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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 

 

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广播电视系统改革的深化，广播电台的信息管理逐步

呈现数字化发展方向，传统的信息管理手段日益形成广播电台技术发展的瓶颈，

严重制约着电台的信息化和标准化建设。 

本文主要针对广播业务中各种信息管理上的难点问题，详细阐述了发射台各

类信息如何实现自动化管理的进程，主要工作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采

用实时动态显示技术，能如实反映当前安全播出完成的情况，即用动态柱状图实

现每年、每月和每天播出完成情况，并能显示出发生的播出事故原因，还能实时

查看如设备检修、业务训练和业务考核等各方面工作的进展情况；二是采用了多

种方法对各类资料文档进行归类和排序，并提供了按时间、按类别和按关键字等

多种查询方法，使得各种信息资源的检索查找更加便捷，同时兼容多种文件格式，

并提供了各类资源的共享、上传、查看和下载等功能；三是运用数字媒体技术，

将各种信息材料变得生动直观，实现了发射台信息的可视化功能。 

论文从项目背景出发，介绍了系统设计开发的研究意义；然后详细阐述了系

统的需求和可行性，具体介绍了发射台信息综合管理系统的设计及其实现；最后

针对综合信息管理系统的运行使用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并指明了下一步的改进方

向。 

 

关键词：发射台；信息管理；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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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deepening reform 

of the 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 system, information management for radio station 

presentsa digital development tendency. It is a increasingly bottleneck that the 

tradition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have restricted the radio station informat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levelin the development of radio technology. 

This thesis primarily aims at all kinds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roblems in 

broadcast service, elaborates how to realize automatic management by means of 

transmitting statio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n this thesis, we make the following 

contributions: Firstly, through the use of real-time dynamic display technology, it can 

faithfully reflect the situation of the current various service works. For example, 

achieving annual, monthly and daily the broadcast in term ofdynamic histogram and 

displaying the cause of the accident happened out. At the same time we implement to 

view the system in realtime, such as equipment maintenance, professional training 

and business assessment work and so on.Secondly, this system implements that 

various documents are classified and sorted by using a variety of methods, and 

provides the query methods by time, category, keyword and etc, making the 

information resources retrieval more convenient. In addition to compatible with a 

variety of file formats, it provides the resources to share, upload, query ,download and 

etc.Thirdly, the use of the digital media technology and visualization technology, all 

kinds of information materials become vivid and direct, so that it realizes the 

visualization of transmitting station information.  

At the beginning, this thesis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and research significance 

of the system. Then, in detail, it introduces the enterprise index information intelligent 

processing feasibility and algorithm design, and the principle of enterprise index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analysis and its realization. Thirdly, the thesis elaborates the 

demand of the system and describes the specific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enterpris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Finally, we analyze and evaluate the 

enterpris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and point out the improvement plan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Transmitting Statio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Visu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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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章 绪 论 

1.1 项目背景及意义 

随着计算机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在数字多媒体技术、网络通讯技术的影

响下，广播电视系统改革的不断深化进一步推动了广播电台的信息管理向数字

化方向发展。特别是近十年来信息化与数字化技术的不断结合发展，使得广播

电台所使用的数字化多媒体信息材料越来越多，传统的信息管理手段日益成为

广播电台技术发展的瓶颈，制约着电台的信息化和标准化建设水平提升。 

基于此，以广播发射台实际业务为基础，开发发射台信息综合管理系统，

这既是广播发射台站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加强业务能力建设、改

革创新管理机制和提高电台综合管理能力的内在需求，对于促进单位科学化、

标准化建设，加强广播技术工作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目前广播发射台在安全播出、设备维护、专业训练、技术资料及器材管理

等方面所涉及的文件资料十分繁杂，现行的资料管理工作基本上采用了传统的

手工登记、个人分摊负责的分散式人工管理方法。以播出记录资料为例，现行

的播出记录主要是采用了逐月记录上报的方法，记录零散于各月报表中内容；

同样的，设备所发生的各种事故、发现的故障与隐患也是登记在故障记录本上，

零散于各年的登记中，这种传统的人工管理方式存在着许多缺点和不足[1]： 

1、各种信息资料存储方式单一，无法满足现代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传统的

信息记录方式以单一的文字记录形式，登记于各种记录本当中，这与现代社会

各种多媒体文档如视频文件、PPT 幻灯文件、图片文件等不相适应，无法满足

工作中对多媒体文档的管理需求。 

2、存储方式落后，易造成资料的丢失与缺损。传统的资料存储方式是将各

种纸质登记本分别存放于各处，不仅占用大量的存放空间、需要专人花费大量

时间进行管理，而且由于各种登记材料的日常借出，难于避免的使得资料的不

断缺损甚至于丢失。 

3、信息查询十分不便，造成工作效率难于提高。传统的信息材料只采用了

最为原始的分类存放的方法，对各类具体信息资料的查找，只能通过人工的方

式在大量的材料中翻阅查询，成本高、速度慢，工作效率很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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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信息再利用难度大，资源共享等现代手段无法使用。传统的信息采用的

是手工登记的方法，在电脑上使用这些信息材料时需要再次录入文字、添加表

格、编写公式等工作，造成了大量的重复劳动，而且这些材料本身不具备使用

共享下载等现代办公手段的属性。 

由此可见，现代化信息服务对资料存储环境及管理水平不断提出新的要求，

信息管理数字化已成为实现管理现代化的迫切需求。 

1.2 本文研究内容 

发射台信息综合管理系统的开发，主要针对广播发射业务中各种信息管理

上的难点问题，使发射台信息管理从传统人工管理转向自动化管理，信息材料

从传统的纸质材料向现代化的多媒体材料转变。论文的主要工作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 

1、为发射台技术工作的管理提供一个科学、高效的平台，促进发射台专业

信息管理更加高效。系统通过采用实时动态显示技术[2]，能如实反映当前安全

播出完成的情况，即用动态柱状图实现每年、每月和每天播出完成情况，并能

显示出发生的播出事故原因，还能实时查看如设备检修、业务训练和业务考核

等各方面工作的进展情况，为发射台管理标准化提供有力保障。 

2、各种信息资源的检索查询更加便捷，促进信息资源利用效率。该系统采

用了多种方法对各种资料文档进行归类和排序，并在每个类别中都提供了按时

间、按类别和按关键字等多种查询方法，使得各种信息资源的检索查找更加便

捷。 

3、该系统能够兼容多种文档格式，包括 word、excel、pdf、ppt 等，还能

兼容 jpg、bmp、wmv、avi 和 rmvb 等多种图像视频格式文件，并提供了资源的

共享、上传、查看和下载等多种功能，使多媒体技术发挥很大的作用。 

4、充分运用数字媒体和可视化等相关技术，将原本枯燥无味，以单一文字

形式存在的各种信息材料变得生动、直接、易懂，实现了信息的可视化功能。 

5、系统采用网络互连技术构建，可将发射台内办公电脑构建成办公局域网，

并提供各类信息文件的上传、下载、编辑等功能，促进办公效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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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论文组织结构 

论文共分为六章，各章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绪论，阐述了系统的开发背景和研究意义，介绍了发射台信息综合

管理系统的研究现状、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以及论文的组织结构。 

第二章系统需求分析，详细阐述了发射台信息综合管理系统的需求分析，

包括业务需求、功能需求和非功能需求。 

第三章系统设计，介绍了系统的架构设计、系统的功能模块结构、各个子

模块的详细设计。 

第四章系统实现，详细介绍了系统主要功能模块的实现过程，给出了主要

功能模块运行结果的界面截图以及相应的关键代码。 

第五章总结与展望，总结了论文所做的工作，并且指明了下一步的改进方

向，主要是在算法和用户体验方面的改进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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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系统需求分析 

发射台信息综合管理系统的基本设计思想是采用 J2EE 架构和 MySQL数据

库技术将整个系统按照信息类型进行模块化分解[3]。J2EE 是由一套健壮的中间

件服务构成的，它使得服务器端应用开发者能够高效、快捷地开发应用，它架

构在现有的 J2SE 基础之上。MySQL 数据库用来存储和管理系统的数据。系统

采用 SSH（Struts，Spring，Hibernate 开源框架，简称 SSH）框架[4]，完成对表

示层、业务逻辑层、数据持久层的管理，实现了系统分层的清晰化和系统升级

和维护的简便化。 

2.1 系统功能需求分析 

2.1.1 用户需求分析 

根据对发射台信息管理系统需求的调研和分析，将系统设定为两种用户角

色：系统管理员和普通用户。具体分析如下： 

1、系统管理员：完成对整个系统的管理与维护，具有对各个模块的增、删、

改、查的权限。 

2、普通用户：除管理员外，成功登陆本系统的其他用户。普通用户只可以

对信息进行查询，并查看和下载相关的信息内容，并不具备增、删、改权限。 

两种用户均需成功登陆，方可具有权限使用该系统。 

2.1.2 系统用例分析 

用例（use case）是一组相关的成功和失败场景集合，用来描述参与者如何

使用系统来实现其目标[5]。用例图用以描述用例名称和参与者及其之间的关系，

能够展示系统边界、位于边界之外的事物以及系统如何被使用，用以概括系统

及其参与者的行为。 

在充分了解系统功能的基础上，本文使用用例图来描述系统的静态使用情

况。本系统用户分为系统管理员和普通用户两种角色，在角色基础上，可以识

别与角色相关的用例，从而得到系统的用例模型。 

下面我们以播出记录模块为例进行说明： 

在用例图 2-1 中，系统的角色有两种，一种为普通用户，一种为系统管理

员。普通用户可以对播出记录，技术报表以及事故纪录进行查询，对于技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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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文档可以进行在线浏览。系统管理员用户可以参与播出记录、技术报表以及

事故纪录的管理。参与播出记录管理的内容包括：增加播出记录，删除播出记

录，修改播出记录，查询播出记录。参与技术报表管理的内容包括：增加技术

报表，删除技术报表，查询技术报表。参与事故纪录管理的内容包括：增加事

故纪录，删除事故纪录，修改事故纪录，查询事故纪录。 

 

 

图 2-1播出模块用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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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系统中技改论文模块和管理制度模块的用例图分别如图 2-2、2-3 所示。 

System

系统管理员 普通用户

删除技改项目说明

增加技改项目说明

技改项目说明在线阅读

删除专业技术论文

专业技术论文在线阅读

增加专业技术论文

查询技改项目说明

查询专业技术论文

 

图 2-2 技改论文模块用例图 

 

System

系统管理员 普通用户

删除规章制度

增加规章制度

规章制度在线阅读

删除应急预案

应急预案在线阅读

增加应急预案

查询规章制度

查询应急预案

 

图 2-3 管理制度模块用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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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系统业务流程分析 

活动是某件事情正在进行的状态，活动图是 UML 用于对系统的动态行为

建模的一种常用工具，它描述活动的顺序，展现从一个活动到另一个活动的控

制流，可以用活动图来表示业务流程。下面给出该系统管理制度和技改论文两

个模块的活动图。 

管理制度模块的活动图如图 2-4 所示。管理员成功登陆系统后，进入管理

员主界面，选择管理制度模块，再选择需要操作的子模块，然后可进行相应的

操作，操作完成后返回至主界面，退出系统。 

 

管理员登录系统

进入系统主界面

选择管理制度模块 选择其他模块

选择规章制度子模块 选择应急预案模块

增加规章制度 查询规章制度

删除规章制度

在线阅读制度

返回系统主界面

提示操作成功

增加应急预案

删除应急预案

查询应急预案

在线阅读应急预案

提示操作成功

 

图 2-4 管理制度模块活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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