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 算 机 系 统 应 用                        http://www.c-s-a.org.cn                     2013 年 第 22 卷 第 8 期 

 38 系统建设 System Construction

营房管理信息系统设计与关键技术① 
王 强, 荀 毅, 武 艺 
(后勤工程学院 军事工程管理系, 重庆 401331) 

摘 要: 营房保障作为后勤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对于军队信息化具有重要意义. 利用管

理学 BSP 方法中的 U/C 矩阵对管理信息系统的功能进行了设计, 在功能设计的基础上对营房管理信息系统的业

务流程进行了设计; 结合营房组织的特点, 采用分布式结构作为营房数据库的体系结构; 将构件复用思想引入系

统开发中, 提出了组装式开发模式, 提高了系统的开发效率. 为营房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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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rracks suppor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logistics, the construction of barracks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has 
important meaning for army information. U/C matrix from BSP method is used to design th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business process is also designed on the basis of the functional design of barracks management. Distributed architecture is used 
as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barracks database,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arracks tissue. Component reuse view is 
used in system development, type development mode is put forward assembly,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system 
development. The work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arracks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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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军事变革引起整个军事领

域发生根本性变化. 战争对后勤的“精确化”保障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而 20 世纪末兴起的信息技术革命浪潮, 
为实现精确化后勤开辟了道路, 营房保障作为后勤保

障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后勤保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 
为实现营房的“精确”保障, 必须建立营房保障信息系统, 
通过建立该系统可以及时了解战局, 能够在第一时间

掌握野营保障现状、战场基建营房工程设施毁损情况等

需求信息, 再通过计算机计算出需要保障种类、保障数

量、保障所需时间, 能迅速实施有力保障. 而实现营房

管理信息系统的前提则是进行正确的设计, 以及实现

该系统关键技术的研究.  
 
1 营房管理信息系统功能设计 

这里运用 BSP 方法中的 U/C 矩阵[2]对系统的功能 
 
① 收稿时间:2013-01-30;收到修改稿时间:2013-04-01 
 

 
 
进行设计, U/C 矩阵将数据类作为列, 功能或过程作为

行, 用交叉点上的 U(use)表示这类功能使用相应的数

据类, 空着不填的表示功能与数据无关. 通过对 U/C
矩阵的调整, 将营房管理信息系统分为以下几个功能

模块. 如图 1 所示.  
 
 
 
 
 
 
 
 
 

图 1 功能模块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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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营房保障需求预计模块设计 
营房保障需求预计模块主要是对各单位所需各种

物资及勤务保障的任务量进行预计, 此模块可以生成

单位力量列表, 并能按照建制或集结地域汇总单位力

量, 根据担负任务及相关标准, 通过计算预计各种物

资及勤务保障任务量, 具体细分为野营保障需求预计

功能和工程保障需求预计功能. 营房保障需求应按照

不同的需求类型分别预计, 充分考虑影响的客观因素, 
分别建立数学模型, 然后将各种需求量进行加权分析, 
得出总需求量.  
1.2 基建营房保障能力评估模块 

此模块分析评估营房保障力量的保障能力能否满

足作战基建营房保障需求. 考虑野营保障能力评估功

能的输入输出设计如下: 
输入:野营保障需求预测、评估范畴.  
输出:保障度(营房保障中各业务的保障能力能否

满足营房保障需求) 
保障度=(营房保障各业务的保障实力/各业务需求

预测结果)×100% 
1.3 营房保障筹划模块 

根据作战任务、基建营房保障需求预测和基建营房

保障能力评估结果确定保障实施计划与任务区分, 此
模块可结合决策支持技术中的辅助决策基本信息库、专

家知识库以及地理信息库完成相应的功能, 辅助决策

基本信息库主要包括基建营房保障实体库和基建营房

保障辅助决策预案库; 专家知识库包括知识库、方法库

和模型库; 地理信息库包括地图、图形库以及道路交通

库. 通过科学的计算和优化, 最终形成与预定要求相

符、与客观情况相容、切实可行的基建营房保障决心建

议、基建营房保障方案和基建营房保障计划, 并可通过

多媒体现实与控制, 为首长和参谋人员直观、动态的进

行人—机交互决策提供现代化手段.  
1.4 营房物资管理模块 

营房物资的储备与供应工作是战时基建营房保障

的基础性工作, 具有重要地位. 营房仓库是营房物资重

要的存储和供应实体, 因此对营房物资的实时管理主

要是掌握营房仓库中营房物资的储备情况. 营房物资

管理模块主要包括以下功能: 入库管理、出库管理、库

存查询. 主要对物资装备出入库作业进行记录, 记录出

入库物资装备的基本信息(包括物资装备品名、物资装

备类别、数量等)、出入库日期、业务经手人, 并且根据

物资装备出入库数量自动修改仓库物资装备库存量.  
出/入库管理模块可结合无线射频识别技术(RFID)

进行设计. 可以在拖盘上和物资装备包装箱上贴上

RFID 标签, 在仓库出/入口处安放阅读器, 这样出/入库

时, 利用叉车将货物送入/出仓库, 在出/入口处无须停

止就可进行扫描, 阅读器可以远距离动态的一次性的

识别多个标签. 计算机根据所阅读到的信息, 对数据库

进行访问, 并对现有库存进行相应的修改, 从而大大节

省了出/入库的作业时间, 提高了作业效率. 出/入库作

业效率提高以后, 营材仓库对物资装备的处理能力将

大大提高, 这样就增大了营材仓库的物资装备吞吐量, 
提高了战时营材仓库的物资装备保障能力. 应用 RFID
技术的仓库的入库操作可以一步完成. 货物到达仓库

后, 可以利用叉车进行搬运, 在经过入口处, 验货、入

库记录、货位分配操作一气呵成, 大大减少了仓库内的

搬运工作量, 节省了时间. 入库流程如图 2 所示[3].  
 
 
 
 
 
 
 
 

图 2 入库流程 
 

RFID的出库流程与传统的作业流程一样, 需要完

成验收和出库等操作. 与入库操作相似, 应用 RFID 技

术以后, 核对以及出库记录也是一步完成的. 当阅读

器读到出库物资的信息时, 物资的详细信息如编号、

名称数量等显示在界面上, 操作人员选择相应的调拨

单号, 从系统读取该调拨单的详细信息, 进行核对, 
如果无误就可以出库. 具体出库流程如图 3 所示: 
 
 
 
 
 
 
 

图 3 出库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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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保障力量可视化管理模块 
此模块实现的主要功能为对野营保障力量和工程

保障力量的分布、编成以及部署进行可视化管理, 目
的是对部队的基建营房保障力量需求做出快速反应, 
辅助指挥人员对保障力量的部署以及保障行动进行快

速决策. 保障力量可视化管理模块完成的主要功能为: 
对野营保障力量和工程保障力量的基本信息、部署情

况进行查询, 完成战时野营保障力量和工程保障力量

的抽组方案, 对地方可动员的保障力量资源进行查询.  
1.6 文书拟制模块 

此模块的主要功能是生成基建营房保障文书, 根据

系统提供的文书模板和文书拟制环境进行文书拟制, 对
各种基建营房保障文书进行管理, 并能够根据系统计算

的结果自动填充文书的部分内容. 将文书打印上传下达

或者通过战时局域网将文书加解密后上传或下达.  
1.7 基本资料查询模块 

基本资料查询主要完成对营房保障中的技术资

料、各种标准如物资配发标准以及一些基本历史数据

和战场情况的查询. 技术资料主要是指工程保障中的

施工工艺、建筑材料的性能等技术资料.  
 
2 营房管理信息系统业务流程设计 

根据基建营房保障的业务处理流程以及功能模块

设计方案, 对系统的主要作业流程设计如下: 
首先针对某次保障任务新建一个项目, 如果以前

针对类似的保障任务已经建立过项目, 则可打开该项

目, 调用营房保障需求预计模块, 输入相关的保障数

据, 输出营房保障需求预计结果, 根据预计结果判断

是否满足保障任务的实际营房保障需求, 如不满足则

调整计算参数重新进行营房保障需求计算, 直到满足

实际需求为止, 并且对相关保障元素进行标绘.  
然后调用营房物资存储管理模块概算出营房物资

的保障能力, 调用保障力量可视化管理模块生成营房

保障力量的保障能力, 通过调用以上功能模块得到营

房保障实力, 再调用营房保障能力评估模块对需求预

计结果与保障实力进行综合评估, 得出各类营房保障

资源的保障程度, 并且对相关元素进行标绘.  
最后调用营房保障筹划模块生成保障计划, 对相

关保障元素进行标绘, 调用文书拟制模块生成基建营

房保障计划等保障文书.  
系统作业流程设计如下页图 4 所示.  

 
 
 
 
 
 
 
 
 
 
 
 
 
 
 
 
 
 
 
 
 
 

图 4 系统作业流程图 
 
3 营房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库设计 

系统的数据库可以采用分布式数据库体系结构, 
分布式数据库是指由一组数据组成, 这些数据物理上

分布在计算机网络的不同节点, 逻辑上是属于同一个

系统. 采用分布式数据库体系结构具有适应营房组织

结构的分布、可靠性和可用性高、可扩充性强等优点. 
系统的分布式数据库建立在数据库管理系统(DBMS)、
全局数据字典(GDD)和通信管理(CM)基础之上, 并通

过网络实现互联. 其体系结构如图 5 所示. 
系统的分布式数据库由四部分组成:  
(1) LDBMS(Local DBMS), 部分节点上的 DBMS 

(数据库管理系统), 其功能是建立和管理局部数据库, 提
供本地自治能力, 执行部分应用及全部查询的子查询[4]. 

(2) GDBMS(Global DBMS), 全局DBMS主要功能

是提供分布的透明性, 协调全局事物的运行, 协调各

部分 DBMS 以完成全局的应用, 保证数据库的全局一

致性, 并执行并发控制, 实现更新同步, 提供全局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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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功能等.  
 
 
 
 
 
 
 
 
 
 
 
 
 
 
 

图 5 数据库体系结构 
 

(3) 全局数据字典(Global Data Directory, 简称

GDD)存放全局概念模式、分片模式、分布模式的定义

以及各模式之间映像的定义, 存放有关用户存取权限

的定义, 以保证全用户的合法权限和数据库的安全性, 
存放数据完整性约束条件的定义, 其功能与集中式数

据库的数据字典类似.  
(4) 通信管理(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简称

CM), 通信管理系统在分布式数据库各场地之间传送

消息和数据, 完成通信功能[5].  
GDBMS 和全局数据字典可根据需要可以集中在

网络某一点上, 或分散在网络的每一个节点上, 或者

分散在某些节点上. 集中在一点上的结构优点是控制

简单, 容易实现更新一致性, 但由于控制集中在某一

特定的结点上, 一旦该节点出现故障, 整个系统将瘫

痪. 而分散在每个节点的结构的优点是节点独立, 自
治性强, 单个节点退出或进入系统均不会影响整个系

统的运行, 但是全局控制和一致性的维护都比较复杂.  
结合以上各种结构的特点以及营房保障信息系统

建设的实际情况, 分布式数据库的 GDBMS 和全局数

据字典分布在某些节点上, 主要分布在总部后勤指挥

机构以及战区后勤指挥机构等关键节点上, 以协调全

军营房保障业务, 保证数据库的整体一致. 由于各节

点上已存在的数据库与新建的数据库在数据模型以及

DBMS 上存在差异, 这就涉及到对各节点上的异构数

据库进行集成的问题, 解决这类问题的主要方法是设

计合适的公共数据模型实现不同数据模型之间的转换, 
利用分布式数据库系统产品提供的接口服务实现异构

数据库之间的通信.  
 
4 营房信息系统开发的关键技术 
4.1 基于构件技术的软件开发方法 

构件化软件概念提出了一种解决传统软件开发的

一种中间方案. 用户需求的软件可由供应商提供的构

件拼装而成, 而且组成的构件也是标准化的软件, 具
有标准软件的所有优点, 但是构件组装的过程给予了

软件功能充分的灵活性, 为具有不同质量(如性能级

别、健壮性等)的构件制定不同的价格是合适的[6]. 而
且, 也能够根据特殊的需求开发一些独特的构件或者

具有商业上的优势. 按照构件化软件的角度对现有各

行业信息系统进行分析, 主要包括: 通用基本构件、领

域共性构件以及专用构件. 现有应用系统开发中的重

复开发工作主要集中在前两类构件的重复开发. 构件

的实现是在构件模型的框架下, 运用计算机编程语言

或以某种可执行单元的形式来实现的.  
4.2 营房管理信息系统的“组装式”开发方法 

营房保障信息系统为了更好的完成营房保障工作

也应该适应战场形势的变化, 而基于构件思想的软件

开发模式能使开发的系统具有很好的适应性, 由于构

件的可重用性, 使得开发系统不用从零开始, 可以从构

件仓库中选择一些通用构件和后勤领域共性构件进行

系统的开发, 这样可以避免重复的劳动. 这里提出一种

营房管理信息系统的组装式开发模式, 如图 6 所示.  
 
 
 
 
 
 
 
 
 
 
 

图 6 构件化软件组装式开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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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根据营房保障工作可能将遇到的各种作保障

任务编制相应的营房保障专用构件放入应用专用构件

库中, 这样可以在战时根据实际需要, 跟“搭积木”一样

通过可视化组装工具将通用构件和后勤领域共性构件

以及基建营房保障专用构件组装成信息系统, 或者在

原有系统上增加或减少若干构件生成新的信息系统.  
营房管理系统的开发模式基本上沿用构件化软件

的组装式开发模式, 在营房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过程

中通用基本构件主要是指各类军事信息系统能够共享

的构件, 通用基本构件主要提供一些基础服务. 例如

提供作战态势、战场兵要地志、气象、地理、水文等

基本信息, 这些基本信息都是作战需要的基本信息, 
对作战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所以通用基本构件的开

发要从全局的角度进行开发, 必须统一规划, 通盘考

虑, 联合建设, 使其能够适应各军兵种的需要.  
领域性构件是在某个领域内的软件都能够使用的

构件, 具体来说是指后勤保障领域中各专业勤务通用

的构件, 如各专业勤务在实施保障的过程中都需要运

输和经费的保障, 实现这些填报功能的构件对各专业

勤务保障信息系统来说都是通用的, 这也是为了统一

构件标准便于组装, 这类构件的开发应由主管部门开

发, 如运力需求填报构件应由军交部门牵头负责开发, 
经费需求填报构件应由财务部门牵头负责开发.  

专用构件主要是指营房管理信息系统的各功能构

件, 这些功能构件是营房管理信息系统特有的构件, 
是系统开发的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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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 the official guide to learning OpenGL, version 1.2. 

Addison-Wesley Longman Publishing Co., Inc., 1999. 

11 Ginibre J. Statistical ensembles of complex, quaternion, and  
 

5 结语 
利用管理学BSP方法中的U/C矩阵对管理信息系

统的功能进行了模块设计, 主要分为营房保障需求预

计、能力评估、保障筹划、营房物资管理等功能模块, 
在模块设计基础上设计了系统业务处理流程. 采用分

布式结构作为营房数据库的体系结构; 将构件复用思

想引入系统开发中, 加快了开发速度, 节省了开发成

本, 将营房管理信息系统的组成区分为通用基本构

件、领域共性构件以及专用构件, 而系统的开发工作

主要集中在专用构件的开发上, 并且提出了组装式开

发模式. 对于营房管理信息系统开发具有重要的参考

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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