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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B／S架构的科技文献管理

系统的研制与开发

葛树建①苗范①包国峰①卢宝颜①

摘要 科技文献在整个科研活动中占有重要的比例，对科技文献的归档管理不仅要对其进行常规的检索与查询，还要包

括统计、汇总、分析、评价和反馈等多方面的内容。系统通过对科技文献的网上直报、审核、归档、管理、统计、分析和

反馈。满足了对数据采集、日常管理、数据分析和结果反馈等功能，通过建立起医学科技文献数据库，最终实现对科技文

献的数字化管理。此外系统还包括对科技人才管理。支持对科研项目的目标考核，以适应管理需要。系统采用B／S架构研

发科技文献管理系统具有软件部署灵活、便捷和易于维护。能方便用户从不同地点访问数据库。通过控制管理访问权限，

能够有效地保护数据运行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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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cientific dOcument pubIished ls m0旧important in a scientⅢc陀search acti、，ities，the management Of飚

is nOt 0nIy the cOnventionaI searching and retnevaI，it als0 incIudes statistics，c0¨ect，anaIysis，assessment and feedback

and so on．The system functions haVe onI|ne reporting，auditing，archiVing。management，statistics，anaIysis and

feedback for the scientIfic document．It supply can fu¨y meet the demand for the data c0¨ection，daily management。

statistics anaIysiS and resuIt feedback．By estab¨shing medicaI scientifjc document database，we can achieVe digitaI

management．In addition，the system jncludes management 0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I persOnneI，support management

of the objectiVes of the project．The system on E；／S frame‘s adVantage is software depIoyment fIex．biIity，conVenience

and ease Of main蕾enance，muItiuser—fnendIy access tO the database，by cOntr0¨ing administratiVe access，can e什ectiVeIy

protect the secur时ofthe data to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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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目前国外对科技文献的管理体现为对图书、档案、情报等资讯的搜集、整理与分析上，手段多采用计算机、网络、通

讯等高科技技术，分析上则侧重计量的数理分析，服务单位包括国家主管部门、行业机构与专业公司(咨询公司)等，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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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定方式(如有偿等)共享信息。

国内医疗机构对科技文献的管理工具

多以微软的off|ce办公软件为主，缺乏

系统性；市场销售的科技文献管理软

件多是以C／S(C|in勺，Server)结构开发

的程序，一般采用软盘汇总、软盘报

送的方式搜集和管理数据。本项目在

查新时曾见到一例采用B／S(Browse／

Server)模式研究科技文献管理系统

的报道。针对医疗机构科研管理部门

对科技文献的管理，系统运用计算机

网络技术，以管理和服务为目的，使

科技文献管理方式做到科学化和规范

化o

2设计思路和实现方法
2．1思路设计将以管理目标为需求驱

动，围绕一条主线，面向两个服务，

即以科技文献的信息收集、整理、归

档、数据分析和结果反馈为主线进行

分层处理，使之既面向科研管理、又

服务科研人员。系统在设计上引用国

家文献编目标准与规则来组织数据

库，以解决科技文献的规范化和标准

化问题。

系统功能分三大部分：第一部

分为科研人员对医疗科技文献(包括

著作、刊物、论文等信息)资料的网

上报送及结果回复，科研人员对科技

文献的检索查询、统计和浏览发布的

信息等，直接为一线科研人员提供服

务。第二部分是对科技文献数据的事

务处理，包括对上报数据的审核与归

档管理、对科技人才档案信息的管理

(个人信息、科技文献的奖评及目标

考核情况)、出版物费用管理，还包

括信息发布管理、系统维护管理等，

是科研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的桌面工

具。这部分面向决策层对医学科技文

献数据库的检索、查询和统计分析，

表1科技文献管理的系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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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决策层和科研管理者提供服务(见

表1)。

2．2方法系统采用B／S框架结构体系，

同时将功能划分为逻辑上的三层：第

一层是表示层，提供简洁的人机交

互界面，完成数据输入和输出，实

现了诸如Web打印、与0ff『ce无缝连

接等；第二层是中间层(应用服务

器)，用于部署应用软件，进行合法

性校验，完成业务逻辑规则，实现客

户与数据库的对话，同时还承担分布

式管理、负载均衡、Fail／Recover、安

全隔离等；第三层是数据层(数据库

服务器)，提供数据的存储服务(见

图1)。

系统采用B／S架构时要注意以下几

点。

2．2．1要对用户根据某种策略进行权

限控制以科技文献的信息收集、整理

和归档为例，其用户权限控制包括对

科研人员的注册、登录和身份确认、

文献信息输入和确认，审核结果的查

询，对管理人员的注册、登录和身份

确认、文献信息审核、确认和提交归

档和结果反馈等环节。

2．2．2要注意对数据库同步操作的控制

包括根据文献由信息输入状态到提交

归档状态而进行的合理分表定义，力

求在多用户操作时保持数据库的～致

性和完整性，避免死锁的发生。

2．2．3要注意系统的安全性包括使用防

火墙和对数据库的自行备份策略。

另外还要注意根据用户使用习惯

和系统功能设计友好的“人一机”交

互界面，并合理安排系统层次结构；

保障系统整体性能，要对不同浏览器

有良好的兼容性，并尽可能提高系统

响应速度。

3结语
系统采用B／S架构研发科技文献

管理系统，具有软件(下转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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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数据库技术的发展解决了海量数据的存储和数据检索的效率问题。但是，生物医学数据库的建立和应用存在“数

据丰富，信息贫乏”的现象，为了解决其中的“知识发现”问题，数据挖掘技术得到了广泛的重视。简述了生物医学数据

挖掘的特殊性和关键问题，并分析了数据挖掘技术在生物医学中的应用研究及应用缺乏的原因。

关键词生物医学数据挖掘技术数据库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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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0f database technOIOgy has sOIved the mem0Ⅳand怆trIeVal 0f substan“Ve data，but the

biomedjcine database exjsting the phenomenOn 0f “the inforrnatiOn is abundant，the knOwIedge deficient"．In order t0

s0IVe the discOverIng of knOwIedge，great importance has been cOntinuOusly attached tO the data mining．In this paper，

we eIaborate the PanicuIar-ties and Key issues Of data mining in biOmedicine，anaIyze and summar．ze the app¨catiOn

怕search of data mining in the biomedicine domain，point out the few appI|cation旧ason 0f data mining in the biomedicine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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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39页)部署灵活、便捷和

易于维护的特点，能方便用户从不同

地点访问数据库：通过控制管理访问

权限，能有效保护数据运行的安全。

当然这种通过中间层访问数据库也会

使系统性能降低，如在表示层增加功

能，这种分层式结构则会导致级联修

改，即可能在相应的业务逻辑层和数

据层要同时增加相应的代码。

该系统能较好地满足多层面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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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对科研人员的文献发表及投向，

扩大学术影响等起到一定引导作用。

系统将文献信息、科研人员信息、费

用信息和目标考核结合在一起，进行

综合分析和评估，并及时发布结果，

以实现特定管理意图，体现科技管理

的效益。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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