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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UML 的军事院校装备管理信息系统① 
Equipment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in Military Academy Based on UML 

 
洪 亮 张福光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 科研部 山东 烟台 264001) 

摘 要： 根据军事院校装备管理信息的特点和需求，提出了军队院校装备管理信息系统的功能结构，并采用面

对对象的分析方法，结合统一建模语言（UML）设计规范，从系统用例图、活动图和组件图三个方面

对系统的设计进行了分析，探讨了系统的实现方法，着重研究了系统安全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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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化技术的飞速发展和高新武器装备的不

断研制，军事院校装备管理面临着许多新的任务和挑

战，需要处理的信息量也显著增大，传统的管理手段

和方法效率低下，难以实现人力、物力、财力的综合

平衡和优化。加快院校装备管理的信息化建设，实现

科学的指挥、管理和决策已经成为院校装备部门亟待

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1 院校装备管理信息的特点 

院校装备管理信息是院校装备部门实施装备管理

过程中产生的和需要的信息。院校装备管理的特点决

定了管理信息的需求和管理有其独特之处，主要有以

下几个方面： 
(1) 装备新老结合，涉及专业多，装备系统描述

和使用调配信息多； 
(2) 装备保障设备和设施、备件和器材供应信息

多； 
(3) 维修保障过程中产生的可靠性、维修性、保

障性、测试性、安全性等数据多； 
(4) 院校装备保障以配合学院教学为主，还担负

为部队进行新装备培训，培训人员批次、班次增多，

培训内容也各不相同，培训计划的制定难度较大； 
(5) 图纸、使用规范、维修手册及培训教材等信

息的数字化、无纸化问题。 
 
 
① 收稿时间:2009-01-05 
 

 
 
2 系统功能结构 

根据院校装备使用管理的特点和信息管理的需

求[1]，提出院校装备管理信息系统的系统结构功能

图，如图 1 所示。 
 
 
 
 
   
   
 
 

图 1 院校装备管理信息系统结构功能图 
 

(1) 管理与行政数据子系统 
该子系统主要包括装备管理过程中各种管理与行

政数据，如系统工程管理计划、上级下发的各种文件、

会议记录、保障分队保障任务计划等。 
(2) 教学与训练信息管理子系统 
该子系统主要用于管理教学装备保障计划的制

定、查询和管理，掌握人员、场地安排和装备调配等

情况的信息。 
(3) 寿命周期费用管理子系统 
该子系统主要管理寿命周期费用数据、寿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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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估算报告、装备技术保障费用数据等。 
(4) 装备使用与调配信息管理子系统 
该子系统主要管理装备的履历、使用、保养、封

存、调配等信息，并可以根据装备的使用、维修及技

术状况，自动生成维修参考计划。 
(5) 装备维修信息管理子系统 
该子系统主要管理定期维修计划及其执行情况，

包括临时故障维修、维修资源的供应与消耗等信息。 
(6) 装备器材信息管理子系统 
该子系统用于管理器材仓库的库存数据，以及维

修器材的筹措、供应、储存和保养等数据。 
(7) 远程教育与电话会议子系统 
该子系统主要用于与上级装备部门召开电话会

议，对部队使用、维修人员实施异地培训。 
(8) 技术资料管理子系统 
该子系统主要管理装备技术说明书、使用手册和

各类培训教材等。 
 
3 系统分析与设计 
3.1 用例视图分析 

本系统的分析和设计采用面向对象建模技术，选

用了标准化建模语言 UML(Unified Modeling Lang- 
uage)。UML 是一种面向对象和基于构件的、定义良

好、易于表达、功能强大且普遍适用的可视化建模语

言，它溶入了软件工程领域的新思想、新方法和新技

术[2]。它的作用域不限于支持面向对象的分析与设计，

还支持从需求分析开始的软件开发的全过程[3]。 
限于篇幅，对教学与训练信息管理子系统的开发

过程形成的用例图、活动图和部署图进行分析。 
用例视图(use case diagram)从外部用户的角度

描述系统的行为，将系统功能划分为若干个对活动者

(系统的理想用户)具有意义的事务，称之为用例。用例

通过系统与活动者之间的一系列消息与活动者交互。

图 2 显示了教学与训练信息管理子系统的用例图。 
装备部门利用该子系统制定教学装备保障计划、

对计划进行修改和对培训学员信息进行管理，其中制

定计划使用了装备调配、时间安排和场地安排三个用

例。 
保障分队可以利用该子系统查询装备保障计划，

据此安排本单位的工作。还可以将计划的完成情况收

集整理后，录入系统。 

 
 
 
 
 
 
 
 
 
 

图 2 教学与训练信息管理子系统用例模型 
 
3.2 活动视图分析 

活动视图(activity diagram)反映一个连续的活

动流，是对系统所处的状态和工作流建模的表达形式。

活动图的状态代表的不是一般对象的状态，而是系统

在执行过程中的状态。活动状态表现了过程中语句的

执行或工作流中活动的运行。当运行结束时，执行处

理到下一个活动状态。图 3 所示了查询教学装备保障

计划的活动图模型。 
 
 
 
 
 
 
 
 
 
 
 
 
 
 
 
 
 

图 3 查询管理工作活动图模型 
 

用户进入教学装备保障计划查询模块，系统提示

输入用户权限密码，密码如果不正确则退出。密码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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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则提示用户建立计划查询条件(年份等)。查询到所需

的计划后，用户可以选择打印计划、继续查询或者查

询完毕退出系统。 
3.3 组件图分析 

组件是逻辑架构中定义的概念和功能在物理架构

中的实现，是开发环境中实现代码文件。组件图

(component diagram)用来实现系统，描述软件组件

之间的关系，对代码的物理结构进行建模。图 4 显示

了教学与训练信息管理子系统的组件图。 
 
 
 
 
 
 
 
 
 
 

图 4 教学与训练信息管理子系统的组件图 
 

教学与训练信息管理子系统主要由实现以下功能

的源代码文件组成：计划数据维护管理操作、计划数

据查询统计操作、培训学员数据维护管理操作、培训

学员数据查询统计操作、计划完成情况数据维护管理

操作、计划完成情况数据查询统计操作和制定计划设

定操作(含装备调配、时间设定、场地设定等操作)。 
 
4 系统的安全问题 

院校装备管理信息系统的安全问题关系到院校装

备编制实力、训练信息的安全，因此本系统从服务器

安全设置和系统权限管理两方面加强系统的安全。 
4.1 服务器安全设置 

用户界面采用 ASP 其脚本是在服务器端解释执

行，并将结果以 HTML 格式传送到用户浏览器上，这 
 
 
 
 
 
 

样原始程序代码就不会传送到用户浏览器，保证了代

码安全[4]。 
但是因为 ASP 应用程序是基于 Microsoft Inter- 

net Information Server (IIS)的，所以 IIS 本身是否安

全直接影响到系统的安全性，需要对服务器进行安全

设置，用户必须通过登录账户建立与数据库的连接以

获得访问权限，这样就只允许有访问权限的人登录，

并且系统管理员还可以对连接到数据库的用户进行权

限设置，以保证某些敏感信息的安全性。 
4.2 系统权限管理 

本系统主要从三个方面加强安全性管理： 
(1) 只有系统用户才可登录系统，用户的注册/注

销管理是由系统管理员或指派专人负责。 
(2) 系统管理员可对注册的用户可以进行权限管

理，对不同的用户赋予不同的系统权限，如拒绝访问、

只读或者修改等。 
(3) 系统对用户访问的时间、资料、操作进行记

录，建立专门用户使用数据库储存备查。 
 
5 结语 

作为我军装备保障信息化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

成部分，院校装备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必将大大提高

院校装备管理的效率，同时还将带来院校装备管理组

织制度、管理模式、运行机制等多方面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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