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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UML的文档管理系统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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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统一建模语言UMI (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 向对象软件开发方法的重要技术。UML可以对大型 

复杂的系统的各种成分可视化，说明并构造系统模型，以及建立各种所需的文档。本文以文档管理系统为例，介绍了 

Intranet／Web体系结构的信息系统站点的构建，以及基于 ASP和 ISAPI的动态 Web页面发布技术，并对基于 Intra— 

net和 Web技术应用的一些典型问题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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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nified modelling language(UML)，which is introduced in this article，is an important tendency of ob— 

ject-oriented software development methodology．UML can make each component of the large complicated system visu— 

al，explain and construct the system model，and build up various documents
．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architecture and 

supporting techniques of Web—based Intranet，and then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dynamic Web pages through ASP 

and ISAPI techniques．At last，some typical issues in Intranet—based Web application are introduced and the implemen— 

tation of an enterprise document management system is taken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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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UML是一种面向对象的可视化的标准建模语言[1]，以 

图形符号表示系统中的对象及其之间的关系，从不同的角度 

描述待开发的系统[2 ]。UML的建模过程 主要有以下几 

个步骤 ： 

(1)建立需求模型：即从功能需求出发建立用例模型，得 

到系统的功能。 

(2)建立对象模型：包括静态模型和动态模型。静态模型 

使用类图、对象图、包图描述系统的对象和对象之间的静态关 

系，得到系统的整体结构。动态模型使用状态图、活动图、顺 

序图、合作图描述对象的状态和状态之间的转换条件，各个对 

象之问的交互关系。 

(3)建立系统实现模型：使用配置图定义系统的软硬件结 

构及通讯机制，表示软硬件系统之间的合作关系；使用构件图 

描述系统由那些构件组成。 

(4)检查模型之间的一致性，通常这个过程需要反复多次 

才能完整地描述系统。 

(5)在构件图的基础上生成开发语言的代码框架。 

UML的主要特点[ ]可归纳为以下几点：(1)统一的标 

准；(2)面向对象；(3)可视化、表示能力强大；(4)独立于过程； 

(5)概念明确、建模表示法简洁，图形结构清晰，容易掌握和使 

用。 

随着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传统的纸质文档管理已经不能 

满足异地协同设计和远程信息共享的需求。Internet和 Web 

的技术为全球化电子信息的共享提供了基础 。 

文档管理系统的对象是大量数据，其中一部分是能够以 

报表形式组织的结构化数据，存储到各类数据库中；另一部分 

是数量庞大的非结构化数据，即工作文档。 

工作文档的非结构化特征，对文档管理系统提出了特殊 

要求，单靠建立简单的一个或多个文档服务器是显然不能满 

足要求的。而专用平台开发的文档管理系统，会受到系统升 

级、用户培训、客户端安装等问题的困扰，无法受到普通用户 

和计算机技术人员的欢迎。 

基于 Web的 Intranet给文档管理提供了机遇，Intranet 

能够实现集中式的存储和安装计算机的访问许可。基于 

Web的文档管理系统被认为是分布式产品数据管理的自然 

扩展。围绕文档管理功能，进行基于 Web的文档管理关键技 

术研究，开发基于Web的文档管理系统，具有理论价值和广 

阔的应用前景。 

2 文档管理系统设计 

文档系统的基本组织形式是目录，系统根据用户的要求 

把文档按目录分类归档保存。文档系统要求用户提交文档 

时，除了文档本身还应该有一些其他的信息，以方便今后对文 

档检索。因为这个系统不限定用户提交的文档的类型，所以 

用户必须提交一些附加信息，帮助系统快速定位文档。因此， 

系统定义了关键字集的数据段，用户在这个数据段中针对性 

写摘要，或者关键词组合。系统可以根据用户的请求对这个 

字段全文检索。通过这种方法，系统能够实现较强的检索功 

能。 

采用Web三层 B／S结构模式开发文档管理系统将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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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从客户端分离出来集中在中间层服务器上，以浏览器作 

为客户端，从而避免了传统 c／s结构的局限。其体系结构如 

图 1所示。 

防 

火 应 

用 墙r— 羞 · 务 I 服 器 +一 
图1 B／S模式的文档管理系统 

(1)第一层为客户层，它是一个图形用户界面。在这一层 

运行的程序是浏览器，不需要完成任何重要的业务逻辑，也不 

直接和数据库交互。 

(2)第二层是中间层，负责管理对用户请求的处理，将完 

成文档管理全部功能。 

(3)第三层是数据处理层，是数据库和应用服务器，存储 

和管理应用中的数据和文件。它和中间层共同完成业务逻 

辑、验证和存储的实现。 

3 文档管理的重要环节 

文档管理系统各功能的实现，从传统的面向功能设计转 

向面向对象设计，主要体现在采用了组件技术。 

3．1 Web客户端 

文档管理系统所要处理的业务逻辑很复杂，采用 Applet 

技术的Swing组件模式。利用 Applet来表现页面，克服了 

JSP页面表现的单调性；利用 Swing组件的MVC模式，将表 

现层与数据逻辑及其控制分开，提高程序的扩展性。 

通过 Applet访 问服务器后端的 Servlet，由 Servlet服务 

器程序作为后台控制程序，来完成大量处理。Servlet具有控 

制功能，根据客户端请求的类型，访问中间件的业务逻辑，按 

需求然后创建Applet需要的JavaBean对象，最后将处理结果 

以 model的形式发送给用户。并通过灵活运用 Swing中的组 

件来丰富和控制Applet页面的动态显示。图2为Web服务 

构件与其他构件的交互序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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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交互序列图 

3．2 Web服务器与应用服务器的远程连接 

在远程通信中，浏览器作为 web服务器的客户端实现 

“请求一响应一返回请求”第一次远程连接，通过 Servlet提供的 

HTTPSession等常用类接口获取客户端信息，实现在 HTTP 

客户端和 HTI'P会话两者的关联。进而将 web服务器作为 

应用服务器的Java客户端，实现完成系统各种业务逻辑的第 

二步远程连接。在第二次远程连接中，web服务器不直接引 

用应用服务器的实体 Bean通信 Home接El，而是通过会话 

Bean保持与实体 Bean的会话。然后通过 Java的名字和目录 

接口定位会话 Bean的 Home接El，继而获得会话 Bean的 

Remote接口，通过该接口中提供的方法实现远程业务逻辑。 

3．3 文档管理的组件层次 

在应用服务器端主要使用两个会话 Bean来完成文档管 

理的业务逻辑：一个会话 Bean用来访问若干实体 Bean，根据 

文件类型的不同，每个实体Bean对应一个不同的表格。通过 

文件的类型对数据库中不同表格的记录进行增加、修改等操 

作，实现文档的签入、签出等操作的数据库记录属性值的改 

变；第二个会话 Bean用来访问系统管理模块的有关实体 

Bean，实现文档实际物理存储位置的变化。文档管理的组件 

层次见图 3。 

图3 文档管理的组件层次 

4 安全控制策略 

www服务使用的 HTTP协议固有 的静态特点，使 

www 服务器只能响应单个的请求，不能保留用户的前后使 

用信息。然而，有效的安全策略需要知道用户的所有信息，并 

且跟踪用户的动作，从而设计了会话跟踪技术。 

当每个用户端连接进入系统时，服务器分配一个 GUID 

(Global Unique Identifier)给客户端，GUID按照一定的算法 

生成 ，长度足够 ，不同的登录得到一样的 GUID的概率几乎为 

零。客户端应用程序记录下 GUID，以后每次向服务器提出 

请求时，都随同请求一起发送 GUID以表示身份，GUID对用 

户不可见，只记录在程序中。用户退出系统后，GUID被清 

除，不在客户端计算机中存有副本。因此，用户和系统的连接 

的安全性得到了保证。用户不必担心自己的登录信息被使用 

同一计算机的其他用户窃取。因为，首先 GUID与用户没有 

必然的联系，完全是随机的，只在客户端操作的用户不可能知 

道当前有哪些GUID在被用作活跃用户标志，更不可能知道 

哪个用户用的是哪个 GUID。其次，只在客户端的使用者也 

不可能知道 自己的 GUID和篡改 自己的 GUID。 

服务器端程序实时记录进入系统的用户信息，并且通过 

GUID跟踪记录每个用户的操作。关键时刻，实现管理员对 

在线用户的控制，如强制退出、限制行为等等。服务器接受用 

户的操作请求时，首先根据随同请求收到的GUID从在线用 

户表中取得用户信息，如果该GUID不在在线用户表中就拒 

绝该用户的请求。然后，进行权限检查、执行命令等等操作。 

最后返回信息给客户端计算机。 

用户退出处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保证安全性。用户退出 

处理必须在服务器端和客户端都彻底清除用户的在线信息。 

另外，还采用了强制不缓存所有页面的方法作为补充。因此， 

假设用户退出系统时，浏览器没有关闭，但 GUID被清除和所 

有系统信息没有缓存，后来用户不可能在浏览器中冒充原用 

户或者取得原用户的任何操作结果。服务器端决定某个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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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时，就会删除相应的在线用户记录。这样，从服务器端保 

证了即使有人取得已退出用户的GUID，也不能冒充那个用 

户。 

5 文档管理的实现 

文档管理系统将所有的文档信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称 

为元数据，即文档的描述信息，如文档名称、类型、创建日期、 

版本、所有者以及存取的相对路径等，保存在数据库表格中； 

另一部分即具体的物理文件，存放在磁盘上。从而建立起数 

据库表格，每一条记录与一个物理文件的连接和对应关系。 

原则上每一种文档对应一个数据库表格，但是由于文档 

种类繁多，为了便于用计算机管理，对各种文档从总体上进行 

分类管理。这样，系统屏蔽了文档存储的实际物理位置。当 

web用户进入系统界面单击某一文档对象时，便获得了操作 

该对象的指针，在对该对象进行签入、签出和复制等操作时， 

系统自动到相应的表格中进行记录的修改和增加，来跟踪文 

档信息的变化，把文档的元数据存入元数据库中，相应的具体 

文档则放入应用服务器中指定的文件系统的相关路径中。 

5．1 文档的上传和下载 

在 web客户端，文档签入实质进行的是文档上传操作。 

web用户选定要签入的电子仓库后，签入文档首先从web客 

户端上传到web服务器，再从web服务器通过文件流保存 

到应用服务器中，并将元数据存入数据库保存。文档上传使 

用自定义的 Upload组件实现。当客户端提交上载文件的 

Form表单时，Web服务器就调用Upload来完成文件上传的 

请求。 

5．2 Web的文档管理 

web的文档管理功能包括： 

(1)文档的版本控制，如文档在检出、修订时版本的增加 

和扩展； 

(2)文档的操作，包括文档的创建、注册、查询，文档的检 

入、检出、复制、删除，以及文档的冻结、修订等； 

(3)文档的安全控制，通过用户注册登录VI令认证以及文 

档操作过程中角色权限认证确保文档管理的安全性； 

(4)消息系统，通过系统内建的JMS同步和异步消息，实 

现文档管理的协同工作； 

(5)邮件系统，便于系统用户进行信息交流。 

5．3 DynamicHTML技术 

经典的Web站点所发布的页面都是静态的。而目前的 

动态 HTML，把静态的属性标签增强成可以动态访问和修改 

的对象。 

5．4 动态页面发布 

在文档管理系统中，根据实际情况采用了微软的ASP和 

ISAPI技术。 

文档管理系统在所有涉及数据库操作的ASP动态页面 

中使用了ADO对象。而且，在 AIX)的数据源中，指定使用 

sQL OLEDB Engine For SQI Server。实际的测试表明，这 

样实现虽然在与数据库建立连接时需要稍多的开销，但进行 

数据查询和数据修改操作的效率却令人满意。 

对数据库操作进行优化，对某些常用的联系紧密的数据 

库操作，编写数据库存储过程，像函数一样通过AD0对象调 

用。这样便于sQI Server对数据操作进行优化，减少数据在 

DCOM对象间传递的次数，保证数据库操作的高效性。 

结束语 Web文档管理系统通过对公司的人员分组，使 

得开发过程中的软件开发人员和数据处理人员能够通过消息 

及时沟通，保持数据同步，较好的协同工作，集中管理，分散存 

储也利于数据的备份和恢复，保证了数据的安全性。 

通过Java语言良好的跨平台特性和面向对象的设计方 

法使基于web的文档管理系统具有强大的可移值性和较少 

的代码量。对于打破部门之间空间和时间形成的边界，更好 

地管理各部门的协同具有十分重要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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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重要作用。因此，s0A为模型转换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一 

个新方向——面向服务的模型转换技术，不仅能够实现 PIM 

到PSM的自动转换以及 PIM之间的精化，还能为业务和服 

务提供不同抽象层次、不同视点的模型转换，从而实现 SOA 

中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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