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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信息化道路走过多年，管理信息系统广泛用于现

实之中，这些遗留系统用不同的 67), 开发，有效地管

理数据，极大提升办事机构管理水平。尽管技术不断

更新，但完全更新遗留系统不可能。为弥补遗留系统

可视化数据能力的不足，人们常将数据导入到 89:3;，
用 89:3; 图表展示数据，帮助决策。但这要求操作人员

具备多系统应用能力，极不方便。

本 文 基 于 )*+ 设 计 模 式 的 ,-./-0 框 架，用

12.33+45.- 类库实现对 ,<= ,3.>3.、)?,<=、@.5:;3、A:B
:300 数据库表、89:3; 工作簿、或手工临时键入数据可

视化显示，以满足人们直观判断信息的需要。

"# 需求分析与设计

为导入不同数据库表、工作簿等多种数据源中的

数据，完成数据可视化显示。系统结构为：

A !# 67rsA

对此设计图 " 所示的 C3D 网页，其中“ 数据显示

区”用于选择数据源，用列表显示导入数据。“ 图形显

示区”用于选择图表类型、设置图表参数，以饼图、直方

图、柱状图、曲线图或雷达图等显示数据。

A "# C3D\]F?A

这种一个数据模 型、多 个 视 图 的 功 能 正 是 )*+
（)EF3; G *H3I G +EJ-.E;;3.）设计模式的思想。)*+ 可

以实现模型与视图的分离，并可以将一个模型对应于

多个视图，控制器负责模型与视图通信，保证模型与视

图同步。它是 15>5 开发者广泛使用的设计模式之一。

)*+ 有多种实现方法，其中 ,-./-0 框架就是一种 )*+
的实现。,-./-0 框架结构如图 & 所示。

A &# ,-./-0LMV<9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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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将多种数据源转换成一个数据模型，对导入的

数据转换后放入 !"#$%& #’(’ 类包，格式如表 ) 所示。

N )* B_=SN

原数据类型 目标数据类型

+$,-%(.$( /0,(

+$,-%(.$( .(1023［］［］

/0,( .(1023［］［］

+$,-%(.$( 4$5’-%(6’($3"174’(’,$(

.(1023［］［］ 4$5’-%(6’($3"174’(’,$(

+$,-%(.$( 4$5’-%(80$4’(’,$(

.(1023［］［］ 4$5’-%(80$4’(’,$(

9’:%$（;9</） +$,-%(.$(

=* 模式实现

视图层对应 .(1-(, 框架的 >?(0"2@"1! 类。A$: 分

区使用 ;9</ 的 51’!$,$( 标签辅于 B’C’.?10D( 实现，数

据显示区和图形显示区使用 .(1-(, 标签实现。

模型层的 B’C’E$’2 把 !"#$% 分成 F 个模型包：

!"#$%、!"#$& #’(’、!"#$%& 50%$、!"#$%& 31’DG0?,、!"#H
$%& ,I%。其 中 图 形 包 调 用 B@1$$6G’1( 类 库 完 成 图 表

显示。

!" # $%&%’(%) 实现

（)）!"#$% 包

负责数据转换。8’1’! 类将字串转换为 .(1023［ ］

［］$(8’1’!J’%-$ 函数获取输入数据对应的字串数组，

并按“；、，”分割数据成二维字符串数组。依行列坐标

数大小，重新生成与输入相同的新字符串数组。如表

K 所示：

N K* uv>B<

L ) K

L 样式一 样式二

) 类别一 K =

K 类别二 M F

* * （K）!"#$%& #’(’ 包

4’(’ 类 提供 :""%$’2 0,N-!$10?（ .(1023 02D-(J’%H
-$）方法判断字符串数字有效性。判断规则是正则表

达式。空串、L 开头数字（除 L 外）为无效。纯数字、小

数、百分数、科学记数字符串均有效。

提供 :""%$’2 0,>%%N-!（.(1023 #’(’［］［ ］02( ,(’1(7，

02( ,(’1(O）方法判断行列起始位置为（ ,(’1(7，,(’1(O）字

符串数组有效否。

4’(’6"2C$1( 类

提供 /0,( 1$,-%(.$(9"/0,(（ +$,-%(.$( 1,）方 法 把 +$H
,-%(.$( 转换为 %0,( 数据类型。.(1023［ ］［ ］1$,-%(.$(9".H
(1023>11’7（+$,-%(.$( 1,）和 .(1023［ ］［ ］%0,(9".(1023>11’7

（/0,( %0,(）方法实现 +$,-%(.$( 和 /0,( 数据类型向 .(1023
［］［］数据类型转换。

!B@1$$6G’1(4’(’6"2C$1( 类

提供 ("6’($3"174’(’,$(、("80$4’(’,$( 方法将 .(1023
［］［］$,-%(.$( 对象数据转换为 4$5’-%(6’($3"174’(’,$(、
4$5’-%(80$4’(’,$( 数据。

" ;(!%4’(’6"2C$1( 类

提供 1$,-%(.$(9";(!%9’:%$ 方法，将数据库查询返

回值转换为 ;9</ 的 9’:%$ 标签字符串。

（=）!"#$%& 50%$ 包

!PO?$% 类

提供 .(1023 (";(!%（.(1023 O%,50%$）方法实现工作簿

文件到 ;9</ 语言转换，以将工作簿显示在 A$: 页面。

在 A$: 页面上的数据都是 .(1023 和 2-!:$1 类型。

" QD%"’# 类

把 A$: 页面上提交的文件上传到 A$: 服务器。

（M）!"#$%& 31’DG0?, 包

31’DG0?, 包中有 R1’DG0?,97D$（ 生成 8NR 和 B8PR
文件）、R1’DG0?,、6’($3"17、6-1C$、80$、+’#’1 六 个 类。

6’($3"17、6-1C$、80$ 继 承 R1’DG0?,，返 回 值 是

B@1$$6G’1( 类型，分别实现直方图和柱状图、曲线图、饼

图的绘制。

B@1$$6G’1( 类库不支持雷达图图表，所以 +’#’1 是

按照图 M 流程设计的类，它扩展了 B@1$$6G’1(。
生成 B@1$$6G’1( 的流程：!使用 !"#$%& #’(’ 包的

B@1$$6G’1(4’(’6"2C$1( 类把 +$,-%(.$( 或 .(1023［ ］［ ］数

据转换为 4$5’-%(6’($3"174’(’,$(、4$5’-%(80$4’(’,$( 类

型。"使 用 6G’1(@’?("17 类 的 ?1$’($E’16G’1(、?1$’($H
E’16G’1(=4、?1$’($/02$6G’1( 函数生成 B@1$$6G’1(。

（F）!"#$%& ,I% 包

!E’,$4E 类

提供 ?"22$?(、?%",$、$O$?-($.S/ 连接数据库、关闭

连接、执行 .S/ 语句。3$(9’:%$ 函数获取数据库的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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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表。!"#$%&’()*+(" 函数实现数据库到 ,#+#"(")#
对象连接。!"#-"#+.+#+ 函数获取 /"0’&#,"# 类的 /"1
0’&#,"#-"#+.+#+ 对象，以获取数据库表的信息。通过

0"&"2# ! 34%( #+5&" 查询表中所有列值，经 !"#$%&’()1
$%’)# 函数获取表的列数，再经过 !"#$%&’()*+("（ 6)#
6）函数，指定 6 值得到第 6 列列名。依次将每列列名和

“*+("”组成键值对放入 76)8"9:+0;-+<，再将 76)8"91
:+0;-+< 添 加 到 =44+>760# 对 象，以 在 ?"5 页 面 用

*+(" 属性得到数据库表对应列值。

! .+#+@+0" 类

继承 @+0".@ 类，提 供 !"#.+#+@+0"A4& 生 成 ,B7
,"4C"4、->,B7 和 D4+2&" 数据库的 A/7，根据数据库类

型、数据库 EF 地址以及数据库名，得到数据库的 A/7
地址。提供 !"#=22"00A4&，得 到 =22"00 库 文 件 的 A/7
地址。

!" # $%&’() 实现

从 ?"5 页面获取用户选择、输入信息，调用 G+C1
+@"+) 实现数据的处理。

（H）数据库模块（ E)3%I%4(）

将 =2#6%)I%4( 的 3%4( 转换为数据库模块的 E)3%1
I%4( 对象实例 6)3%，再通过 E)3%I%4( 对象实例 6)3%，调

用 E)3%I%4( 提供的 !"#A4&（ ）、!"#.5)+("（ ）、!"#A0"41
)+("（ ）、!"#F+00J%49（ ）、!"#.5K+5&"（ ）、!"#$%)96#6%)

（）函数，得到数据库的 A/7 地址、数据库名、用户名、

密码、数据库表名、数据库表的查询字段信息。新建

.+#+@+0" 类实例，连接数据库、获取数据库表。

根据用户选择的数据库表，查询字段，生成 ,B7 查

询语句，进行信息查询。

将查询结果用 0"#=##465’#" 函数进行变量传递，返

回 (+<<6)!L 36)9I%4J+49（“ #+5&"6)3%”）值，,"4C&"# 查找

,#4’#0 M 2%)36!L N(& 配 置 文 件 中 相 应 的“ #+5&"6)3%”字

段，找到跳转页面，实现页面跳转。

（O）导入模块（A<&%+9I%4(）

将 =2#6%)I%4( 类型的 3%4( 转换为导入模块的 A<1
&%+9I%4( 对象实例 ’<&%+9I%4(，通过 ’<&%+9I%4( 实例

获取上传文件的 I%4(I6&" 实例，并通过 I%4(I6&" 实例获

取上传文件名、类型、大小信息；使用 ,"4C&"# 获取服务

器“ #"(<”目录路径，使用文件包 A<&%+9 类的 ’<&%+9
方法，设置服务器“ #"(<”目录下存储的文件名和存储

路径，实现文件的上传。

A PQ :?Am‘vR

文件上传后根据文件类型进行文件操作，对 =21
2"00 文件进行数据库操作。对工作簿用 (%9"&L 36&" 包

的 RN2"& 类将工作簿文件转换为 :K-7 标签，实现工作

簿内容显示，并清除数据库信息，显示工作簿信息。

（S）输入模块（ E)<’#I%4(）

获取网页，用 G+C+,246<# 脚本将临时输入数据转换

成字串参数，然后用 AKI M T 编码集对字串编码。用

(%9"& 包的 F+4+( 类将字串转换为字串数组，并写入

0"006%) 中。

（P）图表模块（U4+<;620I%4(）

根据图表参数，生成图表。如果参数为空，则跳转

错误页面，否则根据输入的图表参数显示数据。然后

设置图像基本属性，生成 GI4""$;+4# 或 E(+!"，可视化

数据。

控制层（=2#6%),"4C&"#）的任务是实现页面请求与

跳转。控制层实现就是配置 ,#4’#0 M 2%)36!L N(& 文件。

如用下列代码将 定 义 的 =2#6%) 加 到 V +2#6%) M (+<1
<6)!0 W V X +2#6%) M(+<<6)!0 W 标签以完成图表模块

添加。

V +2#6%)
Q <+#; Y Z X 24"+#"U4+<;620Z-LD8 ./0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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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见图 !；根据前面提到的相对损失效应理论，采用指

数效用函数（" #$% &’），

由方程

解出的 ( 在［$，!］区间上，依据 ( 值大小，我们可

建立风险等级划分方法，结果见图 )。图中虚线是坐

标网格线，数字表示它所处区域的风险等级，值越大，

风险越大，最大级别为 !$ 级。从两图比较可以看出，

两者对于高损失风险处理上是不同的，如相对损失为

!，可能性为 $% *’ 的事件在期望损失的等级划分方法

下是 ’ 级风险，而依据指数效用划分方法是 + 级风险；

另外，可能性为 !，损失为 $% *’ 的事件在两种方法下都

是 ’ 级风险，指数效用方法中体现了这两种事件的风

险差异，而期望损失理论不能发现这一差异，这体现了

指数效用风险等级划分方法的优越性。

*, 总结

风险定量评估方法的优点是用直观的数据来表述

评估的结果，而且比较客观。定量分析方法的采用，可

以使研究结果更科学，更严密，更深刻。本文主要针对

评估 -. 风险的有效性和符合性问题，基于绝对损失效

应及相对损失效应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基于效

用的 -. 风险度量模型。该模型克服了常用期望损失理

论的弱点：不能比较高损失、低概率与低损失、高概率

风险事件间的差异，以及不同规模组织对同样损失的

风险承受能力的差异。在度量风险时，将绝对损失效

应和相对损失效应联合起来一起分析，提高了风险评

估的确定性、符合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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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模块、输入模块和导入模块的添加相类似。

E- 结论

本文基于 WXJ 设计模式的 2=7,=8 框架，支持遗留

管理信息系统的数据可视化。由于数据源多样，设计

成果为类包，所以成果可以复用。不过设计中未处理

工作簿文件的合并单元格内容，这点还待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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