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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 

摘 要 

 

在公安消防部门现有计算机应用基础上建立实用、先进的涵盖全局的、链接

外部的消防办公信息网、实现办公自动化和消防信息综合管理、进行广泛的信息

交流共享，可以提高信息的共享程度和信息的综合化管理水平。 

本文以某市公安消防部门为研究背景，根据系统需求的特点，选择 ASP.NET

开发技术，利用成熟的系统服务平台，运用面向对象设计方法，以 B/S 架构模式

为整个项目的基础框架进行设计。系统采用 SQL server 数据库，具有稳定性好、

可扩展性和可维护性强等特点。本文分析了办公自动化系统业务管理的特点和需

求，建立了系统的开发模型；分析了 ASP.NET 技术的特点，构建了系统开发环

境；通过调研，明确了系统的各项需求，包括业务流程、功能需求和非功能需求，

给出了系统的活动图和用例图，并完成了系统数据库设计；完成了系统功能模块

设计，包括系统维护管理模块、公文流转管理模块、会务管理模块、消防出警管

理模块、装备物质管理模块等模块的设计，通过程序代码对各功能模块进行实现，

并完成系统集成。 

论文对系统功能的详细实现过程进行了重点阐述，并介绍了部分关键技术，

给出了部分程序流程图，最后，对系统进行功能测试和性能测试，并对结果进行

分析。系统在设计完成后投入到该消防部门试运行，性能稳定，达到了预期的目

的。 

 

关键词：办公自动化；消防；公文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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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existing computer application in the public security fire 

department, it is set up on the basis of practical and advanced management, linking 

the outside of the fire office information network, realizing th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office automation and fire fighting information. 

The city public security fire department as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ystem requirements, select ASP. Net development 

technology, using mature system service platform, using the object oriented design 

method, based on B / S architecture pattern based framework for the entire project 

design. The system uses server SQL database, which has good stability, scalability 

and maintainability, and so on. This dissertation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equirements of the office automation system of business management, establish the 

system development model;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SP.NET technology, and 

build a system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clear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ystem, including business process,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and 

non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given the system activity diagram and use case diagram, 

and complete the system database design; the system function module design, 

including the design of management module, document management module, 

business management module, management module, fire police equipment material 

management module etc. the system maintenance, the function of each module is 

realized by program code, and complete system integration. 

This dissertation focuses on the detailed implementation of the system function, 

and introduces some key technologies, gives the part of the program flow chart. 

Finally, the system is tested and the test results are analyzed. The system is put into 

the fire department after the design is complete, the performance is stable, and the 

expected purpose is reached. 

 

Key Words：Office Automation; Fire Control; Document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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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章 绪论 

1.1 项目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随着网络的普及和发展，各种计算机管理软件在各个行业全面应用，过去传

统的信息处理方法、手段已经不再适应于现代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如何对传统办

公的手工方式进行变革，来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现代信息技术以计算机技术、Internet 技术和现代控制技术为代表，飞速发展，

为现代数字化办公提供了技术保障。现代数字化办公是指通过计算机技术和现代

信息化技术来实现办公室业务过程的自动化处理，将大量人工方式的办公业务置

于计算机操作，达到高效、快捷的目的[1]。数字化办公的出现，过去的手工办公

方式向信息化转变，为企事业单位加强内部管理，为领导层提供决策依据都有着

重要意义。 

目前，某市公安消防部门没有一个从高层管理一直渗透到各个部门的综合办

公自动化系统也没有一个高现代化快速反应的计算机辅助指挥系统，往往为完成

一个任务，先是计算机处理，后又转为手工处理，整个工作的通信手段，主要仍

是通过电话、软盘、信函、传真、会议、各种文件的分发等。这种工作方式效率

不高、时延较大、且不易存档共享。这种状况与消防工作规模的发展和瞬息万变

的消防保卫任务以及飞速发展的经济是不相适应的。 

过去消防部门一直以来依赖于电话、邮件、纸质的传统办公方式，其过去实

行的管理方式存在管理秩序混乱、效率低下等缺点，而且耗费人力物力高，办公

成本较高，形成较重的经济负担。对消防员来说，特别是接警时，每浪费一秒就

可能意味着一条生命甚至多条生命的结束，其后果无法估量。所以，提高消防队

的办公效率是迫在眉睫。 

在公安消防部门现有计算机应用基础上建立实用、先进的涵盖全局的、链接

外部的消防办公信息网、实现办公自动化和消防信息综合管理、进行广泛的信息

交流共享，可以提高信息的共享程度和信息的综合化管理水平。建立一个先进的

快速的计算机辅助办公管理系统，对消防工作的现代化、法制化、社会化和规范

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并对快速接处警，充分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具有实际意

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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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行性方面，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成功应用，各行业普遍开始使用网络，

使得网络更加大众化，直接进入办公室。近年来，消防部门加大了信息网络建设

的力度，各种网络在这些部门的应用，既是借鉴，又是促进，所以建立某公安消

防部门办公自动化系统势在必行。 

在计算机辅助管理系统的研制方面，去年某市公安消防支队领导对建立办公

自动化系统进行了深入讨论研究，做出了进行项目开发的决定，并组织相关人员

到省消防总队进行考察学习，根据总队的工作运行情况，结合自身实际制订了科

学的公安消防部门办公自动化系统整体建设方案，该项目正式开始启动。 

本次研究的基于网络信息化技术架构的办公管理系统主要依靠 Web 应用程

序和数据库实现日常办公管理的自动化，通过计算机就能对办公信息进行快速查

询和更新，并可以实现公文流转、审批和消防出警、车辆管理等业务的自动化操

作，各种数据通过企业级数据库保存，并和其他信息管理系统实现数据共享，可

靠性和安全性得到了保障，并为企业管理提供了大量科学的决策性信息，有效地

提高了企业信息管理水平，为公安消防管理部门实现正规化和信息化管理打下基

础。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OA 系统最早是出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当时欧美一些发达国家正处于高速

发展时期，行政管理需要审批的业务大量增多，传统的办公方式已经变得落后，

效率低下。在这样的环境下，通过结合现代计算机网络技术和现代办公理念的

OA 系统开始应运而生[3]。 

到八、九十年代，网络技术快速发展，以 C/S 结构架构的 OA 管理系统开始

得到迅猛发展。各发达国家投入了许多财力和物力积极发展信息化的办公自动化

管理系统，并从政府部门发展到企业，通过 OA 系统的使用，企业可以提高管理

效率，节约企业运行开支，最终实现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4]。这种 OA 系统

以单机管理软件为主，并迅速得到欧美很多企业的认可，有效减轻了纯人工管理

的劳动量。 

计算机网络技术和现代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改变了整个人类的生活和工作

进程。整个人类正迈入一个崭新的一体化的信息时代。消防部队作为和平时期保

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力量，如何利用现代的通讯手段以及计算机网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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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接处警，以求快速、高效的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保驾

护航，是现如今消防部门必须研究和尽快实现的课题[5]。 

作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在消防计算机辅助指挥和消防计算机辅助办公方

面无一不是走在时代的最前列。西方各国几乎是在计算机出现的同时，计算机就

开始应用于消防。特别是计算机飞速发展的今天，西方国家在消防计算机辅助指

挥和消防计算机辅助办公方面项目研制投入经费多，维护费用高，硬件设备和软

件更新快[6]。例如，1994 年日本曾赠送给我国的一套消防计算机辅助指挥系统现

正在我北京市消防总队使用。事实上该系统在赠送给我国的一刻起，日本就已对

该系统进行改版升级。 

国外 OA 系统软件虽然有很多优点，比如操作便捷、界面大方、业务清晰、

管理科学；采用 ODBC 技术，支持 GS 架构与 BSS 架构等[7]。但同时又有一些缺

点，比如不够灵活，通用性不强，尤其是由于习惯的不同，导致这些系统不能很

好地在中国使用。 

香港消防计算机辅助指挥和消防计算机辅助办公方面项目研制经费更是投

资大，更新快。整个香港消防本系统已全部联网，并同整个警察系统、交通系统

和有线广播电视系统联网，并配备有大型计算机作为系统服务器。消防人员在香

港任何地方可以用手提电脑作为终端利用手机做无线接入同主机相连，以调出所

需资料。另外，该系统还配备有 800 兆集群无线电台，基本上全方位地覆盖了整

个港岛的每个角落。无论在哪个地方发生火灾，都可以用最快的速度接处警。 

在我国由于经济发展的限制，计算机开始大量用于消防特别是用于消防指挥

和消防辅助办公，应该是始于九十年代。 

国内某些较早研制的消防计算机辅助指挥系统从各方面讲从当时的情况看

都是很先进的。问题是系统缺乏集成，工程研制缺乏很好的组织，开发单位多，

以至于开发平台多、乱，操作系统混、杂。在开发中只注意了计算机辅助调度而

忽视了计算机辅助指挥。再加上系统开发周期长，使得很多功能能用时即被淘汰。

所以这些系统是典型的不成功的开发例子。 

尽管这些消防计算机辅助指挥系统开发不是很成功，但对我国指挥中心的建

设以及消防工作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从工作上大大地简化了消防接处警程式，

大大地降低了接处警劳动强度，提高了接处警效率，从理论上为我国的消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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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推进作用。现在这些系统正处于改版和升级的时期中，主要是在新的系统中

加入计算机指挥，在新的系统中加入消防信息管理等办公和 MIS 管理内容。根

据有关专家和我们的分析，这些新的系统都将会变成先进完备的消防计算机辅助

指挥和计算机办公辅助系统。 

事实上这些系统的开发在国内乃至国外都有其普遍性。许多计算机系统在设

计系统的时候，只考虑到了当时的应用需要和想象得到的将来的应用需要。但不

幸的是，计算机的应用变化太快，几乎无法预测十年，五年甚至三年后的应用变

化和需求。我国办公自动化管理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段 8]。第一个时段从上世纪八

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后期，我国实现了较为简单的办公自动化软件，主要应用于

铁路、航空、气象、医院等行业，以单机软件为主，通过办公自动化可以实现文

档写作的电子化，实现简单的数据统计和分析。第二个时段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到

二十一世纪初，办公自动化软件得到全面应用，并广泛用于企业、政府领域办公。

这个阶段的 OA 软件利用了网络技术，实现了本区域或本系统内部的联网，信息

处理技术得到大幅提升，给使用部门带来了更快的工作效率。第三个时段是二十

一世纪初至今，OA 系统全面实现网络化，并引人智能人工技术，不仅实现了数

据管理、业务操作、信息统计等方面的工作，还实现了信息的自动化处理和传递，

凸显了办公自动化系统自动化和信息化的特点。 

在复杂的系统开发中出现的一些矛盾的问题是难以解决的，常常顾此失彼，

有失有得。例如，通用性的必要条件是功能齐全和系统的逻辑复杂。而功能齐全

和系统的逻辑复杂必然导致可靠性和效率的下降；要保证可靠性就要进行大量的

检查运算，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因此实时性较差。另外软件的通用性是商业的需

要，决不是实际应用的需要。而软件的发展是实际应用驱动的，没有超现存软件

能力的需求就没有软件的进步。正由于这种越来越高和越来越广的应用需求促使

大量的软件工具出现，并且这些软件工具的功能分工也越来越细，这是软件发展

的必然趋势，就像人类分工越来越细的道理一样。国际国内消防软件的研制，也

同样遇到相同的问题，当前我国一些消防部门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了长达多年的消

防软件的研究和试验，现已得到了可喜的成果。 

1.3 论文研究内容 

本文主要研究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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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目前办公自动化系统的应用情况进行调研，引出要研究的问题，分析

该项目的国内外研究状况和研究意义。 

2、基于 XML 的数据集成。研究系统中数据的整合和集成的问题，并对其

中的关键技术做了介绍，在查询处理中，介绍 SQL Server 数据库的查询方法。 

3、应用 ASP.NET 技术进行系统开发。通过分析当前网络应用系统的架构和

开发技术特点，选用合适的技术进行开发。采用当前流行的 B/S 三层结构模式和

ASP.NET+SQL Server 技术方案对某消防部门办公自动化系统进行架构，结合消

防部门的实际特点和工作环境，对系统的整体功能进行详细的划分，并按照系统

的需求分析，通过使用系统用例图和业务流程图描述对协同管理系统的业务流程

进行阐述，并明确系统的非功能需求。建立系统的数据模型，完成系统数据库设

计。 

4、详细划分系统用户权限。用户方面主要分为管理员、部门领导和普通工

作人员等，根据自己所具备的不同权限来实现相关的操作，承担其自己的工作职

责。 

5、完成系统功能模块设计，通过程序代码进行实现，并完成系统集成。完

成系统的测试工作，确保系统稳定运行。 

1.4 论文组织结构 

全文共分七章，各章内容如下： 

第一章 绪论，首先对办公自动化系统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研究了当前

办公自动化系统在开发使用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明确了本次课题的研究意义目

的，最后给出了完成本次课题所开发设计的项目所需要完成的相关工作； 

第二章 系统开发关键技术，主要介绍了消防部门办公自动化系统在开发时

使用到的一些关键技术，其中包括 ASP.NET 技术、SQLServer 技术等相关内容。 

第三章 系统需求分析, 阐述了本系统开发的可行性分析，接着对消防部门

日常办公的业务需求进行了分析，还从实际出发明确了系统的功能需求，并确定

了非功能需求。 

第四章 系统设计，按照前一章需求分析的结果，完成系统总体设计，再进

行本系统的数据库结构设计和数据表设计，并完成系统的类图设计工作和主要的

功能模块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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