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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网上客运票务系统① 
彭 昊, 王 玲 

(湖南大学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长沙 410082) 

摘 要: 分析了目前客运售票系统, 设计了一种网上客运票务系统. 采用 XML 作为中间桥梁较好地解决了异构

数据库之间的数据交换的问题, 以 J2EE 为开发平台, 采用 B/S 结构, 并在系统中引入 DTU 设备, 不仅方便以后

客运票务系统的扩展, 而且提高了系统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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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passenger ticketing system, design of a kind of online passenger ticketing system. 

Using XML as intermediate bridge solved the problem of the data exchange between heterogeneous databases, is 

developed on the platform of J2EE, based on B/S structure technology,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DTU equipment, not 

only facilitate the expansion of passenger ticketing system, but also improves the system’s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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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稳步发展, 人们的出行活动越来

越频繁, 对客运行业服务的效率、便利等要求越来越

高. 公路客运作为社会交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客运行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由于目前大部分客

运站彼此之间存在着相互的商业竞争, 各自有各自的

售票系统, 且彼此之间的数据库也是独立运行的, 因

此乘客只能在售票窗口或其特定的代售点购买该客运

站始发的客运班次车票. 遇上春节、国庆等客运高峰

期, 会出现一些客运站乘客到站也买不到票, 另一些

客运站有剩余的票而没有乘客购买的现象.  

本系统以 J2EE[1]为开发平台, 采用B/S结构技术[2], 

系统后台数据库采用Oracle9i[3]. J2EE开发平台降低了

开发多层应用的费用和复杂性, 同时提供对现有应用

程序集成强有力支持, 有良好的向导支持打包和部署

应用, 添加目录支持, 增强了安全机制, 提高了性能. 

J2EE 能够开发部署在异构环境中的可移植程序. 基于

J2EE 的应用程序不依赖任何特定操作系统、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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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硬件. 各客运站的异构数据库和售票系统就像一

个个“信息孤岛”, 使得彼此间的数据共享和数据交换

存在困难, 本文通过分析比较目前的数据交换方式, 

最终采用基于 XML 的异构数据库数据[4,5]交换系统较

好地解决了异构客运系统之间的数据交换问题.  

 

1 系统功能需求分析 
本系统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异构客运系统的数据传

输问题, 建立数据中心, 实现开放式的网上售票和自

助取票. 由于现在不同的客运站所使用的客运系统和

数据库都是独立运行的, 该项目需要通过构建异构客

运系统来实现数据的实时、透明的传输, 为公路客运

联网售票提供数据支撑. 主要功能需求如下:   

(1) 数据实时透明传输: 数据中心需要为网上售

票提供实时数据, 因此要求动态检测到数据更新就自

动上传到数据中心, 同时系统需要检测到数据更新的

来源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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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查询: 系统需要为数据中心提供一个进

行统一管理的查询平台, 可以查询到公路客运业务的

各种信息. 如客运班次信息、票价信息、结算单管理

查询等.  

(3) 网上售票和自动取票: 实现联网售票, 旅客

可以通过实时更新的班次信息选择乘车点并购买相应

的车票. 取票方式可以选择到客运站自助取票, 也可

以通过快递取票.  

 

2 系统总体及功能模块设计 
2.1 总体设计 

本系统采用 B/S(Browser/Server)结构, 大大简化

了客户端电脑载荷, 减轻了系统维护与升级的成本和

工作量. 它是一次性到位的开发, 能实现不同的人员, 

从不同的地点, 以不同的接入方式(比如 LAN, WAN, 

Internet/Intranet 等)访问和操作共同的数据库.  

各客运站通过 DTU[6,7](Data Transfer unit)设备和

XML 数据转换系统与售票中心进行数据交换, 客运站

内部网络通过 RS232 接口连通, 只传输内部数据, 隔

绝互联网病毒侵害.  

客运站数据库服务器通过 RS-232 和 GPRS DTU

相连, 将数据传入 DTU. 进入 DTU 的数据被 GPRS 模

块封装成适合网络通信的数据包后, 发送至 GPRS 网

络, 再通过 GPRS 网络进入 Internet 传输, 最后被指定

IP 地址的中心服务器端服务器读取. DTU 全称数据传

输单元, 是专门用于将串口数据转换为 IP 数据或将 IP

数据转换为串口数据通过无线通信网络进行传送的无

线终端设备. 其优点包括组网迅速灵活, 建设周期短、

成本低; 网络覆盖范围广; 安全保密性能好; 链路支

持永远在线、按流量计费、用户使用成本低.  

系统结构图如图 1 所示.  

2.2 功能模块设计 

本票务系统主要分为监控管理、数据传送、联网

售票以及业务数据查询四大块, 其中联网售票子系统

是整个票务系统中最关键的部分, 包括会员管理、票

务管理、网上购票和客运站管理[8].                    

2.2.1 会员管理 

系统的会员包括客运站级会员、联盟级会员、网

站营运级会员.  

客运站是以加盟的方式加入联网售票的, 客运站

原有的会员会随客运站载入. 客运站级的会员只可以

购买对应客运站的车票.  

拥有相同管理单位的客运站会以联盟的方式进行

管理. 若客运站是某一联盟中的成员, 其对应的客运

站会员会自动升级为联盟级会员. 可以购买联盟内所

有客运站的车票.  

网站营运级会员需要在网站上进行注册才可以成

为网站营运级会员. 该级别的会员可以购买所有加盟

到网站的客运站的票, 是最高级别的会员.  

 

 

 

 

 

 

 

 

 

 

 

 

图 1 系统结构图 

 

2.2. 2 票务管理 

用户通过联网售票平台, 可以查询到不同客运站

的班次信息和票价信息. 系统还支持用户输入日期、

地点、上车点等条件查询班次和票价. 票源可以通过

客运站划分班次的一部分车票上载到网站, 销售时间

由客运站定义, 或者通过DTU定时从各加盟的客运站

中提取和返还.  

2.2.3 网上购票 

售票时, 中心可以直接使用本地的班次信息, 或

下发指令到相关客运站进行再一次查询确认. 用户选

定一个班次后, 中心下发指令到相应的客运站做一次

锁位操作. 成功后, 用户通过银联、支付宝等方式进行

支付, 支付成功后, 给出用户的订票识别码, 用户凭

身份证和识别码到客运站取票或选择通过快递送票上

门. 如果支付不成功, 中心会下发放位指令到客运站

服务器, 取消当前操作. 售票流程图如图 2 所示. 

2.2.4 客运站管理 

客运站是以加盟用户的方式加盟到网站的, 拥有

相同管理单位的客运站进行统一管理, 结成联盟. 客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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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可以自己选择一定班次、一定数量的车票, 上传到网

站售卖, 售卖时间、何时收回网上卖不完的票由客运站

确定, 或者可以通过 DTU 定期从各客运站的票务系统

中取票, 返还的时候也通过 DTU 返还给客运站.  

 

 

 

 

 

 

 

 

 

 

 

 

 

 

 

 

 

 

 

 

图 2 售票流程图 

 

3 实现的关键技术 
3.1 异构数据库间的数据交换技术 

数据交换方法的比较 

数据交换是指异构数据处理环境下不同数据源之

间的互操作, 目的是为各部门和单位的应用系统提供

安全的、快捷的信息查询、数据挖掘等服务.  

目前, 常见的数据交换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 编制专有的交换工具: 为解决异构数据交换

的问题,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建立专有的系统和专用网

络, 用设定的数据格式消灭数据的异构问题. 这种方

法能够建立有效的交换系统, 其传输效率、系统稳定

性和数据一致性均很高, 尤其适用于保密性强、运行

环境封闭、效率要求高的系统. 但这类系统存在着建

设、运营成本高, 开发周期长, 通用性不强等不足.  

(2) 数据交换中间件: 中间件是介于客户端与服

务器之间的接口软件, 主要是解决异构环境下数据库

应用系统的数据互操作问题. 功能完善的数据交换中

间件在对数据进行转换的同时可以解决异构数据的操

作系统、DBMS、分布地点等问题, 转换后的数据是用

户能够处理的格式. 但是中间件技术本身比较复杂, 

需要做大量的数据接口开发工作, 还需配套使用应用

服务器, 因此应用成本相对较高, 不适合中小型企业.  

(3) 中间数据法: 中间数据法的解决方案是异构

数据交换双方通过使用一种公共的数据格式文档进行

异构数据交换. 由于中间文档采用的是公共数据格式, 

使得中间数据法具有较高的通用性, 因此, 在众多领

域中中间数据法得到了广泛应用. 这种方法应用成本

比较低 , 可扩展性强 . 目前 , 中间数据法主要采用

XML 作为数据交换的中间数据格式, XML 使用纯文

本形式表示数据, 它的自定义性和可扩展性足以表达

各种类型的数据.  

根据以上分析, 本文采用 XML 作为中间桥梁实

现异构数据库间的透明访问及数据的相互交换. 基于

XML 的异构数据库数据交换系统进行数据交换时

XML 在其中担当了总线的功能, 各源关系数据库首先

转换成 XML 格式, 再将 XML 格式转换成目标关系数

据库识别的格式, 达到异构数据库间数据相互交换的

目的. 在转换的过程中, 不仅保证了数据的交换, 还

保留了各种数据关系和约束, 转换后生成的 XML 文

档存储数据、XML Schema 文档存储数据关系和约束.  

 

4 系统应用 
系统设计完成后, 在广州市进行了试运行, 目前已

有广州市 17 家客运站及深圳、中山部分客运站加盟. 系

统的购票界面如图 3 所示, 乘客根据出发日期、出发城

市、始发车站、目的站点查询班次信息, 结果出来后, 选

中一条记录点击详情, 就会看到如图 4 所示班次确认界

面, 需要确认的信息有线路名称、出发车站、到达车站、

班次号、出发日期、出发时间、车型、票价、余票、数

量等, 确认无误后点击订票或购买就可以买票. 订票就

是先不支付, 只占座, 乘客需要提前半小时去售票大厅

支付, 否则订票无效, 票务中心会下发放位指令到客运

站服务器释放座位, 这张票只能由售票大厅售出.  

 

5 结语 
系统实现了异构数据库数据实时透明交换、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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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查询、票价信息查询、网上售票、自助取票等功

能, 极大的方便了乘客购票. 系统试运营以来, 运行

情况良好, 能够在复杂因素的影响下保证售票的正常

运行,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当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

处, 比如不能直接在网上退票, 还有系统安全方面的

问题、容灾能力也需要进一步完善.  

 

 

 

 

 

 

 

 

 

图 3 系统的购票界面图 

 

 

 

 

 

 

 

 

 

 

 

 

图 4 班次确认界面图 

 

(上接第 4 页) 

 

4 结语 
数据隐藏技术一直以来就是计算机反取证重要技术

之一, 一切隐藏数据或通过隐蔽手段保护数据的措施和

技术, 都可以视为计算机反取证手段. 本文讨论的计算

机系统的隐藏技术只是部分可能的隐藏数据的方法, 随

着技术的发展和新系统的产生, 会有越来越多的数据隐

藏方法出现, 隐藏数据的艺术魅力主要还是依赖技术爱

好者或嫌疑人的创造力. 更多的数据隐藏技术的创造和

发现, 可以有力的推进计算机取证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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