏览。将上报信息按 

照一定的分类体系以 Web表单的形式清晰 

地呈现到上级领导的面前。至于合理的分类 

体系则依据各个行业的报送信息的特点分 

别编制。 

(4)信息存储与查询。后台数据库支持 

各类报送信息的数据存储，前台的查询界面 

提供事件名称 、事件类别、发生地点等多种 

组合查询途径。 

(5)信息统计与分析。对各单位的信息 

报送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并按一定指标体系 

作出评价。 

(6)信息打印输出。将各类统计分析信 

息打印成报表，提交上级领导参考，实现决 

策支持功能。 

(7)接收短信提醒。将用户的移动终端 

(如手机、PDA)等作为浏览器，接受本系统 

短信平台通过 SGIP、CMPP协议，经由移动 

运营商网络传输的文本信息。提醒本系统中 

的特定用户接受已发送的重要信息。 

5 关键技术选择 

(1)XML技术。本系统中XML技术主要 

用于信息的传输和存储，以利用其良好的结 

构性和描述信息的能力。XML是一种网络标 

准，能够简化因特网和企业网上的数据交换， 

实现异质系统间的通信。其良好的数据存储 

格式、可扩展性、高度结构化和便于网络传输 

的四大主要特点决定了其卓越性能的表现。 

(2)Servlet技术。Servlet是一种独立于 

平台和协议的服务器端的Java应用程序，可 

以生成动态的 Web页面。在本系统的短信 

平台内部采用 HT1P字符串方式通信，而整 

个短信平台又是由多个 Servlet组成的。每个 

Servlet完成特定的功能，上一级的Servlet将 

处理的结果以POST的方式传输到下一级相 

关的Servlet再进行处理，直到最后将短信息 

传递到移动运营商的短信网关为止。这种基 

于 Servlet技术的短信通信方式简便易行，且 

处理信息的速度特别快。 

(3)流媒体技术。通过使用流媒体技术 

实现本系统的实时视频语音交流，便于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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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从现代物流的观点来看，物流信息伴随 

着物流活动而产生，具有信息量大、更新快 

和来源多样化的特征，不仅具有支持和保证 

物流活动的功能，而且具有连接和整合整个 

供应链活动的功能。建立物流信息系统，提 

供迅速、准确、及时、全面的物流信息是交通 

运输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从交通 

及时了解事态有关情况从而快速作出合理 

的决策。流媒体是指采用流式传输的方式在 

Internet播放的媒体格式，而流式传输方式 

则是将整个多媒体文件经过特殊的压缩方 

式分成一个个压缩包，由视频服务器向用户 

计算机连续，实时传送。在本系统中，流媒体 

技术主要用于上下级之间实时的视频语音 

交流功能的网络数据传输的实现。 

6 结束语 

本文分析了信息报送的一般特点，并对 

基于Web的实时信息报送系统的通用功能、 

设计原则、系统结构和应用技术4个方面进 

行了阐述。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开发的高校 

安全稳定信息及突发事件预警管理系统已在 

我校投人试运行，效果良好。本文力求在这些 

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能给各行业领域以启示， 

使其能根据本行业的特点进行适当的扩展和 

二次开发，设计出适合本领域信息报送特点 

的系统，从而改善信息报送的质量，更好地辅 

助上级领导作出及时合理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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