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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信息技术发展迅速，各种计算机技术越来越多地应用到企事业单位

日常办公与管理中。根据实际需求，利用 IT相关技术开发相应的管理信息系统

以提高管理效率，节省管理成本已经逐渐被各企事业单位认同。随着企事业单位

的发展，单位所拥有的设备的种类、数量越来越多，对设备的依赖也越来越高，

设备管理是企事业单位管理中重要的一部分，采用计算机技术与管理理论相结合

来有效地管理这些设备，建立以信息化为核心的管理体制，减轻管理人员和业务

人员的数据处理负担，极大地提高设备管理效率和管理方法，是众多企事业单位

追求的目标。 

本文正是基于此背景及目的，介绍了以乐器设备为管理对象，结合实际工作

需求设计与实现基于 J2EE的乐器设备管理系统的详细过程。本系统以软件工程

理论及设备管理理论知识为指导，以 Java编程语言作为开发语言，采用 B/S架

构模式，J2EE体系结构，集成 Spring,Hibernate,Struts 三种目前最为流行的

框架技术，同时采用了 PostgreSQL为数据库来进行设计与开发。系统的开发设

计采用了典型的三层体系结构，由前端表示层、中间的业务逻辑服务层和后台的

数据持久化层 3部分组成。前端表示层只需完成数据展示和用户事件响应等相对

简单功能，由中间业务逻辑层完成比较复杂的业务逻辑处理，后台数据库层进行

专业的数据存储管理。  

本系统自试运行以来，运行稳定可靠，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乐器的安全可靠

性、维修性正常化，合理地分配了乐器使用，明显提高了乐器设备的管理效率，

降低了乐器管理成本。 

 

关键词：J2EE架构;B/S 模式;乐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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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with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T,a variety of computer technologies 

are applied to the daily office and management of the enterprises increasingly.According to 

actual demand, all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agree to use IT technologies to develop 

appropriat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to improve management efficiency and save 

the costs of managem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have more types and number of equipment,at the same time,the people in enterpris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dependent on this equipment. Device Manager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anagement of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Many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are 

pursuing the goal of combining computer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theory to 

effectively manage these devices, establishing th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with IT 

technologies,reducing the data processing burden of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al staff, 

greatly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device management and management methods. 

Based on this background and purpose, this paper introduce the detailed process of 

designing and implementing musical instrument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J2EE 

combining with actual work requirements. With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and equipment management, the musical instrument management system uses 

java programming language as a development language ,referred B / S structure mode with 

J2EE architecture, integrated of Spring, Hibernate, Struts, this three most popular 

framework technologies, while using the PostgreSQL database. 

The system has been running stably and reliably,protecting the safe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instrument, the normalization of maintainability, allocating reasonably the use of 

musical instruments,improving significantly the management efficiency of the musical 

instruments, reducing the cost of instrument management. 

 

Keywords: J2EE Framework, B/S mode, Musical Instrument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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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1 

第一章 绪论 

本章节主要讲述了本课题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讲述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

展迅速的背景下，采用信息技术结合设备管理理论知识研究与开发适合本单位的

乐器设备管理系统的意义。同时介绍了本课题在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及发展，比较

了在设备管理领域国内与国外的区别。以及在实际管理中的应用案例及成果，在

学术方面的研究现状与未来的发展方向。最后，介绍了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与章

节安排。 

1.1 课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1.1.1 课题背景 

随着科技进步，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应用已经遍布日常生活和学习

中，时刻改善着人们的生活质量，促进着社会的发展。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各企事业单位都在进行着信息化改造，以互联网为载体的各种应用系统迅速发展

并广泛得到部署应用。基于互联网技术的设备管理系统已经在各企事业单位中得

到应用与推广。 

乐器设备管理是以乐器设备为研究对象，追求乐器设备综合效率，应用一系

列理论、方法，通过一系列技术、经济、组织措施，对乐器设备的出库、入库和

乐器价值变动进行从规划购买、选型、正式招标购置、安装、验收、使用、保养、

维修、更新、报废全过程科学化、制度化管理。 

近年来，我院为适应招生规模的扩大，每年都购进大量各种乐器等舞台设备，

其中以乐器设备为主，随着乐器的增多，一直以来的人工管理乐器方式逐渐暴露

出缺陷，流通管理混乱，乐器出入量大，造成丢失，维护不到位，损坏严重，乐

器进入“死档”状态等等现象。同时传统的人工管理很难做到乐器使用的分配合

理化，使得乐器在借、还、维修、更新方面效率低下，更不能实时了解每个乐器

的“行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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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研究意义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各种信息技术的应用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在企

事业单位中，基于各种信息技术的设备管理系统也相继研究开发出，并在许多企

业，事业中得到了应用。同时对设备管理的理论知识不断推陈出新，相关的术应

用紧跟其后。但就目前的应用市场来后，在诸多设备管理系统中，很少有涉及乐

器设备管理方面的应用。对于那些所谓的通用设备管理系统，应用到乐器设备管

理方面并不能取得预期目标[1]。在学术理论研究方面，也很少有学术论文与专著

详细研究乐器设备管理方面的理论知识。国内对乐器设备的管理的学术研究与应

用显得匮乏，对乐器的管理的研究与应用还没有更加深入细致地进行过，相应的

应用系统也很少。因此本课题的研究对乐器设备管理方面的研究具体较高的参考

研究价值及实际应用价值。 

乐器管理也是设备管理的一种，但乐器由于自身的特点，因此乐器管理与其

他设备的管理又有许多不同。乐器设备的管理具有以下特色： 

1. 乐器的精密度高，贵重；大多数的乐器结构复杂，技术含量高，同时也

很贵重，如一台钢琴大约有八千多个零部件组成，任何部位的偏差都可能成为长

期使用过程中的故障隐患。 

2.乐器容易损坏；乐器结构复杂，部件多，且各部件都很精细，每个小部件

都会影响到乐器的使用，所以乐器容易损坏，同时在反复使用过程中，难免有操

作不当引起的故障，导致乐器损坏。 

3.乐器对存放环境要求高；正是由于乐器的精密度高，容易损坏，且贵重的

特点，它对存放环境的卫生，温度，湿度，光照等等要求较高。 

4.乐器的种类繁多；乐器根据形状，大小，结构，质地，地方，民族等等来

划分，有许多种类，如钢琴根据形状的不周，可分为平台式的三角钢琴和立式钢

琴，根据大小又可分为大、中、小三种钢琴，同时也分为电子钢琴及机械式钢琴。 

5. 乐器的管理及维护要求相应的专业水平，乐器的管理及维护需要工作人

员了解相应的乐器，同时对乐器维护的专业水平要求要高。 

信息化的乐器设备管理系统，就是利用先进的计算机管理技术和设备管理理

论知识相结合来取代过去手工或半手工方式管理乐器设备的状况。与过去的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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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相比计算机系统在乐器设备管理方面具备极大的优越性，在一个成熟完善的

计算机系统的支撑下可以极大地提高乐器管理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减小管理方

式落后带来的乐器管理不到位，使用不方便，手续繁杂等诸多弊端；采用计算机

管理后，可以把相关的管理人员从繁琐的日常事务处理中解脱出来，合理提高劳

动效率，从而提高管理效率。 

乐器设备管理是音乐学院教学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乐器设备的管理

事关重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乐器的组成结构与功能越来越复杂，乐器的性

能和状态对于演出的质量及水准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对于乐器管理追求的目标

是：以较少的费用和消耗，提高设备的安全可靠性、维修性，保持乐器的性能和

形态，使之经常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 

基于以上意义，以及本人所在单位实际情况，为加强学院乐器设备的统一管

理，保障教学及练习使用乐器，做到合理配置及有效使用，更好地为学院教学服

务，方便老师和同学们，根据我校《固定资产管理暂行规定》和我院《乐器设备

管理暂行办法》以及乐器设备的管理特点。本文在结合软件工程专业技术知识和

作者的职业经验基础上设计与实现了具有我校特色的乐器设备管理系统。并选择

以“基于 J2EE 的乐器设备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作为毕业论文选题。课题具

有实际意义与应用价值。对日后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参考。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乐器管理在国内属于比较新的研究领域，国内学术理论研究主要针对设备管

理，并没有将乐器管理单独从设备管理的理论研究中区别出来，同时乐器管理也

是设备管理的一种，设备管理水平的发展直接影响着乐器管理水平的提高，因此

对乐器管理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发展的研究应该从设备管理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与发展讲起。 

国内早期对乐器的管理主要是通过人工手动管理方式进行，采用手工书写纸

质标签方式进行管理[2]。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的普及，利用计算机技术

管理设备成为可能，国内各公司也开始研究设备管理的信息化，智能化。与设备

管理相关的学术研究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设备管理有理论知识及应用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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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广泛发展。如国内用友软件公司的设备管理系统，金蝶国际软件集团的 ERP

系统的设备管理解决方案[2]，兴化设备管理系统等；在学术研究方面国内学术届

也相继出现许多学术论文与成果，如：太原科技大学的张文瑛的硕士毕业论文中

以煤矿企业信息化建设为背景，主要介绍了运用软件工程理论和 ASP.NET 技术设

计与实现了一个基于 Web 的煤矿机电设备管理系统，大连理工大学的于丽华的

硕士毕业论文中主要介绍了基于银行特定工作环境下对使用到的设备进行管理

的系统的设计与实现，大连理工大学的周恩哲题的硕士毕业论文，该论文主要讲

述了设备管理中的一些通用的功能，如设备购置，入库，借出，维护等等，内容

比较空泛，并不能全面地概括设备管理中的功能要求，山东大学王洪义的硕士毕

业论文主要针对作者所在学校的开放实验室设备管理而定制的设备管理系统，论

文中对特定环境下设备的管理做了分析，解决了具体情况下的具体问题，对设计

与开发类似管理系统具体较高的参考价值，还有许多其他讲述设备管理方面的学

术论文与期刊。 

国外在计算机技术发展及应用方面比国内早且先进，信息技术在设备管理方

面的应用也大幅领先国内，对信息技术，设备管理理论基础知识已趋于成熟，现

已进入了相当完善和先进的阶段，形成了包含辅助决策的综合设备管理信息系统。

如 IBM 公司的 EAM 系统、Infor 的 Datastream 7i 企业资产管理解决方案、SAP 

的企业资产设备管理 EAM、ComputerAssociates International,Inc 的 CA Unicenter

设备管理解决方案等等。IBM 的 EAM 系统是包括 EAM 系统涵盖了维护、运营

以及后期维修所涉及的方方面面，从库存和采购到工作管理和建立设备模型，它

包括：安全管理、设备管理、预防性维护管理、屏幕编辑、作业计划管理、资源

管理、采购管理、系统管理、应用设置等基本模块，以及工作流管理、决策分析

等可选模块[2]。Infor 公司的 Datastream 7i 系统模块包括：缺陷管理子系统、设备

维修管理子系统、资产管理子系统、采购管理子系统、预算管理子系统、计划管

理子系统、员工管理子系统、预测维修管理子系统、库存管理子系统、任务管理

子系统子系统等[3]，几家大的软件巨头已跨行业应用并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像

SAP 公司还在软件结构方面形成了理论体系，与国外设备管理信息系统相比，国

内对设备管理系统的研究与应用仍然处在比较落后的阶段。对比这些公司的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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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管理系统，虽然功能强大，技术成熟，但大都都是基于 C/S 架构的，并不能

提供很好的开放的用户查询使用平台，且众多功能对乐器管理并不相符，且功能

过多显得的冗余，且价格昂贵，维护费用高，对于我院乐器管理的实际需求并不

能满足。 

1.3 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与组织结构 

本文题为“基于 J2EE 的乐器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主要讨论的是指定单

位的乐器管理系统的设计及实现，本人利用硕士研究生期间所学知识，主要讨论

了在软件工程理论指导下结合设备管理理论相关知识，分析单位在乐器管理方面

的实际需求，选择相应的技术路线来设计相关的功能模块，实现系统以求达到乐

器管理的目标，纵观全文分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对乐器设备管理系统的背景及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简单的介绍与分析，

对目前设备管理系统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对比，重点比较了当前国内外在乐器

设备管理系统的实现技术和发展现状； 

第二，是对乐器设备管理系统的实现技术及采用的相关技术路线进行了概述，

主要叙述了 J2EE 多层应用架构技术，Struts、Hibernate、Spring、PostgreSQL 等

具体技术； 

第三，重点分析乐器管理系统相关功能需求以及非功能需求，根据这些需求

对系统进行详细设计，划分了多个功能模块。紧接着就对功能模块进行了详细设

计和实现，并最终对系统进行了测试。 

本文在参照软件工程理论知识及实际开发经验的基础上详细介绍了基于

J2EE 的乐器设备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案例，从系统的技术路径选择、需求分

析、系统设计以及测试等方面进行了阐述，为使论文叙述的更加有条理，模块化，

本文一共分为六个大章节及总结等部分。 

第一章节绪论主要讲述了本课题的研究背景以及目前国内外相关课题的研

究现状，同时综述一下本文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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