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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Z[,架构的科技项目评估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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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气象科技项目为例$介绍了如何

采用]J*L]6V6X762 的模式开发科技项

目评估管理系统$详细描述了系统的设

计方案$分析了系统实现的主要技术$建

立了项目实施过程质量评价模型并通过

文献调研对模型进行了实例研究(系统

结构上采用界面与业务逻辑分离的 + 层

结构设计$将业务逻辑封装在 ]6V6X762

中$使得系统的安全性%可维护性%重用

性和可扩展性都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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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科技项目的管理和评估是一项非常繁琐的工作$个人或单位要

申请项目$必须到相应的部门取得项目申请书$填写后交由各部门审

核$再填写项目合同'!(

(同时$针对不同类型的项目$还存在一个项目

实施前风险评估$项目执行期间质量监控以及项目完成后后续跟踪

的过程$这就需要单位或个人不断地上交各种材料$由各部门审核鉴

定(此过程如果采用手工操作会浪费大量的时间$使得办公效率大大

降低(目前$许多单位也建立了针对不同业务的软件应用系统$实现

了管理工作的自动化和信息化(现有系统大多采用 HcJ"H>172?cJ7=V%

7=#

''(的体系结构$该体系结构虽然采用的是开放模式$但仅限于系统

开发一级的开放性$在特定的应用中无论是H>172?端还是 J7=V7=端都

还需要特定的软件支持(因此$HcJ 结构体系需要针对不同的操作系

统开发不同版本的软件$加之产品的更新换代十分迅速$已经很难适

应上百台电脑以上局域网用户同时使用(此外$大部分的科技项目管

理系统都存在着重管理轻评估的问题$使得大量分散的系统信息不

能共享%造成资源的浪费(有鉴于此$本文以气象科技项目为例$提出

建立一个基于XcJ结构的既可实现高效管理$又能开展分析研究的

,气象科技项目管理评估系统-以改进气象部门的科研管理水平和工

作效率(

!#系统设计

!B!#系统的体系结构

本系统采用XcJ模式'+(进行设计$使用Q=76ED76V7=Yn开发静态

网页$HAA技术统一页面样式$]6V6J9=1B?技术实现文本框输入校验等功

能$后台数据库采用 Jp\$服务器操作系统为W120@DA'&&& J7=V7=$系统

实现的所有程序都安装在服务器上$客户端只需W7C浏览器的支持$并

开放9@@Z17即可(系统采用 +层架构设计$工作原理如图 !所示(

实际开发过程中$主要运用]J*技术完成系统的开发服务器端的

操作(]J*最强大的一个功能就是能够使用 ]6V6X762 组件体系$]6V%

6X762封装了程序的页面逻辑$可重用$可以很好地实现业务逻辑和

前台程序的分离$使系统具有更好的健壮性和灵活性(采用 + 层架构

以后$用户界面层通过统一的接口向业务层发送 i))*请求$业务层

则按自己的逻辑规则将请求处理之后进行数据库操作$然后将数据



....

图 !.系统架构

;13(!.)<76=9<1?79?8=7@/AIA?7E

库返回的数据封装成类的形式返回给用户界面层(

该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数据库的安全性$同时

降低了对用户界面层开发人员的要求$因为它根本

不需要进行任何数据库的操作(

!B&#系统的主要功能模块

气象科研项目c成果评估管理系统建设的主要

内容为,一网八库二系统-",一网-指的是管理评估

网&,八库-指的是综合资料库%项目库%成果登记

库%评审c评估专家库%评估体系c指标库%评估模型c

方法库%认证c业务许可库%应用效益c案例库&,二系

统-指的是科技项目管理系统和科技项目评估系

统#$功能模块如图 ' 所示(

!# 基本信息模块

在该模块中$申报单位或个人$通过系统注册功

能进行注册$设置访问密码并访问相关栏目$或者由

主管单位统一生成账号密码$进行分发(

'# 科研项目管理模块

科技主管部门管理人员对各申报的数据内容在

外网上进行受理%审核(填写不规范和不符合要求的

数据$不能通过审核$并提示该申报单位或个人重新

填写数据(审核通过的项目信息$经确认无误后自动

标记$然后通过内外网信息交互模块进入内网(

+# 科研成果管理模块

科研成果是从事科研活动的主要结果$包括著

作%论文%专利与鉴定成果等$能够反映气象行业整

体科研水平(

$# 评审c评估专家管理模块

专家库中包括各类技术专家和管理专家信息$

评估项目时在专家库中选择评估专家组成员(同时

相关管理人员和评估人员可以增加%删除专家$也可

以根据需要对专家信息资料进行管理和更新'$(

(此

外$该模块还提供搜索功能$可根据专家姓名%工作

单位%技术领域%联系电话等功能来搜索查询专家$

以便在评估过程中选择专家更加客观%科学$实现网

上评估的公平性和公正性(

P# 评审指标管理模块

评估指标管理模块主要实现 ' 方面的功能!建

立及管理各种类别项目及该项目在各阶段的评估

指标体系模型$建立的模型可供以后的各类科技计

划项目评估参考使用&根据各类计划项目评估的目

的和评估委托方的要求来修改设置评估指标体系$

并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在建立指标体系时$评估委

托方可参考已有的指标体系模型$也可以根据需要

修改和设置指标体系(对指标权重的分配也可以根

据评估的背景%意义和达到的目的为依据来修改和

设置(

图 '.系统功能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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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推广管理模块

科技主管部门根据评审专家对项目应用推广价

值的评价$网上发布推广项目信息$记录成果推广策

略及推广结果$并将成果录入成果登记库(

## 科研经费管理模块

在该模块中$可以实现登记%查询%统计分析经

费的进账%支出%结转情况(

F# 信息发布和反馈模块

该模块可为科研人员提供实时的服务如科研项

目%科研经费%科研成果%成果获奖%论文收引%学术

交流%考评结果的查询等$并且$用户通过外网可以

查询%下载%打印项目申报的相关信息(管理人员可

以向各用户提供政策文件%通知以及其他信息资料

的下载和打印功能(各申报单位或个人通过外网可

以报送资料等(

-# 综合统计查询模块

该模块主要实现汇总和综合报表功能$针对某

类信息$所有输入内容均可进行统计$并在一张表格

上显示&所有统计均可利用查询功能进行查询$查询

条件可针对所有字段自由组合$统计的结果为查询

内容的汇总&统计结果可以选择字段中所有或部分

字段打印报表和导出数据(

!&# 系统管理模块

对系统操作员进行权限管理(由于整个系统共

享使用数据$针对不同的用户$应设置相应的权限$

控制对系统的使用(其内容主要包括!通过用户组c

用户的管理$根据不同的用户及用户所在组的权限$

赋予相应的可操作的内容$可通过菜单项来控制"显

示和消隐#不同的功能$在整个系统中$只有被设置

为允许的操作的内容$用户方可进入$并进行该范围

内的操作&通过权限设置$控制用户对模块的使用以

及模块内对数据的添加%修改%删除%查询%打印等

操作(

!!# 检验认证模块

该模块中$由业务主管部门根据试验和测试数

据$并从认证c业务许可库中提取相应的认证信息$

对项目成果应用进行检验$提出认证建议(

!'# 风险评估模块

该模块主要实现以下功能(

!

基础数据准备(从

气象科技项目管理评估系统的项目申报表中提取项

目信息$从研究人员表中提取项目研究人员的信息

生成被评估人表$从专家信息库中提取专家信息生

成评估人表$提取专家编号及账户$密码生成评估人

登陆信息表(

"

评估试卷准备'P(

(根据跟踪评估指

标$生成评估试题$确定题型%分值$然后组成评估试

卷$结合上述被评人表和参评人表$生成评估结果

表(

#

评估过程控制(开放评估开关$公布评估试卷$

检验参评人登录信息$记录评估结果(

$

评估结果统

计分析(评估过程结束后$统计评估成绩$形成各种

报表$并分析评估结果$提供参考信息(

(

其他功能(

如数据备份等(

!B'#评估指标体系研究

以跟踪评估为例$从科技项目实施过程中已完

成的进度与质量$未来研究的前景与效率$与外部经

济社会环境的适应性等方面考虑$结合文献资料及

专家咨询$设计了如表 ! 所示的跟踪评估指标体系$

并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各级指标权重(

!g+g!.评估模型的建立

采用加权平均求和模型$基本公式为 N7

$

'

17!

0

1

Q

1

.N为某位专家对被评价项目的评分&0

1

为专

家对指标的具体评分&Q

1

为该项指标权重(

!g+g'.模型的计算方法

由于采用树状指标'#(体系$所以$评分专家首先

对KK级指标打分$然后利用基本模型求出各级指标

的分数$再通过计算得出该项目的最后得分(基本步

骤如下(

!# 参评专家对各
&

级指标按百分制打分(评价

指标体系中每项指标评分分为 ,%X%H+ 个等级$,

档为'#&$!&&($其又可分为 ,

L

%,%,

_

+ 个等级&X

档为'"&$#&#&小于 "& 分为H档(

'# 计算各
&

级指标的得分N

K

7

$

'

17!

0

1

Q

1

.N

K

为第K

项
&

级指标的得分&0

1

为专家对
6

级指标的具体评

分&Q

1

为该
6

级指标权重(

+# 计算被评项目的总得分!7

$

"

K7!

N

K

Q

K

.!为被

评项目得分& N

K

为第K项
&

级指标得分&Q

K

为该
&

级

指标权重(

$# 由!得出被评项目评估结论(

!g+g+.评估实例研究

收集了地质灾害气象预警系统研究%空军航空

兵场的气象保障能力评估研究等在内的 !+ 个关于

气象方面的科技项目$其运行结果可分为 + 类$即 ,

类,正常进展的项目-"得分大于等于 #&#$X类,需

调整"包括延期和调整研究目标#的项目- "得分在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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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 间#$H类,中止的项目-"得分小于 "&#(根

据收集的各个项目资料及项目实施跟踪评估指标体

系$分别赋予
&

级指标不同的分值$通过质量评估模

型$计算得到各项目的分数$如表 ' 所示(

由表 ' 可知$!+ 个调研项目中$,类项目共有 P

项$X类共有 $ 项$而 H类有 $ 项(对其评分结果进

行方差分析$发现$[&g&!$说明此 + 类项目均数间

差异非常显著$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是有效的(

&#系统实现的主要技术简介

&B!#\7C7Z074技术

]6V6X762技术'F(的最大特点是可重复使用(这

里把系统中最常用的数据库操作封装为 ]6V6X762$

所有涉及数据库操作封装为 ]6V6X762$所有涉及数

据库操作的页面直接引用该 ]6V6X762$这样就简化

了]J*页面的编写$且在数据库升级或更新时$只需

表 !#跟踪评估指标体系

)6C>7!.K207UAIA?7E/@=a86>1?I7V6>86?1@2

%

级指标
&

级指标
&

级指标权重
6

级指标
6

级指标的含义
6

级指标权重

质
量
评
价
!

完成情况!

!

&g$!' !

进展进度!

!!

该项目是否按合同计划书完成该阶段的目标 &g$$' "

完成质量!

!'

完成阶段目标时关键问题是否得到解决$完成质量如何 &gPP# $

支撑条件!

'

&g'-! -

研究人员!

'!

研究人员数量结构是否恰当合理等 &g+&+ P

研究经费!

''

项目研究经费是否充足 &g+&F '

物资保障!

'+

项目所需原材料%设备等物资是否能保障项目继续实施 &g!PP $

信息支持!

'$

可否及时了解相关研究动态$资料的收集整理 &g!!+ +

技术方法!

'P

关键技术是否先进$能否满足研究需要 &g!!- "

环境适应性!

+

&g!"F -

发展战略!

+!

是否符合国家"省市#的经济科技发展战略 &g'FF $

市场风险!

+'

对市场风险的适应能力 &g+#& "

法律规范!

++

是否违反国家法律规范 &g!-' P

环境保护!

+$

预期研究目标是否有利于环境保护 &g&F# $

社会心理!

+P

预期研究目标是否利于环保 &g&"! !

管理水平!

$

&g!'# !

人员管理!

$!

研究人员分工是否合理$工作是否积极 &g$F+ $

经费管理!

$'

经费使用是否得当 &g++" $

物资管理!

$+

物资使用是否合理$有无浪费现象 &g!F& '

表 &#!' 个调研项目评分表

)6C>7'.J9@=7A<77?A@/!+ B=@579?A12 ?<71EB>7E72?6?1@2 B=@97AA@/?<7B=@579?

编号

完成情况 支撑条件 环境适应性 管理水平

完成

进度

完成

质量

研究

人员

研究

经费

物资

保障

信息

保障

技术

方法

发展

战略

市场

风险

法律

规范

环境

保护

社会

心理

人员

管理

经费

管理

物资

管理

项目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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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6V6X762即可$便于系统维护(

&B&#数据库的实现

由于本系统要多次连接数据库$而每次数据库

的开启与关闭对服务器会造成很大的开销$通过建

立一个数据库连接池'-(及一套连接管理策略$使得

一个数据库连接可以得到高效%安全的复用$避免数

据库连接频繁建立%关闭的开销(

]J*与数据库的连接与访问是通过 ]QXH,*K

实现'!&(的!首先定义 QXH@2279?1@2*@@>类和 Q6?6%

C6A7类分别用于创建连接池和封装数据库操作的基

本函数&然后$访问数据库并进行有关增加%修改%删

除%查询等操作(其中创建数据库连接的部分代码

如下!

B8C>199>6AAQXH@22Y62637=)

%

连接池名列表

B=1V6?7h79?@=B@@>R6E7A:27Dh79?@="#&

%

驱动程序名列表

B=1V6?7h79?@=0=1V7=R6E7A:27Dh79?@="#&

%

数据库标识列表

B=1V6?7h79?@=0C10A:27Dh79?@="#&

%

用户名列表

B=1V6?7h79?@=8A7=R6E7A:27Dh79?@="#&

%

密码列表

B=1V6?7h79?@=B6AAAD0A:27Dh79?@="#&

%

连接池队列

B=1V6?7h79?@=E6UH@22A:27Dh79?@="#&

%

最大连接数列表

B=1V6?7i6A<?6C>79@22*@@>A:27Di6A<?6C>7"#&

B8C>19QXH@22Y62637="#)

%

添加数据库的连接信息

..B@@>R6E7A(600N>7E72?"z<EIAa>z#&

..0=1V7=R6E7A(600N>7E72?"z@=3(31?(EE(EIAa>(Q=1V%

7=z#&

..0C10A(600N>7E72?"z50C9!EIAa>!

%

!'#g&g&g!cZ59

_

06?6C6A7. 8A7̂219@07

:?=87o9<69?7=N29@0123:3C'+!'o68?@e79@2279?:?=87z#&

..8A7=R6E7A(600N>7E72?"zaUz#&

..B6AAD0A(600N>7E72?"zaU'&!&z#&

..E6UH@22A(600N>7E72?"z!&&z#&

..9=76?*@@>A"#!

*

*

&B'#安全技术

由于系统是基于 W7C 的$很容易遭到非法入

侵$所以$对系统管理员的用户名和口令采用 Ji,!

算法进行加密&而对于评估专家$其用户名和口令是

由系统管理员注册的'!!(

$为便于系统管理员的管

理$对其用户名和口令采用 *XND1?<YQP,20QNJ 算

法进行加密与解密(上述加密均可防御 Jp\K2579?1@2

攻击$大大地提高了系统的安全性(

'#结束语

针对传统HcJ 结构科技项目管理系统效率低%

代价高%可移植性差且重管理轻评估的缺陷$本文以

气象科技项目为例$提出采用]J*L]6V6X762 的开发

模式$建立了项目实施过程质量评价模型并通过文

献调研对模型进行了实例研究&同时$针对传统数据

库物理连接模式下存在不停的执行 Jp\存取数据$

关闭连接等耗费资源的操作$特别是在多层结构的

应用程序环境中该模式容易造成系统性能低下$提

出了采用连接池技术$解决了基于数据库的 W7C 系

统中所存在的瓶颈(系统结构上采用界面与业务逻

辑分离的 + 层结构设计$将业务逻辑封装在 ]6V%

6X762中$从而提高了系统的安全性%可维护性%重用

性和可扩展性$达到改进气象部门科研管理水平和

工作效率的目的(未来应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开展工

作!不同类型评估指标体系及评估模型的进一步完

善&基础评估数据的积累与数据库的完善&评估算法

的优化&远程系统的网络安全性和应用系统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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