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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原报质检系统页面超时问题① 
王蓓蓓，惠 昕，韩 宁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公用事业部，北京 100081) 

摘 要：针对水利原有原报质检系统在处理大数据量时产生的页面超时问题，提出利用 Ajax 和线程相结合的技

术，解决由后台长时间操作带来的页面过期的缺点。本文还分析了 Ajax 和线程在系统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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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out Problem of Page in Report Quality Control System from Water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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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timeout problem induced by the original report quality control system when dealing with 

large amount of data, the article proposes to use a combination of technology. Ajax and thread are used together to solve 

the weak point of overdue page which is caused by the long time backstage operation. The role of the Ajax and thread in 

the system is also analyzed in thi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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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科学管理和统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流

域机构等以标准编码格式向水文部门发送的报文（即

水情信息），利用原报质检系统帮助用户分类查找并统

计，及时、准确、有效地提供各单位数据上报的质量。

随着水文事业的发展，水文科技与现代化建设的逐年

实施，报文数量有逐年递增的趋势，原系统在设计时

处理的报文量只有现在的报文量的十分之一。 

原报质检系统是基于 BS 架构开发，方便了客户

端的使用，但随着报文量的增加，查询等待时间也随

着增加。当因查询条件的选择引发大数据量查询尤其

是作统计分析时，会出现页面无法访问的字样。 

 

1 系统存在的问题 
1.1 系统简介 

原报质检系统是针对全国报文统计的工具，用于

检测与统计发送报文的时效性与数量，并根据报文中

的信息分离出错报和更正报，以及检查错报的原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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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报的时效性，方便用户对复杂的报文进行查询和

统计。 

原报质检系统的功能包括原报数量统计、时效性

统计、错报数量统计、更正报数量统计、更正报时效

统计、全国未报讯站统计和墒情统计。系统还能按照

时间、范围、数量进行统计查询，其中范围包括按单

位统计和按站统计两种。 

所有的统计查询都是基于数据库中的原始报文表

进行的，对查询到的结果集进行分类、计算、分离等

处理，因此结果集的数量与处理时间成正比，即查询

到的结果集越大，处理时间越长，页面等待的时间就

越长。 

1.2 发现问题 

在原有系统中查询一年的报文数量统计时，系统

会出现页面无法访问的字样，但是后台程序仍在运行

并能在后台看见正常结束的标志。首先考虑到 session

失效的原因，修改 session 的有效时间，从 30 分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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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到 1 小时，系统还是不能正常显示查询结果。继续

加大 session 的有效时间到 2 小时，结果还是页面无法

显示。在后台跟踪 session 发现，系统的 session 没有

失效前，页面已经出现无法访问的字样，说明问题不

是由 session 失效引起的，并且发现后台处理查询结果

的时间超过了一个小时。 

原有系统在开发初期涉及的报文量远小于现在所

涉及的报文量，一年的报文量相当于现在的 3 个月，

系统采用的同步调用技术，查询数据和页面显示同时

进行，查询处理报文的时间超不过 1 小时，而一般浏

览器的默认有效期是 1 小时，因此没有出现页面无法

显示的情况。但在处理现有报文量并且保证 session 有

效的情况下，出现页面无法显示的情况，说明该页面

长期没有操作产生了页面过期问题，这是采用同步调

用技术的弊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为系统引入

异步调用的技术，其中关键的技术是 Ajax 和线程。 

 

2 Ajax技术的应用 
Ajax 是 Asynchronous Javascript and XML 的缩

写 [1]，它的特点是在用户请求和服务器之间建立了

一个中间层，用于分离 Web 页面的呈现与应用，实

现浏览器和服务器的异步交互。 

 

 

 

 

 

 

 

 

 

 

 

 

 

 

 

图 1 Ajax 工作机制 

 

Java 是同步的，而 Ajax 是异步的，特点是中间层

分担了一部分服务器处理数据的工作，减轻了用户请

求对网络和服务器的负担；异步交互的特点使得页面

更新无需重载，减少了用户的等待时间。所以当调用

一个远程方法时，要给 Ajax 一个回调函数，当数据从

网络上回来时，Ajax 会调用这个函数。图 1 简单的阐

释了 Ajax 的工作机制。 

Ajax 技术的优点是[2]： 

(1) 减轻服务器的负担。Ajax 的原则是“按需取

数据”，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冗余请求和响应对服务器

造成的负担。 

(2) 无刷新更新页面，减少用户心理和实际的等待

时间。 

(3) 带来更好的用户体验。 

(4) 可以把以前一些服务器负担的工作转嫁到客

户端，利用客户端闲置的能力来处理，减轻服务器和

带宽的负担，节约空间和宽带租用成本。 

(5) 可以调用外部数据。 

(6) 基于标准化的并被广泛支持的技术，不需要下

载插件或者小程序。 

(7) 进一步促进页面呈现和数据的分离。 

原报质检系统利用Ajax技术的优点及其成熟的框

架[3]，轻松地把客户端请求与服务器调用联系起来，

减轻浏览器端处理大量数据而产生的压力。框架的主

要作用为以下两点： 

(1) 在服务器上运行的 Servlet 来处理请求并把结

果返回浏览器。 

(2) 运行在浏览器上的 Javascript，可以发送请求，

并动态改变页面。 

 

3 线程的作用 
线程是指进程中的一条执行路径，是系统进行处

理器调度的基本单位，同一个进程中的所有线程共享

进程获得的主存空间和资源，线程具有[4]： 

(1) 一个线程执行状态 

(2) 一个受保护的线程上下文 

(3) 一个独立的程序指令计数器 

(4) 一个执行堆栈 

(5) 一个容纳局部变量的静态存储器 

原报质检系统是通过 Java 开发的，Java 本身是一

个多线程体系，通过多线程来执行任务。Java 所有类

库在设计时都考虑到了多线程机制，其中的 Thread 类

封装了所有有关线程的控制，它负责线程的启动、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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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休眠、挂起、恢复、退出和终止等一般性的逻辑

控制操作，并实现了对线程行为的优先级控制。利用

线程的这些特点可以使多个用户同时访问系统进行查

询而互相影响。 

 

4 系统的实现 
为了解决页面过期的问题，本文在原系统中采用

采 Ajax 和线程的结合，实现入异步调用的效果。利用

Ajax 技术的优点，减轻网络的负担，并定时刷新页面，

保持页面的有效性；利用线程的作用，可使多个用户

同时访问，并使页面不断获得后台运行的最新状态，

提示用户等待的时间。 

Ajax 和线程在系统中异步调用操作流程如图 2 所

示。 

 

 

 

 

 

 

 

 

 

 

 

 

 

 

 

 

 

 

 

 

 

 

 

 

 

 

图 2 异步调用操作流程图 

其中由 Ajax 调用后台的线程，并在前台定义一个

定时器，每隔一定的时间去获取 session中的 xml 结果，

若获得则在页面显示查询到的结果。线程中把查询时

间划分成时间片提高查询的效率。在没有得到查询结

果时，界面通过进度条显示查询的进度，提示用户查

询耗费的时间。 

前台页面进度条和结果显示的流程图如图 3 所

示。 

 

 

 

 

 

 

 

 

 

 

 

 

 

 

 

 

 

 

 

 

 

 

 

 

 

 

 

 

图 3 前台页面显示流程图 

 

进度条是为了弥补前台页面长时间等待查询结果

产生空白页面而增加的功能。在每隔一定的时间去获

取 session 中的查询结果时，若时间片没有用完，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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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中保存一个已处理的结果集条数，前台根据该

条数计算出处理数据的进度，显示在页面的就是一个

随着时间滚动的进度条，提示用户消耗的时间，提高

了系统界面的友好性。 

系统通过 Ajax 技术与后台保持联系，由线程去解

决大量数据的查询问题，前台页面只需要定时访问

session 中的查询结果即可，极大的改善了同步调用产

生的页面失效的问题。 

在改进后的系统中查询一年的报文数量统计时，

不再出现页面无法显示的情况。显示效果如图 4 所示。 

 

 

 

 

 

 

 

 

 

 

图 4 系统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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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A 组合的识别率最高，LDA 的识别率次之，PCA

的识别率最低。由于 PCA+LDA 的计算复杂度增加，

系统的运行时间相应延长，因此以后的研究重点是简

化算法，节省系统的运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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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通常情况下，BS 架构的应用在做实时大数据量统

计分析的时候，当查询结果在 1 个小时内没有返回时，

虽然服务器端仍旧在进行运算，但是客户端浏览器页

面会产生无法显示的问题。本文提出采用 Ajax 和线程

相结合的技术来解决上述问题，并在原报质检系统的

报表运算分析上得到了应用。在服务器进行运算的同

时通过 ajax 调用运行状态来获取查询进度，并通过进

度条进行展示，一方面保证页面的时效性，一方面便

于用户了解查询操作的进展，希望对其他系统在遇到

相同问题时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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