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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摘要 

 

实验室作为实践教学中的重要手段，在学校的教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正是认识到了实验教学的重要性。开放式实验教学也因此而应运而生，这是高校

实验教学改革的一个必然过程。开放式实验室由于教学方式的开放性，实验内容

的复杂性，使得实验时间无法再像传统实验方式那样手工安排，因此，在开放式

实验教学的环境下，开发一套满足现代化实验教学的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就变得

重要起来。 

本课题的研究内容是从实验室管理工作的实际需求和教师、学生的需求出

发而提出的。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首先简要介绍了网络技术的基本理论与实验

室管理系统的实现相关理论技术；其次，根据对高校内实验室管理系统需求进行

了系统分析，包括可行性分析、需求分析、总体规划、业务流程和数据流程分析；

第三，在系统设计阶段，完成了系统主要功能模块的设计、数据库设计、安全设

计以及界面设计； 后重点介绍了系统的实现，给出了系统运行界面图，对系统

进行了测试，测试结果表明系统运行状况良好。 

本系统的设计遵循经济性、实用性、先进性和友好性的基本原则，系统开

发用户 Java 语言，采用 Struts2+Spring+Hibernate 三大架构技术，以 MySQL 作为

后台数据库，对实验室管理系统作了原型设计开发。系统架构采用三层结构，分

别是前台应用层、中间业务层和后台数据层。用户界面设计使用目前主流的界面

设计工具，设计结构清晰、简洁的用户界面，体现人性化设计和关怀，具有良好

的逻辑导航能力，方便不同用户的操作和使用。 

 

关键词：SSH；实验室管理；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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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boratory as an important means of practical teach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eaching of the school. It is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the completion of each school's laboratory is the row upon row of. Open experimental 

teaching is a necessity of the reform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complexity of the experimental contents of the open laboratory 

teaching methods cannot be arranged as the traditional method.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develop a laborator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to meet the 

modern experimental teaching. 

This dissertation research content is from the actual demand of the laboratory 

management and the teachers, the students' needs and put forward. The main contents 

of this paper include: firstly, the basic theory of network technology and laboratory 

management system are briefly introduced. Secondly, the paper analyze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university internal laboratory management system, including 

feasibility analysis, requirement analysis, overall planning, and business process and 

data flow analysis. Third, the system design, database design, security design and 

interface design. 

The design of this system follows the basic principle of economy, practicality, 

advanced and friendly, and the system development of user Java language, using 

Struts2+Spring+Hibernate three technology, MySQL as the background database, the 

laboratory management system has been designed and developed. System architecture 

uses three layer structures, namely the front application layer, middle business layer 

and background data layer. User interface design uses the current mainstream 

interface design tool, the design structure is clear and simple user interface, embodies 

the humanized design and caring, with good logical navigation ability, convenient 

operation and use of different users. 

 

Keywords：SSH; Laboratory Management; 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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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 研究背景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快发展，各高校的信息化建设也紧随时代潮流的发展。实

验室作为高校教学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高校的教学和科研中发挥着比足

轻重的作用。高校实验室的工作范畴在不断扩大，所承担的责任也越来越广泛，

这样就会使管理实验室的工作变得越来越复杂，而需要投入越来越多的人力、物

力和财力 [1]。 

实验室管理涵盖的内容也是非常普遍的。它的工作大致包含了以下内容：各

个实验室的管理、人员的管理、实验课程、实验室设备仪器以及实验耗材等。 

如此纷繁众多的管理项目如果对于传统的管理方式，无疑是需要投入很多的

人力的，各个管理环节都需要安排人员进行管理，如此繁琐、杂乱的管理也会使

管理者没有一个有效清晰的管理模式，相当多的工作也是费神费力的严重影响工

作热情[2]。然而系统化管理对于管理来说绝对是个好东西。一套完善的管理系统

可以使实验室的管理事半功倍， 尤其是它的高效性和便捷性使得管理者对实验

室的管理更加有热情。 

在各大高校教学过程中实验教学的智能化地位越来越突出，对实验室管理水

平的提高会直接影响到实验室教学水平提高。高校实验室采用信息化管理，会使

得实验室资源能充分合理使用，使有限的资源发挥到 优化，对高校各阶段教学

的全面发展有着很强大的指导作用[3]。 

1.1.2 研究意义 

近些年来，全国各地高校纷纷加大力度加强校园网络的建设，为广大学生和

教师提供良好的生活学习资源的同时也为学校的教育信息化建设提供了很好的

物质基础[6]。 随着各高校规模的日益壮大，实验室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这就

使得高校对实验室的管理变得更加复杂，管理内容也不断增多。根据多年以来的

管理和纠正，各个高校根据自身的情况都有一套适用于自身特点的实验室管理系

统，但是这些管理系统多数是针对实验室资产管理方面的，在涉及到教学或者其

他日常管理的内容相对还是比较欠缺，还是不够成熟[4]。目前阶段，在国内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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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还是只有很少的一部分院校针对实验室的管理有一个相对全面、完善的管理系

统。这样的管理系统可以根据自身特色实现实验室的系统管理并且实现高校内部

及外部的资源共享，有效利用资源，实现资源使用的高效利用。我国现有高校的

构成多数是由多个校区组成，各个校区由于信息协同的障碍，使得各个校区或者

高校之间的教学成本大大增加，无形之中浪费了很多资源。要想摆脱现有的局面，

需要各高校针对现有资源根据自身特点开发出适用于自身的实验室管理系统，从

而实现信息共享以及资源共享，并可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高校的实验室管理系统是以实验室管理为核心，针对实验设备、教学资源、

课程安排为主导的管理系统。该系统是全面的系统的管理系统，为实验室管理者

提供方便、快捷的实验信息查询功能，有效合理的安排实验室的各项功能运转[1]。

该系统可以极大的提高实验室的管理功能，大大增大了管理效率，使实验室的管

理规范化、合理化、科学化。网络信息技术飞速发展，计算机应用技术在各个行

业所占据的地位已然已经上升到了不可或缺的程度，它已经深入得到人们生活中

的方方面面，并且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5]。 

基于 Web 开发的实验室管理系统也是根据这个机遇和需求，将过去的人工

管理模式变成科学系统的管理模式[11]。管理员针对不同的系统使用者设定不同的

使用权限，不同的使用人针对自己的权限登录账号信息进行权限内的操作。从学

生角度来讲，学生可以在系统上查阅实验室的相关信息，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

相关实验项目的网上预约，并且在预约后限定的一段时间范围内到实验室进行实

验，实验完毕后将自己的实验信息上传到系统[12]。授课老师进行批阅会在一定时

间内，并评出学生本次实验成绩，学生可以在系统内查阅自己的成绩信息。以往

的实验都是按照课程表严格指定完毕的，如果学生因为自身原因错过了本次实

验，那么后续的补做实验就会相当的麻烦，整个流程也是相当的赘余，给老师和

学生都带来很诸多的不变[6]。如果使用该系统，整个实验过程就尤为方便，突出

的一点是对学生做实验的时间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学生只需要在课程规定的时间

范围内通过预约并做完实验就可以完成本次的实验课程的考核。 

以往的实验教学过程只是对所学课程从理论到实际验证的一个过程，而实验

室得功能大概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承接课程教学，还有一方面是针对校内教师和

学生的科研项目。随着各高校改革创新，各学校的实验设备也越来越高精化，一

些实验仪器与实验环境或成为该学校或者该地域的特有技术。那么实验室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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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象可能不只针对本校各年级的学生，范围可能涉及到公众社会，这样一来实

验室的职能范围扩大，工作量也将成倍地增长。鉴于应对以上发展需要，高校的

实验室管理系统应用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就毋庸置疑了，只有使用一套完善的实验

室管理系统才能使实验室管理变得合理、规范。 

1.2 研究现状 

实验室信息化管理是社会发展的趋势，未来五年之内基本上所有院校都会有

一套适用于自身的相对完善的实验室管理系统。所谓实验室管理系统就是实验室

管理和网络信息技术管理的综合体。计算机网络技术为运行前提，Web 运行技

术作为有效保障，后台的数据库处理技术为管理核心，新的实验室管理系统集多

种信息技术于一身，代表了当前信息管理技术的发展水平，可以对所管理的内容

实现一系列的高端、体制化的管理。 

为满足各项管理的需要，实验室必须要建立起一套完善的信息化管理系统，

该系统应该满足各种需求在它的使用过程中，它的运行应该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1）新的管理系统应该具备满足所有当前使用需求的能力。 

（2）针对不同的管理内容都应该有着相对独立的管理方式。 

（3）根据不断增加的教学需求或者市场需求，具有可扩展性。 

早期的实验室管理系统多数为单机系统，一般只是对实验室资产方面的管

理，再到后来衍变成基于局域网运行的局域网系统，可以进行一部分系统的简单

操作，这也是后期信息化管理系统发展的雏形。到了 20 世纪初期，互联网技术

飞速发展，微软 Windows 系统和其他产品的广泛应用可以有效保障信息化管理

系统有着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同时使管理模式变得更加简便、系统。伴随着

Internet 网络信息技术的普及，基于 Web 管理的系统平台逐渐成了信息化管理的

主流趋势。跟以往的单机或者局域网管理系统相比，Web 平台的管理系统的优

势在于不受使用环境的限制，只要可以上网的地方都可以进行管理操作，也非常

节省众多使用者的时间。但是目前针对各高校的实验室管理系统的平台还是不够

完善，所能体现出来的便捷性、简单性还不是很明显[7]。 

根据所参阅的众多实验室管理方面的论文、杂志等，早先的多数创作都是依

于 ASP 技术，但是 ASP 技术的 Web 跨平台性能较差，对于用户来说还是有很多

方面的限制。先开发阶段 JSP 技术是应用领域 广泛的开发技术，它对于平台和

服务器都相对独立，可以轻松实现大多数 Web 服务器上的交互，并且支持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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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载的各种安装包、插件等辅助软件，拥有很强的扩充性。因此，采用 JSP 技

术开发该管理系统拥有更多的优势，更易得到各个方面的认可。 

在国外发达国家中，一些高端的实验室都有功能强大的实验室管理系统，利

用 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网络技术以及智能化管理，来植入到管理系统中，对实验

室资源优化使用能得到 大化，并且使实验室管理开放化，查询实验室里的所需

数据方便。这样开发人员在研究项目就会有更多的精力，避免的很多不必要的时

间浪费提高了实验室使用效率[8]。 

在国内，有很多高校对实验室管理还局限于手工录入管理的过程中，这样不

仅管理起来效率慢，而且查询实验室里面的很多数据不方面，当然出错也是不可

弥漫的问题。对实验室无法智能化，就会导致对实验室的使用情况的浪费，如果

实验室有很多空闲的没有教学课程安排的情况下，如果有很多用户在这段时间想

进行实验研究，却不知道实验室现在已经是空闲的状态，就得要找到实验室管理

员来查询一下是否可以进行实验操作，管理员可能不会及时将查询结果告知用

户，结果就会导致这样的机会流失掉。利用先进的智能化技术管理高效实验室将

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实现实验室智能化、规范化，资源合理充分使用的现象。 

1.3 研究内容和组织结构 

1.3.1 研究内容 

Internet 的日益发展普及对原始的高校实验室管理系统有着很大的冲击，高

校也不得不在新形势下推进信息化建设的步伐，对实验室进行网络信息化管理，

这是高校赖以生存并可长足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现在网络发展如此之快的，高

校中对实验室管理的智能化是必然的一种趋势。在论文中主要着重阐述了基于 

B/S 模式开发的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利用 SSH 三大开源框架开发本次所研究

的系统。系统中首先从对系统的市场需求进行分析介绍，在对整个项目的各个模

块一一进行详细设计， 后是项目代码的完成，经过严格的软件测试之后实验室

信息管理才能够投入使用。本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课题在以下方面进行了研究： 

（1）根据目前各高校针对实验室的管理现状，对实验室容易出现的问题进行

了全面的分析，很多的社会需求人工管理是绝对不可坑满足的， 终提出了对智

能化的实验室管理系统的研究项目。 

（2）在本课题开发过程中所需要的相关理论技术，进行选择对比，从系统开

发便捷、维护性好，项目安全运行等方面考虑，找到合适本系统开发的相关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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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课题通过对高校中各方面的调研，并且完善了高校对实验室信息管理

系统的需求分析，以及一些关键的流程分析中的细节分析。 

（4）本课题的设计分析，分别从项目框架如何搭建，利用 SSH 技术，采用

MVC 三层架构设计项目整体架构，说明了项目控制层、数据访问层、表现层。

论文详尽的介绍了针对系统的中各个模块。系统利用 MySQL 数据库开发，对项

目中的数据库表进行详细设计分析。 

（5）通过对本课题的需求分析和详细的设计， 终实现实验室各个模块的中

功能，本论文中对项目中关键模块的实现进行详细介绍。设计完成后通过实际操

作对系统进行实地测试，通过反馈的测试结果说明系统 后的运行是正常的，也

说明整个系统是可以通过的。 

1.3.2 论文结构 

第 1 章 绪论。阐述论文的课题研究背景和意义、选题依据，描述论文的主

要研究内容、分析国内外相关课题的研究现状、组织结构和研究方法。 

第 2 章 相关技术的介绍。本章节主要阐述了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项目在开

发过时所能用到的关键主要技术，并对这些技术进行详细的介绍，详细描述各个

技术的优缺点。 

第 3 章 系统需求分析。本章主要是根据对学校实验室用户的需求分析，总

结需求之后分别从业务流程、系统功能需求、非功能性需求分析三方面来介绍。 

第 4 章 系统设计。分别对系统设计原则和系统项目的架构设计进行阐述，

同时也系统中的功能设计、系统整体数据库设计以及系统性能方面的设计进行详

细介绍。 

第 5 章 系统测试和实现。本章描述了系统开发所需要的环境，同时针对系

统中主界面模块，用户管理模块、教师管理模块、学生管理模块和实验预约管理

模块的实现过程进行阐述。 

第 6 章 总结与展望。总结了本论文中的主要研究内容，阐述了本系统的主

要特色和功能，并分析论文有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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