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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讨了ASP．NET在基于B／S结构的教育资源库中的应用，提出了基本结构和设计思想，并说明了其 

中主要技 术的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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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近年来．动态网页的设计技术在网站开发中得到了广泛 

的运用，其中ASP技术被许多网站设计者所采用。它只需要 

设计者使用简单的 VBScript或 Jscript就可以实现动态网 

页，而且 ASP中可以直接通过 COM 组件 ，以调用 Method的 

方式扩充其功能。但是，由于 ASP采用脚本语言混合HTML 

来编程．使得代码的逻辑关系很难看清，特别是比较复杂的程 

序，其代码的管理和修改十分困难；代码的可重用性差，出错 

几率也大。因此，微软推出了ASP．NET。 

ASP．NET建立在．NET Framework基础上 ，是完全基 

于组件的。它的代码将页面逻辑(显示的内容)和业务逻辑(程 

序代码)分开，使网页更易编写．代码更易维护和修改。它支持 

多种客户端类型，即同一份代码可以适应不同的客户端浏览 

器。ASP．NET的这些特色使 B／S三层结构更加容易实现 

在远程教学系统中，对教育资源库中的内容进行存取和 

修改是非常重要的部分。由于 ASP．NET的数据源既可以是 

关系数据库又可以是 XML，利用其 ADO．NET可以方便地 

实现对这些类型的数据的操作 ，因此在教育资源库的应用中， 

使用 ASP．NET就非常有利。 

以下对教育资源库的元数据模型进行探讨，提出了运用 

ASP．NET对教育资源库操作的B／S的具体结构，并用一些 

实例介绍实现的过程。 

教育资源库的元数据模型 

对教育资源特别是远程教育标准的研究从20世tgg0年代 

中期开始，学习资源元数据规范研究中有较大影响的有 IMS 

(Instructional Management System)的学习资源元数据规范 

(Learning Resource Meta—data Specification)和学习内容包规 

范 (Content Packaging Specification)、IEEE LTSC(Learning 

Technology Standards Committee)的 L0M(Learning Object 

Metadata)、Dublin Core元数据规范等。目前这些规范和标准 

都在进一步制订和完善中。 

我国远程教育技术已经开始进入以网络为基础的新阶 

段。2000年5月教育部现代远程教育资源建设委员会颁布了 

《现代远程教育资源建设技术规范(试行)》．2002年2月，教育 

部印 了《中国现代远程教育技术标准体系和11项适用标准 

V1．0 》，主要参考IEEE1484和IMS的一些成果。《现代远程 

教育资源建设技术规范(试行)》和《中国现代远程教育技术标 

准体系》中已发布试用的“CELTS一3学习对象元数据”参照了 

IEEE LTSC的 L0M模型。 

各种教育标准为了获得更好的扩展性，实现信息的共享， 

通过与 XML绑定来制定其描述的规范。 

为了适应数据共享和未来教育资源的发展，教育资源库 

的元数据模型依照《现代远程教育资源建设技术规范》和《中 

国现代远程教育技术标准体系》已发布的标准来建立。 

5 基于ASP．NET的存取教育资源B／S三层结构 

B／S结构是在Web应用中，当客户端向服务器请求页面 

时 ，网页复杂的逻辑处理在服务器端进行处理，然后把结果返 

回给客户端，在客户端只能看到该网页的最终表现和 

HTML，而不能看到该网页的程序逻辑，这样可以有效地保护 

程序代码的安全。 

三层体系结构在设计网页时，把页面的表现和页面的程 

序逻辑代码分离，前端是页面的具体表现，中间层是页面的程 

序逻辑，后端为数据库服务器，如图1。 

类库 

@  i ADO．NET竺兰竺】 l<== 数据库l 

图1 基于 ASP．NET的三层结构 

当使用ASP．NET时，前端为html、asp、aspx等，中间层 

为 由．vb、．CS等文件编译而成的．dIl控件，后端为 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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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r、OLE DB数据库表现的关系型数据或XML表现的层 

次结构的数据。 

4 ASP．NET中DataSet对象对数据的访问 

· NET中有XML Designer，它提供了处理ADO．NET数 

据集DataSet的工具，它支持 W3C通过的XML Schema Def- 

inition(XSD)。 

DataSet对象提供了一个驻于内存中的数据表示方式，是 
一 个与数据源无关的关系型数据编程模型，它可以容纳多个 

表。它包括的方法和对象。与关系数据库模型相一致，它还可 

以被保存为XML格式，并从XML格式恢复。 

由于DataSet与数据源无关，因此如果使用它来访问数 

据库的数据，必须与 DataAdapter对象配合。DataAdapter是 

DataSet与实际数据源之间的桥梁。将数据源中的数据填充到 

DataSet中时，可以使用DataAdapter的Fill方法。 

DataSet对象还可以读取XML数据文件或数据流，从而 

将树型层次结构的XML数据转换成关系型结构的数据形 

式。DataSet与XML结合得十分紧密，DataSet的数据和数据 

组织模式本质上是 以 XML和 XML Schema来表示的 

(DataSet的XSD文件)。使用 Dataset的ReadXml方法可以 

从XML文件或流中导入数据。使用GetXml、GetXmlSchema 

或WriteXml、WriteXmlSchema方法可以将DataSet中的数 

据和数据组织模式导出为XML和XML Schema。SQL Serv— 

er支持 XML，利用ASP．NET的SqlCommand对象的Exe— 

cuteXmlReader方法和 DataSet对象的ReadXml方法来从 

SQL Server中导出XML数据。如果将DataSet与XmlData— 

Document对象关联起来，可以为已有的关系型数据提供层次 

型视图，或为已有的XML层次型数据提供关系型的视图。 

5 用 ASP．NET对教育资源库操作的具体实现 

首先是数据库这一层。对于教育资源中的基本媒体素材， 

根据《现代远程教育资源建设技术规范》，采用 sQL Server 

2000数据库，建立包括文本、图形图像、声音、视频、动画等数 

据表的教育资源库。在表中并不存储具体的资源，而将资源的 

相关信息如 ID、文件名、文件格式、学科、大小、关键字以及文 

件存放路径等信息存入。 

对于网络课件和网络课程，为体现其层次结构，可以根据 

教育资源建设规范建立基于XML的数据存储方式。 

其次是中间层。在．NET中建立Web应用项目，在项目 

中添加用于对数据库进行操作的组件，如对图形(图像)数据 

进行操作的组件(命名为 ImgDBZ．cs)。在此组件中，首先引 

入 AIX)．NET中的SqlConnection，建立与数据库的联接。然 

后使用不同的SqlDataAdapter对象(实际是SqlDataAdapter 

的不同Command属性)，在对图片数据进行不同的操作，如 

按不同条件进行查询、修改等之后，将新的数据表加入到数据 

集DataSet中。返回数据表的方法是SqlDataAdapter的fill() 

方法进行重载。如：在ImgDBZ．CS的代码中加入： 

public void Fill(DataSet dataset，string dataTable) 

对不同条件的查询、修改等(即每一个 SqlDataAdapter 

对象)都在数据集中生成了一个表的架构。而数据集对象是根 

据 ImgDBZ．CS而生成的，取名为myDataSet。 

由于ASP．NET只支持面向对象，组件也被看作是类，因 

此可以将ImgDBZ．CS编译为．dll，这样将与数据库的操作过 

程封装起来，便于代码安全维护和管理。 

最后考虑表现层。在．aspx文件中只有HTML代码和服 

务器端控件，在页面程序代码文件(．CS文件)中使用判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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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调用·dll中不同的数据库操作过程，如查询过程，然后把结 

果返回给页面的Dataset实例，即得到满足条件的查询结果。 

要使结果显示在页面上，利用了ASP．NET的DataList或 

DataGrid对象，把它们与 Dataset实例进行数据绑定。查询图 

形素材时使用了 DataList，因为它可以自定义数据的排版方 

式，这样就可以显示图片素材的缩略图。查询声音、视频等素 

材时，使用DataGrid显示基本信息，并添加一列超链按钮，用 

于调用选中的素材进行预览。 

对于 XML形式的网络课程资源的访问，仍然可以用 

DataSet来读入 XML数据。 

6 主要技术的实现 

6．1 连接数据库 

使用SqlConnection连接教育资源数据库时，为了方便代 

码的管理、修改和项目的布署，在项目的web．config文件中 

加入几句： 

<appSettings) 

(add key= ConnectionSt rin value= server~localhost；uid sa； 

pwd~---；database=educationresource”／) 
<／appSettings) 

在设定SqlConnection属性的时候，将它的Connection— 

String映射为 web．config里的ConnectionString，这样，当修 

改数据库名称或它的位置时，特别是在别的服务器上布署本 

项 目时，可以只改动 web．config中的 ConnectionString的 

value值，则本项目中所有与此数据库的连接都更改正确了。 

6．2 对数据库的操作 

所有对 SQL Server数据库的操作，都预先做成 SQL存 

储过程，不同的SqlAdapter采用不同的Command属性，使用 

相应的存储过程，获得相应结果并填充数据集DataSet的实 

例。其中存储过程需要的参数也通过SqlAdapter实例的Se— 

lectCommand．Parameters传递给存储过程。 

6．5 查询结果分页 

ASP．NET中，DataGrid控件提供分页功能。为了显示图 

形(图像)素材的缩略图，使用了DataList控件，而 DataList 

没有提供分页功能，所以在存储过程中通过参数来按～定数 

量(如12条)返回满足条件的记录。例如，要按所属学科查询图 

形 (图像)素材时。存储过程 中需参数@ImgscSubject和 

@LastimglD，其中ImgscSubject是要查询的图片素材所属学 

科，而 LastimglD则记录每页的最后一条记录的ID值，用它 

来设定下一页或上一页的开始记录，在存储过程中加入了如 

下条件： 

W HERE 

ImgSubject=@ImgscSubject 
AND 

ImglD>@LastimglD 

为了记忆每页的页码和LastimglD，利用从基类继承的 

ViewState属性，它可以在到服务器的往返行程之间保存独 

立于控件状态的值。 

对数据库其它媒体素材的查询，因为不直接表现其内容， 

所以使用DataGrid以表格的方式列出查询结果。但在本项目 

中由于对同一个数据表的不同操作生成的结果共同生成了一 

个数据集，也就是说在一个数据集中有多个数据表架构，并且 

DataGrid直接与DataSet绑定，因此每次向服务器提交，都必 

须清除Dataset实例中的表架构，然后通过 SqlAdapter相应 

Fill()方法返回满足条件的结果表，此时这个表是唯一的，所 

以DataGrid能将其显示出来。否则，DataSet中存在多个表， 

DataGrid无法确定绑定哪一个表的数据，所以页面上将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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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结果。清除DataSet中数据表的方法为： 

DataSet．Tables．Clear() 

采用了以上命令后，就不能直接使用DataGrid的分页功 

能．因为每次提交都要清除数据表，重新调用存储程序，所得 

结果始终都是满足条件的第一页的记录，而不能达到分页效 

果。所以，仍然用查询图形(图像)素材的方法，利用 View— 

State和存储过程中的条件通过代码来分页。 

6．4 声音和视频素材的预览 

当查询出声音或视频素材的基本资料后，应该提供给用 

户预览的功能。为了播放声音和视频．在．NET中可采用现成 

的 C0M控件。本项 目中．在网页中引入 Windows Media 

Player控件．它既可以播放声音，又可以播放视频信号。在 

DataGrid中增加一列超级链接按钮，使用它们把选中的声音 

或视频素材文件路径和文件名贼给 Windows Media Player 

控件的Iilename。这样就可以对选中的素材进行预览。 

结束语 以上对 ASP．NET在基于B／S结构的教育资 

源数据库中应用进行了探讨，并以实例方式提出了基本结构 

和部分实现技术。由于 ASP．NET在动态网页设计方面日益 

显现的优势，使用它进行功能强大的Web项目设计也日渐普 

遍．在远程教育方面的应用前景也十分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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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逻辑算法的丢包率和链路带宽的利用率。图1O，̈ 表明当网 

络连接数目从6增加到100时，模糊逻辑控制算法仍然保持较 

高的带宽利用率和较低的丢包率，表现出良好的鲁棒性。 

4．2 非响应流的仿真 

图12 具有CBR流的RED网关 

图13 具有CBR流的模糊网关 

这组实验采用类似4．1节实验的网络拓扑结构，区别在于 

4O条FTP数据流和一条速率为1Mbps的CBR数据流竞争带 

宽为2．0Mbps的链路。以RED算法和模糊逻辑算法为例(图 

12、图13)，模糊逻辑算法避免队列的振荡，并保持较低的队列 

长度和较小的时延抖动。 

结论 由于 Internet中数据流的突发性和网络的复杂 

性．即使通过网络物理器件性能的提高，拥塞依旧会发生，这 

是由于网络的非线性本质所决定。本文研究了拥塞控制系统 

的数学模型，提出一种新的基于模糊逻辑拥塞控制策略，并与 

RED，PI算法进行仿真比较研究系统的性能。通过实验，我们 

发现RED算法不仅对于参数的变化十分敏感[3]，而且其性能 

往往受到网络条件的影响，在负载较重时，缓冲队列剧烈振 

荡。P1算法也存在队列波动较大的缺陷。模糊逻辑算法提高 

了系统的性能．如较低的队列长度和丢包率，较小的时延抖 

动，较高的链路利用率以及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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