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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Hibernate与 Struts的鱼雷库数据持久化研究 ) 

曾孝文 侯楚林 

(湖南理工学院计算机与信息工程系 岳阳414000) (海军工程大学兵器工程系 武汉 430033)。 

摘 要 整合 Struts和 Hibernate框架，设计了一个基于MVC模式的鱼雷仓库信息管理系统。文中对Struts，Hiber— 

nate的基本特征，以及二者的集成技术作 了阐述，最后以该系统的检测仪器为例，对 Hibernate实现 系统持久化过程 

进行 了详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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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grating both the framework of Struts and Hibernate，a torpedo stor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M VC is designed，This paper narrates the basic character of two frameworks with Struts，Hibernate and the 

technology of combination of them．Finally，with the measuring instrument of this system for example，expati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hibernate persistence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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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海战鱼雷种类和各种检测设备繁多，且更新快，故对 

鱼雷仓库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Struts框架和 Hibernate 

数据持久化技术，具有结构灵活、易于维护、扩展性好、数据访 

问效率高等优点，对实现鱼雷仓库信息的一体化、条理化、网 

络化建设具有极大的应用价值。 

1 Hibernate原理与 Struts结构 

Hibernate是一种 ORM(()bjec卜Relation Mapping对象一 

关系映射)工具，能够建立面向对象的域模型和关系模型的映 

射l1]。其原理是应用程序通过 Hibernate对数据库进行访 

问，对数据持久层操作 ，而 Hibernate自身通过 properties配 

置文件和 XML Mapping映射文件将类映射到数据库的记 

录。从而 Application应用可以通过模型中起着应用与数据 

库之间的桥梁作用的PO这个特殊的 Java Class直接访问数 

据库 ，而不是必须使用 JDBC和 SQL进行数据的操作。经上 

述过程，通过 Hibernate实现关系数据库的持久化操作。 

Struts是基于模型(Mode1)、视图(View)、控制器(Con— 

troller)的MVC模式应用架构 ，MvC减弱了业务逻辑接 口和 

数据接口之问的耦合 ，常被用来帮助开发者控制设计变化l2]。 

在 Struts框架中，模型代表的是应用的业务逻辑 ，通过 Jav— 

aBean，EJB组件实现；视图是应用的表示层，由JSP页面产 

生；控制器提供应用的处理过程控制。通过这种设计模型把 

应用逻辑、处理过程和显示逻辑分成不同的组件实现，组件之 

问可以进行交互和重用。 

2 运用Struts和 Hibernate开发雷库信息管理系统 

2．1系统的设计 目的及构成 

雷库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目的在于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 

术，构建一个网络化平台，实现装备由粗放型管理向集约型 

信息化管理转变，完成由过去单一鱼雷保障到多系列多品种 

鱼雷保障、由点式鱼雷补给到辖区内鱼雷补给网的任务 ，提高 

装备维护保养的能力。根据系统的业务流程和角色分析，可 

将系统划分为以下的功能模块： 

(1)用户登录模块 ：提供人员登录、注册等的信息验证； 

(2)人员管理模块：提供工作人员的年龄、军衔等基本信 

息的维护、查询； 

(3)库房管理模块：提供库房编号、负责人等信息； 

(4)装备管理模块：提供导弹、测试仪器、元器件、火工品、 

消耗品的型号、数量、相关责任人等信息； 

(5)出入库管理模块：提供人员和物资的出入库管理登 

记； 

(6)性能状态管理模块：提供待用品、送修品、废品的信 

息。 

2．2 系统的总体架构 

由于雷库信息管理系统涉及到大量的数据处理与复杂的 

业务流程 ，我们使用 Struts与 Hibernate框架能很好地节约 

开发时间和开发成本。系统总体架构如图 1所示，系统总体 

上可分为以下 5个层次： 

(1)客户层 ：运行在用户机器的浏览器中，处理与用户的 

交互。 

(2)Web层(视图层)：运行在 Web容器中，产生系统的 

表现逻辑，处理用户的请求并作出响应；整个 Web层建立在 

Struts框架基础上，其中View由JSP页面组成；Controller由 

ActionServlet结 合 Struts-eonfig．xml和 Action组 成，而 

Model则交由业务逻辑层来实现。 

(3)业务逻辑层：完成系统所需的业务，为 Web层提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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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的业务方法，由JavaBean等 Business Objects(BO)构成。 

(4)数据持久层：由 Hibernate组成，Hibernate从数据源 

中获取数据 ，然后生成持久对象(Persistent Objec，PO)，再把 

PO传给业务逻辑层。 

(5)数据源层：即数据库层，存放雷库信息系统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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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系统总体架构 

3 数据持久层的实现 

在系统开发过程中，使用功能强大、扩展性强的 Jbuild— 

er2007作为开发环境 ，；在数据库方面选择 了易用性较好的 

MySQL SERVER5．0，考虑到系统中各模块的实现 大同小 

异，本文将以“装备管理功能模块”中的“测试仪器信息维护” 

为例说明系统数据持久化的实现。为了简化说明，在 Instru— 

ment类中只定义了四个属性，即 Instruld，InstruName，Instr— 

productDate和 torpedo，它的属性和数据库中 Instrument表 

的字段是一一对应的，并且类型一致。 

3．1 Hibernate配置 

Hibernate从其配置文件中读取和数据库连接有关的信 

息，可以有两种格式，即 hibernate．properties和 hibernate． 

cfg．xmll_3]。因使用XML文件更加方便直观，故在本系统中， 

使用后者对 Hibernate进行配置，配置文件hibernate．efg．xml 

部分代码如下所示： 

(property name=“dialect’’> 

net．sf．hibernate．dialect．MySQLDialect 
(／property) 
(property name=“connection．driver

_ class”> 

corn．mysq1．jdbc．Driver 
(／property) 
(property name=“connection．url”> 

jdbc：mysql：／／localhost：3306／sampledb 
(／property) 
(mapping resource：“mypack／Instrument．hbm．xml”／> 
(mapping resource=“mypack／Order．hbm．xml”／> 

在以上属性配置文件 中，定义了访问数据库的 URL资 

源定位地址及数据库名称，以及符合 SQL规范的 dialect方 

言，在mapping映射文件配置部分，定义了 Instrument表对应 

的映射文件 Instrument．hbm．xml，其他用到的映射资源可以 

随着系统开发进行灵活的加载与更新。 

3．2 对持久化对象进行映射定义 

数据库表对应的映射文件 Instrument．hb札 xml包含了 

对象／关系映射所需的元数据。元数据中包含了持久化类的 

声明，以及类中各个属性到数据库表各个字段的映射关系l_4]。 

映射文件 Instrument．hbm Xml主要代码如下所示 ： 
(hibernate-mapping) 

(class name一 “mypack．equipment．Instrument” table一 “IN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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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MENT ’’lazy=“true”、 

(meta attribute=“class-scope”)public(／meta) 
(id name一“Instrld”type一“long”column= “ID”> 

(meta attribute=“scope-set”)protected(／meta) 
(generator class= “native”／> 

~／id) 
(property name= “InstrName’’type=“string’’) 

(meta attribute=“finder-method”>findByName(／meta> 
(column name= “INSTR

—

NAME”length= “15”not—null= 

“true”unique一“true”／> 
(／property) 

(property name=“InstrproductDate”type=“java．sq1．Date”> 
(meta attribute=“use-in-tostring”>true(／meta) 
(column name= “INSTR

—

PRODUCT
—

DATE ”sql-type= 

“DATE ”／> 

(／property) 
(set name： “torpedo”table一 “INSTRUMENT

—

TORPEDO’’ 

cascade= “save-update”) 

(key column= “INSTRUMENT
_

ID”>(many—to-many class一 “ 
mypack．equipment．Torpedo”column= “TORPEIN)

_

ID"／> 

(／set> 
(／class> 

(／hibernate-mapping) 

在映射文件 Instrument．hb札 m 中定义了 Instrument 

类的为标识属性。通过定义 lazy=“true”设置检索方式为延 

迟检索。映射文件中(meta)元素和<column)分别用于更加精 

粒度的描述类和表的定义。由于鱼雷的自导、控制、动力等部 

分分别有各自的测试仪器，测试仪器又可对多种雷测试，即它 

们可建立进行多对多关联映射。但在关系数据模型中，无法 

直接表达 INSTRUMENT表和表 TORPEDO之间的多对多 

关系，需创建连接表 INSTRUMENT—TORPEDO，它 同时参 

照表 INSTRUMENT和表 TORPEDO，以 INST RUfMENT— 

ID和 TORPEDO—ID为联合主键，字段 INSTRUMENT—ID 

作为外键参照表 INSTRUMENT，而字段 TORPEI~一ID作 

为外键参照表 TORPEDO。接下来的 many-to-many则展示 

了 Hibernate中实体之间多对多关系的定义方式，在此定义 

了 Instrument类与 Torpedo类的关联，即测试仪器与鱼雷的 

多对多关联。通过定义 cascade属性设置级联保存和更新，即 

当保存或更新当前对象时，会级联保存和更新与它关联的对 

象。 

3．3 定义持久化类 

持久对象是一个完全符合 Java Bean规范的纯 Java对 

象，它包含有符合统一标准的属性和方法。其属性只可以通 

过 自身的get和 set方法访问，这样对外隐藏了内部实现的细 

节，规范了事务处理部分中每个属性所对应的数据库字段的 

数据操作。为简化开发本文采用在 映射文件 Instrument． 

hbm．XmlHibernate的元数据映射中添加 <meta)元素，并结 

合 hbm2java工具和 build．xml文件自动生成 Instrument．java 

文件，其生成的部分代码如下： 
package mypack．equipment； 

／／Imports 
public class Instrument{ 
private int Instrld； 

public int getlnstrld(){retum Instrld；} 
Dublic void setlnstrld(int InstrId){this．Instrld=Instrld；) 
private Set torpedo— new HashSe t()； 

public Set getTorpedo(){return torpedo；) 

public void setTorpedo(Set torpedo){this．torpedo torpe— 

do；) 
) 

3．4 实现持久化操作 

进行数据操作前先设置对应的 xML配置文件 Hiber— 

nate．cfg．xml，接着执行以下操作即可完成数据库的连接， 

同时提供 hibernate的对外接口： 

Configuration cfg — new Co nfiguration()．configure 

(“／conf／hibemat~ dg．xml”)； 

(下转第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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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 steps)。因此 M，可表示为： 

M，=ACQUIREl，ACQUIRE2，⋯ACQUIRE． 

应用Mj后需求的状态为： 

兄 (Mj)一ACQUIREn(⋯(ACQU． E2(ACQUIRE1 

(Rl，Sl，P，1)，Pj2)⋯ )，P ) 

R 表示需求的初始状态，S 表示项目的初始环境，过程 

Mj每一步 step依次采用的需求过程模式是 Pi ，P,z，⋯， 

P用。过程Mj的采用，必须明确满足相应的初始条件。如果 

过程说明在步骤 step i需求工程师应该采用需求过程模式 

P ，那么过程环境条件 S。必须为真，而且需求的状态必须是 

R 。在人及问题两方面的复杂因素影响下，每一步的过程环 

境是不能预先判定 S是否为真。 

要定制目前已有的过程方法 Mj，例如 Robertsons的 

Volere需求过程方法、Rational RUP统一过程方法，详细描 

述了一个过程模型，包含一系列过程活动步骤 Step，每个活 

动步骤 Step i描述了它的输人／输出，及其 Step i推荐的技 

术。为满足软件组织开展当前项 目的需要，需要为 Mj进行 

定制时，可在 Mj的每一步 Step i，遵循如下算法： 

(1)检查需求的状态R ，包括已知需求信息和未知需求 

信息两方面。 

(2)检查问题、方案及其项目特征，确定 S。 

(3)判断建议该过程模型中推荐的模式 只 是否属于集合 

Agree(R ，S ， (P))，如果是将 P 作为过程的构造块进行复 

用 ； 

(4)如果推荐采用的模式 P 不属于集合 Agree(R ，S ， 

(P))，那么将当前模式 P 替换为 Acknowledge(Evaluate(A— 

gree(R ，Si， (P))，AHP(P))，Sum(K，Wk ，Ack))。 

如果为当前项目要创建一个新的过程模型，并且不考虑 

利用已有过程进行定制，那就需要重新定义一有效需求过程 

方法 4̂。可在需求过程模型 西̂ 的每一步 Step i，遵循如下 

算法： 

(1)检查需求的状态 R ，包括已知需求信息和未知需求 

信息两方面。 

(2)检查问题、方案及其项 目特征，确定 S 。 

(3)根据需求工程师的个人情况，从可应用的模式列表 

中，选择合适的模式 P 一Acknowledge(Evaluate(Agree(R， 

S， (P))，AHP(P))，Sum(K，Wk ，Ack))。 

结束语 软件组织需要进行需求过程的规范化与改进， 

过程模式复用是软件过程改进的一条重要途径。本文提出了 

需求工程领域中过程模式的 FVRPEM 四视图的表示模型与 

复用准则。然而需求工程领域众多过程模式的存在，选择适 

用、可用的过程模式比较困难，为此给出了一种过程模式的复 

用方法，此方法融合需求过程模式库检索技术与基于准则的 

适用度评估方法，同时也将基于模式知识需求与需求工程师 

模式认知度作为模式选择的重要因素。 

因此本文提出的基于模式的需求过程复用方法，是使需 

求过程的高层次重用成为可能。需求过程模式复用方法的推 

广，必将大大加快软件组织需求过程改进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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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Factory sessionFactory createSessionFactory 

(cfg)： 

得到了全局的 SessionFactory，就可以从中获取 session， 

进行对象的操作，如：save，update，load，delete，query等。以 

查询条件仪器名称和生产 日期 ，采用 HQL检索方式为例说 

明查询方法，其相应的代码如下： 

Query query—session．createQuery (“from Instrument as i 

where i。InstrName一：instrName”十“and i．Instrproduct— 

Date一 ：instrproductDa te”) ； 

query．setString(“instrName”，自导测试仪)； 

query．setDate(“instrproductDate”，2006—8—8)； 

List results=query,list()； 

结束语 Struts减弱了业务逻辑接口和数据接口之间的 

耦合，而 Hibernate框架提供了数据持久层的支持 ，可以使开 

发人员专心地实现业务逻辑而不用分心于繁琐的数据库方面 

的逻辑，减小出错的机会。本文通过集成 Struts和 Hiber— 

nate框架技术，充分发挥了两者的优点，使得项 目开发简洁、 

结构清晰，并且通过实例说明了利用 Hibernate实现数据持 

久化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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