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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学校建筑物安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它直接影响到广大师生的生命安全，它关系

到全国民众的切身利益以及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建立广西中小学校舍信息管理系统，为

校舍安全工程的规划实施提供科学依据，有利于全面掌握广西中小学校舍安全信息，有

利于提升教育的科学管理水平，有利于促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 

    本文以全区中小学校舍信息管理系统为例，根据广西各地区地质地貌特征、学校分

布情况及校舍鉴定情况，设计和建立一个在 B/S 模式架构下的信息管理系统。论文的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详细地论述了系统开发背景、现状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详细描

述了全区中小学校舍信息管理系统的特点。 

2、根据校舍安全信息管理系统的总体需求分析，研究设计了系统构架及各个功能

模块，介绍了系统流程、用户之间的关系及各个子模块之间的关系，简单说明了管理系

统安全策略的设计。 

3、根据校舍信息管理系统各个功能模块的具体实现方法，进行了校舍信息管理系

统各个模块运行的展示。 

本文对校舍信息管理系统进行了研究与实现，采用成熟的设计框架、标准及模块化

等设计技术。本系统实际运行效果良好，达到了有效提高校舍信息管理工作效率的目的。 

 

关键词：中小学；校舍；信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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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Abstract 
 

The safety of the school buildings is attracted increasing attention nowadays, 

which directly affects the lives of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is related to the vital 

interests of the country's people and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To establish the 

nation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building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will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school buildings 

safety project, which helps to comprehensively grasp the information of nation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building, to promote the scientific management level 

of education and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cause. 

In this thesis, took the region'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building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as an example and based on Guangxi regional 

special geology and landforms, school’s distribution and school building’s evaluation, 

a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under B/S structure is to be designed and built.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dissertation include: 

1. On the basic discussion of the system development background,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 main problems in details, the essay elaborat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uangxi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building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2.According to the system requirements analysis of school safet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we research and design the system architecture and function of 

each module. This thesis introduces the process of the system,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users and each module, and describes the design of security policy of the 

management system briefly. 

3.According to the implementation method of the each modules of the schoo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the essay displays the operation of each module of 

the schoo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The research and implementation of schoo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is 

mainly discussed in the article. With the mature technologies like design framework, 

standard, and modular, the purpose is to improve the system flexibility, security, 

scalability and versatility, 

 

Key Word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chool Building；Inform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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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据统计，当前全国范围内大约 2 亿名中小学生和约 1300 多万名中小学教师，

分布在全国 40 多万所中小学校里学习生活。学校建筑物安全现今受到越来越多

关注，它直接影响到每位师生的生命安全，也对我国发展教育事业、构建和谐社

会影响重大。 

2008 年 5 月 12 日，我国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里氏 8.0 级的大地震，这是

从我国建国以来影响力、破坏力最大的地震，地震伤亡惨重，让全国人民为之一

震，也震惊了全世界。而最让人感到触目惊心的是，一座座学校教学楼发生整体

倒塌，仅仅在北川一所中学的教学楼坍塌，造成的死亡和失踪人数就超过了 1000 

人。据统计数据，在四川汶川地震中，造成四川省 4737 名学生死亡，在受灾最

严重地区学校建筑的倒塌面积达到 199.7 万平方米。汶川大地震发生以后，校舍

安全问题，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国家领导人曾多次强调，一定要把学校建筑

物打造成最有保障、最牢靠以及最让广大人民群众安心的建筑。地震发生后，党

和国家领导人对地震灾区学校多次进行深入考察，对校舍重建工作进行指导。领

导人多次强调要牢记地震的教训，学校建筑的质量必须得到高度重视，为广大师

生们提供安全可靠的学习和生活环境。要仔细规划受灾地区学校的重建工作，并

相应地提高学校建筑的抗震设防标准。国家领导人再三指出，学校等一些公共建

筑，从建设的全过程每个环节都要认真落实，不能有半点懈怠，旨在建成安全、

牢固，能让广大家长和人民群众放心的合格工程[1]。 

为把学校建设成为安全、牢靠的地方，国家开展了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

决定从 2009 年到 2012 年期间，在抗震设防烈度七度以上地区、可能因地震影响

造成严重损失的地区、易发生泥石流及洪涝等灾害地区的所有中小学校，对一些

存在安全隐患和问题的校舍进行必要的加固改造，不方便改造的直接迁移出危险

区域，以达到提高校舍应对灾害能力的目标。除此外的其他地区对发生危险预兆

的校舍进行集中重建，局部出现安全隐患的校舍进行加固改造，以降低事故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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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几率。 

要实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必须获得每个学校、每栋校舍的基础信息。根

据数据统计，广西全自治区共有中小学校 16126 所，其中：共有高中约 453 所、

初中大约 1836 所、以及数量占多数的小学 13499 所、特殊教育学校 65 所和 273

所中等职业学校。2009 年，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被国家正式启动实施，广

西也稳步推进校安工程，较大地改善了校舍安全状况，三年资金投入总量规划为

82.9 亿元，改造校舍面积规划为 732 万平方米。2009 年-2011 年广西已累计投入

资金 94 亿元，累计有 4768 所学校开工，开工的项目有 7400 多个，开工的面积

达到 786 万平方米，为计划开工面积的 107%，已竣工学校 3958 所，竣工项目

6248 个，竣工面积达 641 平方米，竣工面积为规划总面积的 88%。为推进工程

实施，广西多措并举，首先认真做好校舍排查鉴定、规划方案、前期工作等项目

的基础性工作，其次是加快推进建设进度。最后是加大督查和指导，保证质量和

安全。 

2009 年—2012 年，广西共培训各级人员 6000 多人次，安排专项资金，共排

查全自治区中小学校舍 10.7 万栋，面积 5818 万平方米。对校舍进行排查鉴定后，

组织各市县完善工程规划，制定加固改造方案，编制学校基建发展规划和平面规

划，建立储备库。基本做到每所学校的每栋校舍都有鉴定报告，每所学校有现状

图、发展规划和总平面规划。三年来，共拆除 D 级危房校舍面积 304 万平方米，

封存停用 D 级危房校舍 194 万平方米。目前，全自治区 D 级危房已全面停止使

用，较大地改善了中小学校舍安全状况。 

广西的中小学校舍安全状况虽然得到了较大改善，但由于地处边疆，经济基

础薄弱，长期投入不足，使全区中小学校舍条件很差，危房校舍面积比例达到

60%，加上广西处在洪涝、台风、泥石流等灾害频发区，每年都有因灾导致的新

隐患出现。因此全面消除危房校舍任务依然艰巨：根据排查鉴定，全区有 D、C

级危房校舍 1256 万平方米，每年还有不少校舍变成 D、C 级危房，据测算，要

把全区 D 级危房全部推倒重建，把 C 级危房的险情排除及对 B 级危房进行加固

改造，就需要投入资金 161 亿元。广西基础薄弱，财政十分困难，每年能筹措专

门用于校按工程的资金十分有限，资金缺口巨大。 

如此大量的学校信息，管理如此之多的项目，必须建立校舍信息管理系统，

这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它可以为近期内的校舍安全工程提供有力的支撑；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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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远看，有利于增强和改善政府的某些能力，使得管理更为科学、教育更加现代

化。制定统一的技术标准和规范，各级政府要严格依照相关要求去开发和建立中

小学校舍安全信息管理系统，将市、区、县系统联网形成覆盖全广西的管理系统，

最终形成技术规范和应用功能统一的信息管理平台，为校舍安全工程、校舍管理

提供有效的服务，有效保证中小学实现标准化、信息化。 

建立校舍信息系统已经变得越来越急迫，计算机网络有其技术相对成熟和应

用简单方便的特点，利用计算机网络搭建校舍信息系统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从启

动至今，已广泛推广使用国家校舍信息管理网络平台，效果令人满意。因此，为

切实避免投资盲目、随意、分散和延续性不够等问题，从源头上防止重复建设等

浪费现象，需要设计一个适用于广西学校校舍信息管理系统，以满足本地区教育

发展形势及提高办学质量的需要[2]。 

1.2 研究和应用现状 

1998 年以来，在国家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领导和支持帮助下，广西先后组

织实施了 “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西部地区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和

“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等十多项教育专项工程，有效改善了全区中小学的

办学条件，逐步建成了一批规模较大、办学条件较好、配套设施相对齐备的农村

中小学，积极推动提高全区教育教学水平，推进义务教育发展的均衡。 

学校建筑物的安全与否关系到师生的生命安全，2009 年至今，国家启动了

众多的学校建筑工程来确保广大学校师生们能安全地在校舍里学习与生活,如对

教育落后学校的改造工程、贫困地区中小学校舍改造工程、推行基础教育制度化

建设工程和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等。这一系列举措需要大量工作和数量庞大的资

金，最高效直接的方法就是建立起中小学校舍信息管理系统，通过这种方法，就

能确保校舍的质量并得到社会的督促，使得工程管理和资金统筹等工作得到较好

的进行，同时避免校舍的重复建设[3]。 

中小学校舍信息管理系统需要拥有各项功能才能满足既定要求，其功能应包

括学校用户管理、学校和学校建筑的信息收集、校舍信息监测和报警、项目资本

和信息的组织协调控制和数据分析等。最终形成技术规范和使用功效统一的信息

管理平台，有效保证未来中小学校舍基础建设工程标准化、信息化的建设，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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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为校舍安全工程、校舍管理和安全管理的规划和实施提供服务，有利于增强

和改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某些能力，使得管理方式更为科学、教育更加现代化

[4]。 

在推进教育专项工程实施过程中，基本建设发展规划是基本建设程序中十分

重要的阶段，是项目前期工作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但是，长期以来广西部分市县

在项目建设方面基础性工作欠缺，普遍存在重建设轻规划的现象，由于在编制项

目建设计划时考虑不周、测算不细，论证不足，导致学校基本建设发展规划粗糙，

欠缺前瞻性、科学性、整体性、系统性和长远性，导致教育专项工程在计划安排

上存在不够合理的现象，在工程实施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在：一

是编制的工程规划未能与当地教育长远发展规划、中小学布局调整规划很好地结

合起来，有的直接影响学校的平面布局；有的导致项目完工后利用率不高，实际

建成的校舍闲置或另做其他用途；有的甚至出现低水平重复建设，出现部分学校

校舍严重紧缺而一些学校新建校舍闲置不用的怪现象。二是编制的计划与学校的

实际需求不符，出现规划不能满足学校的实际需要或是超过了学校的实际需求等

现象，项目变更的情况时有发生，既不利于项目的实施管理，又导致项目建设进

度迟缓甚至产生新的拖欠。三是编制的工程规划只顾眼前，未能着眼长远，短期

行为居多，出现了投资比较平均、分散的情况，没有集中投入，无法发挥整体效

益。 

过去采用手工填报和汇总校舍工程项目信息，这种传统的方法需要投入大量

的精力和时间，同时在管理时也会遇到很多问题，不易于管理，如经常会发生申

报的校舍建设项目出现重复、资金管理出现问题等情况。随着时代发展，校舍建

设项目和资金与以往相比也发生了变化，对管理提出了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

的更高需求，而采用手工填报和汇总的方法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了[5]。 

2009 年，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被国家正式启动实施，全国校舍安全办

公室要求各地抓紧建立中小学校舍信息管理系统，根据这一要求，广西教育厅积

极争取自治区专项经费 400 万元投入信息系统建设，以期根据国家统一的要求，

进一步完善广西的系统，完成与系统的联网工作，最终形成技术规范和应用功能

统一的信息管理平台，保证全区中小学校信息化建设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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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主要研究内容与结构  

论文基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各地中小学校的分布、学校建筑物评估的状态以及

学校所在地的地质地貌情况，然后根据这些信息，设计、开发和构建一套全区中

小学校舍信息管理系统，使之符合统计的该地区各类型学校、建筑物的基本情况。

构建信息电子档案数据库，使之涵盖全区中小学校的每一栋建筑物，按照统一的

技术规范和应用功能搭建起中小学校舍信息管理平台。满足了教育事业科学发展

的需要，使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更加科学和现代化，推动了教育事业的长足发展，

为校舍安全工程、教育决策的提出、校舍管理和安全管理提供了强大的支撑。本

文介绍了校舍信息管理系统所应用的相关技术的知识和优点，叙述了系统的架

构、各个模块以及怎样实现各模块的功能，并取得系统的实现。 

本文分为六章，组织结构如下： 

第一章探讨了研究的背景及重要性，列出研究和应用的现状，阐述主要研究

内容及结构。 

第二章叙述了区级数据中心配置，并介绍了主要的相关技术，如

Browser/Server（即浏览器/服务器）模式。 

第三章对业务需求、系统功能需求以及分级用户功能需求等进行了需求分

析。 

第四章对系统和系统体系的结构图进行了设计，叙述了各个模块的设计思

路、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具有的功能。 

第五章通过系统界面的展示，阐述系统的实现过程以及相关技术。 

    第六章进行研究工作的总结，展望后续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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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相关技术介绍 

本章对系统所涉及的技术进行讨论分析，如系统的开发技术、运行环境、系

统结构等，找到一个最恰当的模式去实现设计系统的各个功能，达到构建信息管

理系统的目的和意义。 

2.1 区级数据中心配置 

2.1.1 网络系统 

在广西区教育网络中心已有防火墙、信息安全审计系统基础上，为提高技术

的可靠性，使用了服务器集群和网络负载均衡，配置新的防火墙、检测入侵和审

计信息安全、VPN 等设备，提高安全性，使系统具有更高的可靠性、安全性。 

2.1.2 网络通讯 

广西教育厅信息中心已经有接入电信网、网通网、教育科研网的网络配备，

将配备 1 条 20Mbps 独享光纤专项接入中国教育科研网（Cernet），满足与教育

部及我区所辖教育单位接入要求，保障各市县教育局、各学校等单位能够顺畅连

接使用校舍管理信息系统。 

2.1.3 数据存储  

根据广西学校数估计，数据量将达 30T，在将来业务可能不断发生变化和发

展，需阵列存储系统，满足数据变化和发展的需要。对于采集到的数据应进行数

据的存储和备份，设置其存储容量为 30TB，支持存储容量扩容到 60TB。设备参

数见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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