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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繁荣，软件行业也在飞速的换代和发展。中国的软件行

业也跟随着世界的步伐不断成熟并发展着。各个软件开发企业为了更好的管理软件开

发的基本流程，以及员工的日常基本工作，开发配套使用了多种多样的软件项目管理

系统。软件项目管理是为了使软件项目能够按照预定的成本、进度、质量顺利完成，

而对人员、产品、过程和项目进行分析和管理的活动。软件项目管理的根本目的是为

了让软件项目尤其是大型项目的整个软件生命周期(从分析、设计、编码到测试、维

护全过程)都能在管理者的控制之下，以预定成本按期，按质的完成软件交付用户使

用。而研究软件项目管理为了从已有的成功或失败的案例中总结出能够指导今后开发

的通用原则和方法。

本文所要做的就是开发一套适合中小型软件开发企业的软件项目管理系统。具体

情况具体分析，从需求分析、概要设计、编码、测试及维护等各个方面对中小型企业

的软件规范行开发进行管理，并能对企业员工基本信息、工作进度、企业分工等进行

科学化的管理和汇总。使中小型企业软件开发规范化、合理化。

本系统的一个创新就是对基于SOA思想的软件项目管理系统的合理化开发进行研

究，通过将SOA思想与软件工程的流程紧密的结合起来，将面向服务的思想(SOA)

应用到管理软件项目的开发流程中，通过软件项目管理系统把面向服务思想(SOA)

应用到其所开发的每一个项目中，将基础设施和实现发生的改变所带来的影响降到最

低限度，更快地整合现实，减少成本和增加重用。通过以松散耦合的方式公开业务服

务，企业可以根据业务要求更轻松地使用和组合服务，可以更轻松地创建、修改和管

理它来满足不同时期的需要。

关键词：软件项目管理系统、SOA、软件管理、软件开发流程



Abstract

With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economic prosperity,the software industry is also

rapidly replacing and developing with the pace of the world．In order to better manage the

basic process of the software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work routine of employees，the

various software companies develop and USC a variety of Software Project Management

systems．Software Project Management is an activity of analyzing and managing the staff,

products，process and project SO as to successfully bring the software project in accordance

wim a predetermined cost，schedule，and quality to a close．n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Software Project Management is to make the life circle(the whole process from analysis，

design,coding to testing，maintenance)of the software projects especially the large—scale

projects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manager and deliver it with scheduled cost and quality to the

software users．And Software Project Management summarizes the general principle and

methods guiding the future development from the previous Success or failure cases．

This thesis aims to develop a set of Software Project Management Systems for small and

medium software development companies．It manages the software specification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edium companies from the aspects of needs analysis outline design，coding，

testing and maintenance and scientifically summarize the basic information for employees，

work progress and company division enabling the software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edium

companies standardization and rationalization．

The innovation of the system is to study the rationalized development of SOA—based

．software project management．Through the close integration of SOA ideas and software

engineering process，it applies the service—oriented concept(SOA)to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Software Project Management through Software Management System，it applies the

service．oriented ideas(SOA)to each of its development projects to minimizes the impact on

the Changes from Infrastructure and realization and to quickly integrate the reality,and

reduces costs and increase reuse．By opening business services in a loosely coupled manner,

according to business，companies can easily use and combine services，and more easily create，

modify and manage it to meet the needs ofdifferent periods of time．

Key words： Software Project Management System；SOA；software management；

software development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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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1．1研究背景

1．1．1项目管理系统国内外研究状况

(1)国外：

在国外由于网络计划技术的出现，软件项目管理的发展可以追溯到五十年代中后

期，网络分析程序到了六十年代中后期发展已经十分成熟。整个七十年代研究的重点

是对于网络模型分析软件的应用功能扩展和完善，如平衡优化其成本和资源；同时提

出项目管理信息系统的概念，并对其进行研究口1。进入八十年代以后，由于项目管理

工作的标准化、科学化和计算机的普及，一般中小型企业以及中小型项目也可用计算

机进行管理，网络技术才真正普及。九十年代后，项目管理软件发展十分迅速，并不

断有使用方便、功能强大的软件推出，在项目管理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瞳1。

(2)国内：

在二十世纪后期，国内对项目管理软件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至今为止大致发生了

两次重大转变：

第一次是在九十年代初期，研发主体由用户本身转变为专业化的软件企业是这个

时期的标志。在七十、八十年代多是由一些单位自行组织研制的比较简单化的管理，

即个用户单位各自提出自己的需求并研究、开发、使用，是一种完全的小生产方式，

在近二十年中缓慢的发展n3。九十年代初，市场经济带动出几十家专门从事建筑管理

软件开发的高科技民营企业，软件开始走上商业化、社会化、专业化的发展较为快速

的道路。九十年代是国内管理软件迅猛发展的十年，涌现了如钢筋配料、标书制作软

件、工程造价、平面图制作、工程量计算等新产品，这使得界面友好、操作方便，价

格逐渐降低、功能不断完善，实用性、通用性增强Ⅲ。

转变的第二次是在九十年代末，如将项目施工方案的设计、工程量计算、概预算、

资源计划、进度计划、事务性管理、费用管理等综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由单

机版转向系统集成是产品的标志。运行环境由单机用户拓展到网络多用户并实现了在

某种程度上企业内部的数据共享Ⅲ。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研发项目管理软件的情况出现了滞缓现象。其中有多方面

的原因，既有技术因素又有市场因素，既有自身条件的制约又有外部环境的影响，如

加入WTO后产生的影响、用户需求的变化，数据库技术、通讯技术的进步、网络技

术等。这些问题摆在众多业内人士面前了要面对的问题，如项目管理软件发展的方向

以及发展的必然趋势，并且如何要如何应对这些问题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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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SOP,应用现状

面向服务体系结构(SoA)在全球范围内正成为企业未来的软件架构的趋势。埃

森哲公司和《信息周刊》通过对中国上千家企业机构的问卷调查，了解在商业科技推

动企业竞争力及商业创新的背景下，中国企业部署SOA的现状和未来的趋势瞄1。

基于调研数据分析，可以发现SOP,在中国的应用现状：

基础应用：

被调查企业中，拥有SOA应用的企业占8．8％，在大中型企业中，这个比例是10％。

四分之三的被调查企业未对SOA采取任何行动。然而在较早开始SOA部署的企业中，

60％的大中型企业和超过一半的小型企业都表示他们将增加在SOA上的投入。数据表

明尽管SOA在中国尚处于应用启蒙阶段，但企业在SOA上的投入却在快速增加瞄1。

91．2％的被调查小企业与76．9％的大中型企业缺乏有效的应用系统管理制度，所有

被调查企业中，仅有15．5％企业拥有比较完善的应用管理制度。13J

SoA部署：

在了解SOA的被调查企业中， 有80．9％的企业表示将采取积极态度部署SOA。已

经或计划部署SOA的被调查企业，既包括大中型企业也涉及规模较小的企业，这反映

出是否部署SOA与企业规模的联系不大，同时也表明通过部署SOA，小企业可以缩小

和大型企业之间的差距。¨。

价值和障碍：

有88．8％的被调查企业优先认可SOA的商业价值。参与调查的大中型企业中，分

别有43．1％和44．6％期望通过部署SOA促进企业的业务发展及流程优化。只有12．3％

的大中型企业认为SOA的价值主要是技术创新。以上数据表明部署SOA是一项业务驱

动的组织变革，．而不是技术驱动成本削减口1。

整合现有应用系统(40．6％)以及整合业务流程(38．2％)是企业部署SOA的首要

驱动因素。小企业对商业创新比较关注，15．8％的小企业认为，部署SOA是建立新的

业务能力的基础。同时，38％的大中型企业也表示，建立新的业务能力是企业部署SOA

在未来最重要的驱动因素。调查显示90％可以支持现有业务需求的应用无法满足企业

未来的业务发展，这对于未来的变化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量，而SOA，由于其能有效

加强现有应用的能力，被视为在这方面投入的优先选择啊。

中国企业部署SOA的主要困难除了在于流程再造的准备不充分(42％)以及无法

明确SOA的商业价值(41．9％)，44％的大中型企业还强调了与管理层沟通的困难∞3。

策略：

在SOA实施的不同着手点中，28．7％的被调查企业选择测试单个SOA应用、33．8％

选择基于SOA的系统及信息集成、19．3％选择基于SOA的部门内部自动化、13．4％选择

跨部门的SOA应用、4．8％选择基于SOA的合作伙伴产业链。对于如何部署SOA的分歧

意见显示SOA的部署并没有统一的方法，有些企业可能通过业务流程的驱动来实现，

而另一些企业则可能通过对技术的集中变革实现。因此，一张清晰的，为企业量身订

制的SOA部署路线图将是避免投资浪费的最佳选择。四分之三的被调查企业希望在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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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SOA过程中借助外部资源盼3。

1．1．3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国内外正在使用的软件项目管理系统的分析可以得出，面向服务的思想

(SOA)很少被应用到软件项目管理的开发流程中。即使某些系统中应用到一些SOA的

思想去管理软件开发流程，但还没有使用SOA的思想去进行整体的规划和设计。对整个

项目面向服务的效果也没更深入的评估。

以上情况导致系统所管理的项目开发周期相对较长，软件重用性低、大大增加了开

发成本。

1．2研究目标与内容

1．2．1研究目标

通过基于面向服务(SoA)的软件项目管理系统的研究，将SOA与软件工程的思

想紧密结合起来。将SOA的思想应用到软件项目的开发流程中。并通过软件项目管理

系统把面向服务思想(SOA)应用到所_丌发的每一个项目中。

1．2．2研究内容

(1)应用SOA思想进行软件项目管理的研究

将面向服务的思想(SoA)应用到软件项目管理开发流程中，使得在项目的整个生

命周期应用SOA的思想去进行整体的规划和设计。

(2)基于SoA的软件项目管理系统的开发

本系统的目的是建立一套完善的项目开发工作流管理系统。 通过人与计算机共

同工作的自动化协调、控制和通讯，在计算机化的业务过程上，使所有命令的执行都处

于受控状态。在项目开发的过程中，项目参与人员的具体工作情况可以通过时序图的

方式体现出来，工作人员每天的工作完成情况以及遇到的技术难题解决方法都会以工

作日志形式记录下来，既方便个人对工作的总结，又方便管理层的管理。

同时，从项目确立开始的所有工作都会以文档的形式记录并存档，以备查询。总

之，这一系统可以有效的帮助管理人员管理整个工作流程，提高软件开发的工作效率。

项目开发的过程中，项目参与人员的具体工作情况可以通过时序图的方式体现出

来，工作人员每天的工作完成情况以及遇到的技术难题解决方法都会以工作日志形式

记录下来，既方便个人对工作的总结，又方便管理层的管理。从项目确立开始的所有

工作都会以文档的形式记录并存档，以备查询。

本系统一个创新点就是将SOA这种思想应用到软件项目开发管理的体系中，简单

的说通过SOA思想在本系统中的应用，使在本系统管理下的软件开发流程遵循SOA的

规则，增强的所管理开发软件的面向服务的特性，增加代码的重用性，使所开发的项

目可以跨语言，跨平台的结合。以便大大缩短的软件开发的工期，使软件开发面向服

务的逻辑性大大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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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研究意义

(1)用软件项目管理系统去管理软件开发的意义：

软件项目管理系统在软件开发公司使用的含义重大，在实施层，项目管理软件是

项目经理和项目团队执行项目的工具。在管理层，项目管理软件是固化企业级项目管

理体系的工具。在决策层，项目管理软件是项目执行透明化、掌握数据科学决策的支

撑工具。我们的软件项目管理软件正是以实现项目管理的“过程透明化"和提升组织

级项目管理能力为理念而设计的。我们的软件项目管理软件遵循PMI的项目级和组织

级管理的理论模型，覆盖项目一项目群一项目组合的管理，以及“项目管理环境"的

管理。项目管理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项目级管理需要组织内部环境的支持，即组织

级管理的支持。

(2)将SOA的思想应用到管理软件项目的开发流程中的意义：

将SOA的思想应用到软件项目管理系统中，不仅能体现软件项目管理系统管理软件

开发的优势，也可将SOA的思想贯穿到整个软件开发流程中。将面向服务的思想(SOA)

应用于软件项目管理的开发流程，可使集成和管理变得更为容易，大大减少了代码的重

用，缩短了软件的开发周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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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相关技术的介绍

2．1软件工程的相关介绍

2．1．1软件工程的基本概念

软件工程(Software Engineering，简称为SE)是一门研究用工程化方法构建和

维护有效的、实用的和高质量的软件的学科。它涉及到程序设计语言、数据库、软件

开发工具、系统平台、标准、设计模式等方面。软件工程一直以来都缺乏一个统一的

定义，很多学者，组织机构都分别给出了自己的定义：

Boehm：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来设计并构造计算机程序及为开发、运行和维护这些

程序所必需的相关文件资料H1。

IEEE：软件工程是开发、运行、维护和修复软件的系统方法H3。

Fritz Bauer：建立并使用完善的工程化原则，以较经济的手段获得能在实际机器上

有效运行的可靠软件的一系列方法H1。

2．1．2软件工程的目标

提高软件的质量与生产率是软件工程的基本目标，实现软件的工业化生产是软件

工程的最终的目标。软件需求方最关心的问题则是软件质量，物美价廉即使不是用户

的基本要求，但货真价实也是用户的必要保证。软件供应方最关心的问题是生产率，

用更少的时间挣更多的钱是软件供应方的基本思想。质量与生产率之间存在着内在的

联系，高生产率必须把质量合格当作最主要的前提。如果达不到合格的质量，供需双

方都是难以接受的。从短期效益看，追求高质量会延长软件开发时间并且增大费用，

看起来似乎降低了生产率。但从长期效益看，高质量是软件开发的全过程更加规范流

畅的保证，从而大大降低了软件的维护代价，这样是从实质上提高了生产率，同时获

得企业生存的保证一信誉。所以质量与生产率之间根本的对立是根本不存在的，好的

软件工程方法可以同时提高质量与生产率。在成本、进度的给定的前提下，开发出具

有可重用性、可修改性、可适应性、可理解性、可移植性、可维护性、可追踪性和可

互操作性并且满足用户需求的软件产品晦1。

2．1．3依照软件工程理论开发软件的基本步骤

依照软件工程理论开发软件的流程主要包含了需求分析、概要设计、详细设计、

编码和测试五个阶段。

需求分析：需求分析是指理解用户需求，在软件功能等方面与客户达成一致，对

软件风险和项目代价进行评估，并且最终形成开发计划的一个复杂过程。在这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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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处在主导地位的的确使用户，而需求分析工程师和项目经理要的职责是整理用户

需求，为以后的软件设计打下基础饰1。

需求分析从广义上理解：需求分析包括需求的获取、分析、规格说明、变更、验

证、管理的一系列需求工程。

需求分析狭义上理解：需求分析指需求的分析、定义过程。

概要设计：概要设计的主要任务是将从需求分析得到的DFD转换为软件结构和数

据结构。设计软件结构的具体任务是：将一个复杂系统按功能进行模块划分、建立模

块的层次结构及调用关系、确定模块间的接口及人机界面等。数据结构设计包括数据

特征的描述、确定数据的结构特性、以及数据库的设计。显然，总体设计建立的是目

标系统的逻辑模型，与计算机无关口1。

详细设计：详细设计的主要任务是对每个模块的实现算法进行设计、对所需的局

部数据结构进行设计。详细设计有两个目标：第一个是实现模块功能的算法在逻辑是

正确的并且对算法的描述的基本要求是要简明易懂。

结构化程序设计法是传统软件开发方法的详细设计的主要方法。详细设计的表示

工具有两种，分别是图形工具和语言工具。图形工具有程序流程图、PAD(Problem

Analysis Diagram)图、NS(由Nassi和Shneidermen开发，简称NS)图。语言工

具有伪码和PDL(Program Design Language)等。

编码：编码阶段主要工作是依照软件工程中概要设计以及详细设计中对项目的具

体设计，进行软件项目代码的编写，完成项目的具体设计。

测试：软件测试就是利用测试工具按照测试方案和流程对产品进行功能和性能测

试，甚至根据需要编写不同的测试工具，设计和维护测试系统，对测试方案可能出现

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评估。执行测试用例后，需要跟踪故障，以确保开发的产品适合需

求。软件测试主要工作内容是验证和确认，下面分别给出其概念：验证是保证软件正

确地实现了一些特定功能的一系列活动，即保证软件做了你所期望的事情。确认是一

系列的活动和过程，目的是想证实在一个给定的外部环境中软件的逻辑正确性。即保

证软件以正确的方式来做了这个事件哺1。

2．2 SOA思想的相关介绍

2．2．1 SOA的概述

面向服务的体系结构(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SOA)是一个组件模型，

它将应用程序的不同功能单元(称为服务)通过这些服务之间定义良好的接口和契约

联系起来∞1。接口是采用中立的方式进行定义的，它应该独立于实现服务的硬件平台、

操作系统和编程语言。这使得构建在各种这样的系统中的服务可以以一种统一和通用

的方式进行交互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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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SOA的核心

整个SOA实现的核心是服务，所谓的一组实体(服务提供者，服务消费者，服务

注册表，服务条款，服务代理和服务契约)即可称为SOA，如何提供和消费服务被这

些实体详细说明了。所有的服务是模块化的、可互操作的、独立的、松散耦合、位置

明确的并且可以通过网络查找其地址。服务是SOA架构风格中最核心的抽象手段，一

系列粗粒度的业务服务和业务流程对业务进行划分。相对独立，自包含，可重用，由

一个或多个分布的系统实现业务服务，而服务业把业务流程组装而来n引。“服务"定

义了一个与业务数据或业务功能相关的接口，并且包含约束这个接口的契约，如法律

法规的遵循、服务质量的要求、安全性要求、业务规则等。接口和契约采用中立的形

式，基于标准方式进行定义，接口和契约对于实现服务的硬件平台而言是相对独立的

操作系统和编程语言。这样便使得可以以一种统一的和通用的方式进行交互，相互理

解来构建在不同系统中的服务n们。“服务"之间的位置是透明的，交互是动态的，技

术和位置的透明性，使得服务的提供者和请求者之间高度解耦。这样使服务形成的松

耦合系统的优点有两点：一点是当某个服务的内部结构和实现逐渐发生改变时，不影

响其他服务；另一点是它适应变化的灵活性u¨。

2．2．3 SOA的作用

需要使业务IT系统变得更加灵活，这是对SOA的需要的基本来源，这样就可

以充分适应业务中的变化【n刳。SOA需求的可以通过允许强定义的关系和依然灵活的特

定来实现，这样软件系统既可以运用现有系统的功能，又可以准备在以后做出一些改

变，用来满足它们之间交互的需要。

举一个例子来进行具体的说明。例如一个服装零售组织拥在国际上拥有五百家连

锁店，它们为了赶上时尚的潮流，必须时常更改设计“别。这就意味着不仅需要进行颜

色或样式的简单更改，甚至还可能需要对制造商、布料或可交付的产品进行更改。这

是如果制造商和零售商之间的系统出现不兼容的情况，那么可能就会出现从一个供应

商到另一个供应商的更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软件流程。面对这种情况，就可以通

过WSDL接口在操作方面的灵活性方面的利用，是的每个公司都可以保持它们的现有

系统现状，而仅仅去匹配WSDL接口并制订新的服务级协定，这样就不必对软件系统

进行重构了。这仅仅是对业务的水平进行变更，换句话来说，它们改变的是合作伙伴，

而所有的在业务上的操作基本都保持不变。这里，业务接口可以作少许更改，而内部

的操作却不需要进行更改。 另一种形式是在内部进行改变，在这种变化中，零售组

织现在决定它还将把连锁零售商店内的一些地方出租给专卖流行衣服的小商店，这可

以看作是采用店中店(store-in-store)的业务模型n刳。这里，虽然公司的大多数业

务操作都保持不变，但是它们现在需要新的内部软件来处理这样的出租安排。尽管在

内部软件系统可以承受全面的检修，但是它们需要在这样做的同时不会对与现有的供

应商系统的交互产生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SOA模型保持原封不动，而内部实现

却发生了变化。虽然可以将新的方面添加到SOA模型中来加入新的出租安排的职责，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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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常的零售管理系统继续如往常一样。

项目经理也许会发现，软件新的配置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加以使用，以此来延续

内部改变的观念，例如将粘贴海报的地方出租用来供广告之用。在这里，在新的设计

中重用灵活的SOA模型才能得出新的业务提议。这不仅仅是SOA模型取得的一个新

成果，并且也是一个新机会，而在以往有可能是不会出现这样的机会的。

这使得垂直改变也成为可能，在垂直改变中，零售商可以从销售他们自己的商品

从而转变为专门通过store-store模型出租地方。如果完全从最底层开始垂直改变的

话，这样就会使SOA模型结构发生显著改变，与此同时可能有新的系统、软件、流程

以及关系与之同时发生改变n羽。在这种情况下，SOA模型的优点是不是从应用程序和

程序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是它从业务操作和流程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样可以根据业务的

操作清楚地确定什么需要添加、修改或删除。然后可以将为适合业务处理的方式来构

造软件系统u别。

在这里最重要的部分是改变和SOA系统适应改变的能力。对于软件的研发者来

说，无论是在他们工作的范围之内还是在他们工作的范围之外都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改

变，这取决于是否有改变需要知道接口是如何定义的以及它们相互之间n2I。与软件的

研发者不同的是，引起对SOA模型大的改变是架构师的职责。基于这样的分工，就

是让软件的研发者集中精力对作为服务定义的功能单元进行创建，而让架构师和建模

人员集中精力于将这些单元适当地组织在一起进行规划n别。

SOA对于面向同步和异步应用的，基于请求／响应模式的分布式计算来说可能会是

一场革命。消费者或客户端被一个应用程序的业务逻辑(business logic)或某些单

独的功能被模块化并作为服务所呈现。松耦合特性也是这些服务的关键n副。例如相互

独立服务的接口和实现。通过组合一个或多个服务可以被应用开发人员或者系统集成

者来构建应用，而无须对服务的底层实现进行理解。例如，一个服务可以用J2EE

或．NET来实现，除了使用的语言也可以不同外，使用该服务的应用程序可以在不同

的平台之上。

2．2．4 SOA的生命周期

由于业务的诸多方面被SOA所涉及到，正因为这样就需要对SOA项目从一开始

就进行细心的设计和规划。这样整个项目的生命周期都需要被考虑，从项目最初的阶

段到第一个实现，再一直到有可能发生的重用和修订n驯。

建模

相关技术来与面向服务的体系结构项目的第一步几乎没有任何的联系，所有事项

都与您的业务相关。业务所执行的活动被面向服务的方法视为服务，因此第一步是要

对这些业务活动或流程实际是什么进行确定。并记录您的业务体系结构，这些记录的

作用在于不仅可以对SOA进行规划，还可以对实际业务流程进行优化。您可以通过在

编写代码前模拟或建模业务流程更深入地了解这些流程，这样便有利于构建并且帮助

执行这些流程的软件项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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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预期实现的深度决定了建模业务流程的程度。不仅仅如此，这个程度还依赖于

开发团队中担任的角色。例如您是企业软件架构师，对实际的业务服务进行建模是您

的主要工作。如果您是软件研发人员，对单个服务进行建模可能会是您的主要工作。

组装

开发人员可以在对业务流程进行了建模和优化后开始构建新的服务和／或重用现

有的服务，随后对其进行组装，从而形成组合应用程序，以便实现这些流程。您在建

模步骤中已经确定了已经存在某种形式的实现这些服务或访问该类数据所需的一些

软件并且需要何种类型的服务以及它们将访问何种类型的数据n训。找到已经存在的功

能，并为其添加服务支持是“组装’’步骤的主要工作。除此之外，为了满足您的SOA

涉及的业务流程范围内的需求，还涉及到创建提供功能和访问数据源所需的新服务。

部署

在进行了建模、组装两个步骤后，要对组成SOA的资产进行部署，将其部署到

安全的集成环境中。这种环境本身是为了集成业务中涉及的人员、流程和信息而提供

专门化的服务。为了确保将公司的所有主要元素连接到一起协同工作，必须需要这种

级别的集成n制。此外，满足业务的性能和可用性需求是部署工作主要任务，部署工作

还要提供足够的灵活性，用来吸纳新服务(并使以前的服务退役)，而不会对整个系

统产生过多的影响¨41。

管理

在一切都正常运行，系统就位后也不可以对一切放手不管。在部署后，需要从业

务和IT这两个角度对您的系统进行监视和管理。收集的信息用于帮助实时地了解业

务流程，从而能更好地进行业务决策，并将信息反馈回生命周期，以进行持续的流程

改进工作是在“管理”步骤中的主要工作。接下来需要处理安全、服务质量、一般系

统管理之类的工作。

控制

SOA是一种集中系统；其中可以包含来自组织的不同部门的服务，甚至还能包含

来自组织外的服务。如果没有恰当的控制，这种系统很容易失控。

控制对所有生命周期阶段起到巩固支撑作用，为整个SOA系统提供指导，并有

助于了解系统全貌。它提供指导和控制，帮助服务提供者和使用者避免遇到意外情况。

2．3系统开发方法概述

本软件项目管理系统是在Jboss Seam框架基础上融合了SOA思想以及JSF工作

流跟踪原理设计的软件项目管理系统。

Seam是一个Java EE 5框架。它通过把JSF与EJB3．0组件合并在一起，从而为

开发基于Web的企业应用程序提供一个最新的模式。Seam可以让你把EJB组件直接

绑定到JSF页面。Seam还可帮助你把JBPM流程定义直接地集成到你的应用程序中
[1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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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F和EJB 3．0是Java EE5的两个最好的新特性。EJB3是服务器端业务和持久逻

辑的全新组件模型。同时，JSF也是表现层的一个优秀组件模型。不幸的是，这二者

都无法独自解决所有的计算问题n 51。 实际上，JSF和EJB3结合使用后运作得最好。

但是Java EE5规范并没有提供如何整合这两个组件模型的标准方法。 所幸，这两种

模型的创建者都前瞻到了这种状况，并且提供了标准的扩展点，允许对各自进行扩展，

或者与其他解决方案集成n 5|。

Seam将JSF和EJB3的组件模型合二为一，消除了胶合代码，使得开发者专注于

业务问题。编写“一切”都是EJB的Seam应用程序是有可能的。如果你习惯把EJB当

作是细粒度的所谓“重量化”的对象，这可能会令你很吃惊。 然而，从开发人员的角

度来看，3．0版本已经完全改变了EJB的本质。EJB是一个细粒度的对象一没有什么

东西会比注解的JavaBean更复杂了。Seam甚至鼓励你使用会话Bean作为JSF动作
监听者n53 1

另一方面，如果你宁可不在这个时候采用EJB 3．0，不用勉强。事实上，任何Java

类都可以是一个Seam组件，并且Seam提供了你期待从“轻量化”的容器，甚至任何

组件、EJB或者其他东西中获得的所有功能口司。

图2．1 Seam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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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基于SOA的软件项目管理系统方法的概述

3．1软件项目管理系统的基本工作

1)项目开发需要的资源

在二十一世纪初中国软件评测中心调查中发现，中小型软件项目中所需资源及其

在项目成功中所占比例为：稳定的团队占31％，明确的需求占24％，有经验的管理者

占20％，充裕的时间占13％，成熟的技术只占10％。可见技术已经不是决定软件项目

成败的最主要原因，而团队的稳定性和明确的需求是最重要的。所以软件管理系统最

重要的职责就是保证团队的稳定以及确保需求的明确n制。

2)安排项目开发计划

有明确的目标、明确的时间期限是安排任务要做的主要工作。如果目标不在最初

的时候明确，就有可能会在完成的过程中受环境的影响而进行调整，最后可能会使目

标发生偏移、控制不严格或时间期限不明确，这有可能会导致工程无限期的延长。要

明确划分任务，要在各任务执行之前就要对任务之间的关系明确的进行定义，要尽可

能降低各模块任务耦合程度，这样才能将各块任务之间相互影响减到最小。另外，要

在任务划分时还要作好局部重做的准备，所以对模块的划分和架构的设计来说，必须要

能够满足局部重做的需要。

3)写好项目开发文档

要写好项目的开发文档是项很重要的工作。在软件开发过程中，需要注重的细节

非常多，如果稍不留神可能就会发生遗漏，所以要时时做好开发文档记录工作。要做好

思路的整理过程，将我们需要记载的所有信息在文档中记录下来，进行查询、归纳、

分类、整理、删减、补充等，然后整理出一套明确、完整、逻辑严密的思路，写好项

目开发文档是必要的工作。沟通是写文档的最高的境界，要让别人清楚的理解你所写的

东西，这件事是不简单的，要让别人看懂，不仅要思路清晰，逻辑严密，还需要有层

次、有主次的论述观点。文档对沟通来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项目开发过程中，

文档对开发的沟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做项目运行阶段，文档对项目维护更新也起

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4)做好汇报管理工作以及工作流程的跟踪

在软件开发过程中，对工作进程的管理是相当重要的，对软件开发进度规范合理

的管理可以大幅度的提高软件的开发速度，保证软件的开发质量，增加软件公司的效

益，而软件项目管理系统所要做的就是管理好软件开发人员的进度汇报工作，以及软

件开发管理人员的工作流程跟踪工作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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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基于SOA的软件项目管理系统

3．2．1与其他软件项目管理系统的比较及创新

在对国内外正在使用的软件项目管理系统的调查和分析中，面向服务的思想

(SOA)很少被应用到管理软件项目的开发流程中，即使在某些系统中应用到一些

SOA的思想去管理软件开发流程，但还没有在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应用SOA的思想

去整体规划和设计，对整个项目的面向服务的效果也没做深入的研究和评估。致使软

件项目管理系所管理的项目开发周期长，软件重用性低、大大增加了开发成本。

利用SOA的思想开发出一个功能比较齐全的，效率比较高的、能够对软件公司

的项目开发流程进行实时监控的项目管理系统，从而缩短软件开发的周期，提高软件

开发的效率。

3．2．2基于面向对象、面向组件、面向服务(SoA)方法的关系

本软件项目管理系统的创新之处是用面向服务的思想(SOA)去管理软件项目的

开发，首先我们需要理解基于面向服务(SOA)的软件开发方法，其次才能良好的应

用SOA思想管理各类软件的开发。

伴随着软件开发行业的迅猛发展，不可避免的牵涉到异构、分布式等复杂的特征

环境，导致了项目开发周期长，软件重用性低、大大增加了开发成本。从而多种架构

与性环境如(Seam，．NET)等应运而生，架构环境关注与业务开发，各种业务功能

以组件形式发布到各类架构环境中，软件的开发级别也上升到组件级别。此阶段所采

用的方法是面向组件的方法。随着企业级的迅猛发展和扩大，对减少软件的重用，异

构的要求也越发突出出来，面向服务的思想(SOA)应运而生，它是基于面向对象和

面向组件方法的升华。应用了SOA的思想去管理所开发的软件。使得能充分利用现

有的资产，集成和管理复杂性变得更为容易。将基础设施和实现发生的改变所带来的

影响降到最低限度，更快地整合现实。如图3．1所示：

图3．1面向对象、组件、SOA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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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SOA软件系统服务的构建过程

以往的面向对象、面向组件的设计方法的方法，总是先构建多个的应用，每个应

用可能都有自己的功能层次、数据架构、安全架构等，然后随着系统的发展，需要在

应用间进行整合，包括表示层整合、数据整合和流程整合等。根据客户的需求提取出

业务流程或根据现有组件、系统提取出组件。从而应用面向对象、面向组件的设计方

法进行软件开发设计。随着软件企业级的日益扩大，对减少软件的重用，异构的要求

也越发突出出来。SOA的出现，为软件组织构建灵活应对需求变化的软件系统指明了

方向。它需要通过业务流程及组件中归提取出服务，然后将简单的服务编排成符合的

服务，充分按照SOA思想进行软件的开发与设计n81。

表示层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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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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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系统和资源

图3．2 S0^软件系统构建服务图

如图3．2所示，在服务消费者方面，系统开发人员在表示层系统需要做的是根据

客户的需求，分析、归纳出整个系统的业务流程，形成业务流程模块。然后对业务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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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模块进行分析与编排。分别从功能，开发原理，开发代码等方面对业务流程进行编

排，将功能，开发原理，开发代码等方面相似的业务流程进行提取，从而形成简单的

服务。对简单服务进行分析，归纳，将相近的简单服务进行编排，形成简单或复合的

服务，达到服务提取的目的。

从服务消费者方面来看，企业的资源，企业的组件需要和简单的服务或复合服务

进行对应，如暂缺的企业组件资源，需要根据服务进行补足，最后形成一个个完整的

服务包。从而达到客户的应用。以这种方式进行软件开发与设计，可以充分应用面向

服务的思想(SOA)进行软系统的开发，减少软件的异构及重用。也可积累企业的资

源，对软件项目的快速、规格化开发，以及企业的壮大都能起到而后很大的作用。

后续需要对企业的服务总线进行集成，对基础架构的服务进行服务质量、安全、

的管理和监督，完整的进行数据架构和商业智能的应用。

3．2．4 SOA软件系统服务的构建方法

服务是整个SOA实现的核心，如何进行SOA软件系统服务的构建，即如何根据

需求和企业现有资源构造服务。将业务流程合理化归纳和编排成服务。构建服务的大

致过程有初始、定义、设计、构造、部署、维护等几个步骤n叼，具体介绍如下：

图3．3构建服务过程图

初始的基本工作：

在初始阶段主要需要完成的工作有：明确所要开发SOA软件项目的需求，明确

开发目的、企业现有资源等。

定义的基本工作：

在定义阶段主要需要完成的工作有：对需求进行完整的收集与并进行合理化分

析、非功能性需求定义、定义技术基础设施、项目计划制定、定义和实现用例、定义

和记录总的体系机构等。需求分析与采用其他方法开发软件的过程和方法是相同的，

首先要分析系统的功能性需求和非功能性需求。需要注意的是，分析系统功能时，不

能像传统的方法那样按照各个部门来分析，而是需要按照业务流程来进行分析，按照

业务流程定义出完整的服务。

设计的基本工作

在设计阶段主要需要完成的工作有：明确需求，对业务流程进行细化，并设计，

编排出简单服务，为从功能，设计原理等方面联系紧密的简单服务设计出相应的符合

服务瞪0。。

构造的基本工作

在构造阶段主要需要完成的工作有：依照需求分析，合理的SOA构建方法构造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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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并完成编码、测试等工作，对相关必要文档进行编写及保存。

部署的基本工作

在部署阶段主要需要完成的主要有：项目开发人员对服务进行完整的部署，完成

相关模型，及系统的开发工作。

维护的基本工作

在维护阶段主要需要完成的工作有：系统维护人员对SOA系统进行必要的代码，

功能等后续服务如错误纠正，根据新需求添加新功能等。 ．

3．3应用SOA思想如何进行软件项目管理和开发方法的研究

3．3．1 SOA的模块化的概念

服务支持的一个包含内聚性接口的接口集，即使在同一个模块下它们也应该彼此

相关联脾11。模块化的原则应该在服务设计中被坚持，这样可以通过很少的依赖关系对

一个或多个服务进行组合。下面列举了一些模块化的准则：

一、模块的可分解性

每个应用可以被分解成许多小模块，其中每个小模块可以代表应用中一个单独

的、不同的功能即是模块的可分解性。一个大的应用在自顶向下的设计中被分解成小

的应用。可重用是分解模块的主要目的，即在不同的环境中对模块进行重用[22]o

二、模块的可组合性

服务组件可以作为一个整体与其它服务自由地组合成新的服务系统即是模块的

可组合型。服务设计者应该充分的对服务的独立性进行考虑，从而在完全不同的系统

中对模块进行重用乜羽。

三、模块的可理解性

用户在不了解其它服务的情况下理解当前服务功能的能力即服务的可理解性。

服务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就是模块的可理解性，因为任何服务可以被服务消费者在

任何时间查找并使用，如果功能方面的可理解性不被服务模块所具备，该应用则很难

被用户决定是否使用口刳。

四、模块的连续性

某个服务的改变将影响其它服务或服务消费者即服务的连续性。没有充分隐藏

服务实现细节的接口在需要改变时将引起多米诺效应，在服务内部实现改变时要求其

它服务和应用也要作相应的改变，因此每个服务都必须隐藏其内部设计实现的具体信

息№3。

五、模块具有自保护性

服务中的异常条件不会级联影响其它的服务以及服务消费者即服务的自保护性。

其它服务、用户、服务消费者之间的契约服务和内部数据状态不能被操作中的错误所

影响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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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如何应用SOA的思想管理软件项目的开发方法的研究

在了解SOA软件系统服务的构建过程和SOA的构建方法后，我们要做的是如何

应用面向服务(SOA)的思想去管理软件项目的开发与设计，也就是要研究如何应用

所开发的软件项目管理系统去按照SOA软件系统服务的构建过程和SOA的构建方法

去管理企业所要开发的软件，用软件项目管理系统去管理并约束企业按照SOA面向

服务的思想去开发、管理、维护软件项目的开发口引。

软件项目管理系统如果想要应用SOA的思想去管理软件项目的开发就要将软件

工程、项目管理系统、SOA思想的架构原则和过程紧密、有机的集合起来。

依照软件工程理论开发软件主要包含需求分析、概要设计、详细设计、编码和测

试五个阶段瞳41。在每个阶段完成各自的管理功能，完成对面向服务(SOA)思想的架

构的管理，对SOA的构建过程即初始、定义、设计、构造、部署、维护进行全面的

管理。使项目管理系统完整的对开发软件项目进行全面的管理，实现在软件开发全过

程中遵循面向服务(SOA)的思想。

图3．4应用SOA思想管理软件项目的开发图

需求分析阶段：软件项目管理系统如果要应用SOA的模块化原理去管理软件项

目，就得从软件开发的需求分析做起。在以往的软件项目管理系统中通常只对业务模

块进行划分并管理，而这里我们要做到对业务模块进行细分，实现模块的分解性。在

自顶向下的设计中将～个大的应用分解成小的应用。首先将业务流程划分成一个个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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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模块，对业务模块进行整理、分析，并进行功能模块的划分。在需求分析中主要

应用NT面向对象、面向组件的思想，本软件项目管理系统在需求分析中主要的职责

是管理好业务流的划分和功能模块的整理嘲。如图3．5所示：

图3．5需求分析阶段基本工作图

概要设计阶段：在软件的概要设计阶段，除了要对以往软件工程中概要设计基本

工作进行必要的管理，而且还要对功能模块进行划分归类，将功能相同或相似的模块

进行组合、归纳、提取，形成简单服务、并对相同或相似的简单服务进行组合，形成

复合服务。本软件项目管理系统在这部分主要的功能为进行软件工程中概要设计流程

进行必要的管理，并对简单服务、复合服务进行管理啪3。如图3．6所示：

功能模块 功能模块功能模块功能模块 功能模块功能模块

图3．6概要设计阶段基本工作图

详细设计和编码阶段：在软件的详细设计和编码阶段，除了要对以往软件工程中

详细设计基本工作进行必要的管理，还要完成详细设计，和编码的管理工作，完成所

设计和归纳的服务的部署工作乜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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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和维护阶段：在软件的测试和维护阶段，除了要对以往软件工程中软件的测

试和维护阶段基本工作进行必要的管理，还要对SOA系统进行必要的代码，功能等

后续服务如错误纠正，根据新需求添加新功能等操作进行管理，完成SOA的后续维

护工作。

总之，本软件项目管理系统除了要有管理软件开发的基本功能外，还要在软件开

发的需求分析阶段对SOA的初始和定义进行管理，在软件的概要设计阶段对SOA的

设计和构造进行管理，在软件的详细设计和编码阶段对SOA的部署进行管理，在软

件的测试和维护阶段对SOA的后续维护进行管理。这样本软件项目管理系统就充分

的应用面向服务(SOA)的思想对所开发的软件进行管理，使所管理开发的软件项目

充分应用面向服务(SOA)的思想。

图3．7应用SOA思想管理软件项目的基本工作图

将SOA的开发思想应用到软件项目管理系统中，不仅可以体现用软件项目管理

系统去管理软件开发的优点，也可将SOA的开发思想从软件开发开始应用到整个软

件开发流程中。这样使得软件工程的流程可以完全的遵循SOA的思想。使得能充分

利用现有的资产，集成和管理复杂性变得更为容易。将基础设施和实现发生的改变所

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更快地整合现实㈣。减少成本和增加重用。通过以松散耦

合的方式公开业务服务，企业可以根据业务要求更轻松地使用和组合服务，可以更轻

松地创建、修改和管理它来满足不同时期的需要。

从而应用SOA模块化的原理去管理软件的开发流程，使所开发的软件遵循SOA

的设计思想进行开发和设计。保证了服务模块的可分解性，可组合型，可理解性，可

连续性以及可保护性。使得能充分利用现有的资产，集成和管理复杂性变得更为容易。

将基础设施和实现发生的改变所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更快地整合现实，减少成

本和增加重用。通过以松散耦合的方式公开业务服务，企业可以根据业务要求更轻松

地使用和组合服务，可以更轻松地创建、修改和管理它来满足不同时期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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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软件项目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4．1系统的概述

本系统的目的是建立一套完善的项目开发工作流管理系统。 通过人与计算机共

同工作的自动化协调、控制和通讯，在计算机化的业务过程上，使所有命令的执行都处

于受控状态。在项目开发的过程中，项目参与人员的具体工作情况可以通过时序图的方

式体现出来，工作人员每天的工作完成情况以及遇到的技术难题解决方法都会以工作

日志形式记录下来，既方便个人对工作的总结，又方便管理层的管理。

同时，从项目确立开始的所有工作都会以文档的形式记录并存档，以备查询。总

之，这一系统可以有效的帮助管理人员管理整个工作流程，提高软件开发的工作效率。

项目开发的过程中，项目参与人员的具体工作情况可以通过时序图的方式体现出来，工

作人员每天的工作完成情况以及遇到的技术难题解决方法都会以工作日志形式记录

下来，既方便个人对工作的总结，又方便管理层的管理。从项目确立开始的所有工

作都会以文档的形式记录并存档，以备查询。

本软件项目管理系统除了要有管理软件开发的基本功能外，还要在软件开发的需

求分析阶段对SOA的初始和定义进行管理，在软件的概要设计阶段对SOA的设计和

构造进行管理，在软件的详细设计和编码阶段对SOA的部署进行管理，在软件的测

试和维护阶段对SOA的后续维护进行管理。这样本软件项目管理系统就充分的应用

面向服务(SOA)的思想对所开发的软件进行管理，使所管理开发的软件项目充分应

用面向服务(SOA)的思想。

4．2环境的搭建

操作系统：Windows Server 2003

硬件配置：Intel(R)Celeron(R)2．66Hz，80G硬盘，1G内存

采用Mysql作为数据存储数据库；

采用Joss／Seam／JSF技术作为系统的解决方案，使系统具有更好的可扩展性；

采用Eclips 3．3，或者支持JDK6．0，TOMCAT4，SERVER．LET,JDBC FOR MYSQL&

MSSQL虚拟主机；

4．3系统的功能设计

系统的业务流程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分别是对所开发软件需求分析、概要设

计、详细设计、编码、测试、维护基本步骤进行管理，也要应用面向服务的思想(S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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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软件开发的管理。具体介绍如下：

项目

图4．1软件项目管理系统整体流程图

4．3．1权限登录

鉴于对系统安全性的要求，用户在登录系统时设有严格的入口控制，判断用户的

权限及操作等级，并在进入系统后有严格的访问权限和操作等级控制。

1．入口控制

系统登录设置了用户信息审核机制，用户输入自己的用工ID、姓名和密码后点

击“登录’’按钮，此时系统会将接收到的用户信息与系统数据库中的已有用户信息进

行核对，如果用户信息和数据库信息是一致的，说明此用户在本系统中存在且用户信

息正确，用户即可进入到系统的主页面。如图4．1用户登录流程图所示，

2．访问权限控制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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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信息访问权限设置为管理员和普通用户两类。登录系统从用户登录时候开始

读取用户的所有信息，直至该用户退出系统。系统预先设定的用户权限将决定系统用

户使用本系统的功能范围。如系统管理功能，只有拥有系统管理员权限的用户才能使

用，其他用户则无权进行系统管理工作。如图4．2用户访问权限控制流程图所示，

3．操作等级控制

将工作人员职位设置等级为一般开发人员、项目经理、高层主管三种。登录系统

从用户登录时候开始读取用户的所有信息，直至该用户退出系统，用于控制用户对系

统某些操作是否合法。如项目人员选取功能只能由项目经理及其以上等级的人可以对

项目人员进行更改或者删除操作，普通程序员只能查看信息。

4．3．2工作流跟踪

工作流跟踪功能使项目管理者能以时序图的形式展示当前正在研发过程中的项

目进展情况，也能够对已完成的项目进展情况进行浏览、回顾。

4．3．3建立项目

这部分主要的功能是显示已确立项目的基本信息，并将需求分析之前相关工作生

成的文件进行存档处理，方便用户查询，修改和增加，利于维护相关文档。已立项项

目经过本环节的设置才能够进行软件研发工作流的跟踪。

其中主要完成对项目进程的管理即：显示该项目的基本信息(包括项目当前状态)

和工作计划(可采用时序图的形式)。状态类型包括：未启动、进行中、暂停、终止，

并能够根据软件研发的具体环节具体指明项目在日期及资金上的完成情况。

4．3．4需求分析管理

这部分主要是为用户提供一个项目开发过程中需求分析部分工作情况的展示平

台，用户可以利用该部分的功能维护在整个调研过程中的记录和其他相关文档资料，

并对需求分析进行状态监控和管理。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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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软件项目管理系统需求分析流程图

4⋯3 4 1需求分析进程管理

说明：对需求分析工作开始时制定的需求分析计划书进行维护。具体的实现方法

可以通过时序图来完成。用时序图来记录需求分析人员王成任务的具体时间、地点和

任务类型等信息。

执行人：需求分析人员。

输入：项目描述文档、项目计划书

处理：需求分析人员可以对现有的需求分析计划书进行修改、查看、提交等操作。

若没有则可增加新的计划书，并对其进行其它操作。(以时序图的形式处理实际工作

和计划书，形成实际工作报告和计划书)

输出：需求分析计划书，实际工作的时序图

4⋯3 4 2需求分析调研日志维护

说明：这个功能主要是对需求分析人员同常的调研工作进行记录和保存。

执行人：需求分析人员

输入：需求分析计划书，需求分析调研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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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增加新的日志记录，查看已有的调研日志。

输出：需求分析调研日志。

4⋯3 4 3需求分析报告维护

说明：本功能主要是对每次调研工作结束后形成的汇总报告(需求分析报告)进

行维护。

执行人：需求分析人员

输入：需求分析调研日志和项目相关资料，需求分析报告

处理：增加(修改，存储、提交)汇总报告。

输出：需求分析报告

4⋯3 4 4需求协商记录维护

说明：这个功能主要是对与用户协商的记录进行维护

执行人：需求分析人员

输入：需求分析报告

处理：增加(修改，存储、提交)需求协商的记录。

输出：需求协商的记录。

4⋯3 4 5需求分析规格说明书的维护

说明：这个功能主要是对需求分析规格说明书进行维护。

执行人：需求分析人员或者项目负责人

输入：审核通过的需求报告

处理：增加、查询。

输出：需求分析规格说明书。

4．3．5概要设计管理

这部分主要是实现对项目开发过程中概要设计部分的管理。实现项目开发概要设

计过程中对材料、人员及具体模块设计的规范和管理，并将概要设计所产生的相关文

档存档备案，以供后续设计进行查看和修改。它的流程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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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软件项目管理系统概要设计流程图

4．3．5．1概要设计进程管理

说明：按照需求设计说明书，对项目的概要设计进行整体分析，形成概要设计计

划文档，并进行维护；同时实现实际工作时序图，记录概要设计人员任务实际完成情况。

执行人：概要设计人员

输入：需求分析规格说明书

处理：根据需求说明文档的要求，概要设计人员可以对现有的概要设计计划书进

行修改、查看、提交等操作。若没有则可增加新的计划书，并对其进行其它操作。(以

时序图的形式处理实际工作和计划书，形成实际工作报告和计划书)

输出：．概要设计计划书，概要设计工作时序图

4．3．5．2软件体系结构划分

说明：这部分是实现对整个软件功能的总体划分。

执行人：概要设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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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概要设计计划书

处理：依据需求说明文档，划分出项目的各个功能。

输出：功能划分说明文档

4⋯3 5 3子模块间关系说明文档维护

说明：对已划分的模块间的关系进行解释说明。

执行人：概要设计人员

输入：功能划分说明文档

处理：将划分的模块间关系说明文档在材料管理功能中存档管理，用于后续设计

工作查询、使用。

输出：子模块间关系说明文档

4⋯3 5 4接口说明文档维护

说明：对本级模块的接口进行详细描述。

执行人：概要设计人员

输入：功能模块说明文档

处理：将生成的模块间接口说明文档在材料管理功能中存档管理，用于后续设计

工作查询、使用。

输出：接口说明文档

4．3．5．5子功能模块概要设计文档维护

说明：对划分的每一个模块功能进行详细描述。

执行人：概要设计人员

输入：功能划分说明文档、模块间关系说明文档

处理：将生成的功能模块说明文档在材料管理功能中存档管理，用于后续设计工

作查询、使用。

输出：子功能模块概要设计文档

4⋯3 5 6数据库设计说明书维护

说明：这一部分是对数据库的综合设计，将各个部分的设计汇总。

执行人：数据库设计人员

输入：功能划分说明文档、功能模块说明文档

处理：数据库设计人员根据功能对数据库的需要，对数据库进行总体综合设计。

输出：数据库设计说明书

4．3．5．7概要设计说明书

说明：概要设计完成后生成的说明文档。
25



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执行人：概要设计人员

输入：功能设计说明书、数据库设计说明书

处理：对整个概要设计完成后，生成概要设计说明书，在材料管理功能中对其进

行存档管理，用于后续设计工作的查询、使用。

输出：概要设计说明书、用户手册

4．3．6编码管理

编码主要是完成对软件工程中的编码设计部分的管理。按照编码规范说明文档以

及详细设计说明书的具体要求对软件工程中编码设计过程中的环境搭建，任务分配，

编码过程，及相关文档存储，编写，存储，查阅等功能进行完善的系统的管理，让编

码设计流程更加规范化。

以下是编码设计流程图：

技术负责人

圉 圄
l任务分配l 一

任务分配计

划书
L／—、

图4．4软件项目管理系统编码流程图

功能设计

4．3．6．1环境搭建说明书的维护

说明：按照编码规范说明文档以及详细设计说明书的具体要求，进行编码环境的搭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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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并形成环境搭建说明书，并对此进行维护。

执行人： 技术负责人

输入：按照编码规范说明文档以及详细设计说明书的具体要求

处理：对环境搭建说明书进行存储，增，删，改，查询等操作。

输出：环境搭建说明书

4．3．6．2任务分配计划书的维护

说明：按照详细设计说明书的功能模块划分要求，进行编码过程中的人员分配，并

加入时序图进行人员任务的显示，形成任务分配计划书并对此进行维护。

执行人：技术负责人

输入：详细设计说明书的功能模块划分要求

处理：对任务分配计划书进行存储，增，删，改，查询等操作。

输出：任务分配计划书，实际工作的时序图

4．3．6．3源代码文档的维护

说明：对编码阶段的源代码进行存档，形成源代码文档，并对其进行维护。

执行人：程序员

输入：程序员编码

处理：对源代码文档进行存储，增，删，改，查询等操作。

输出：源代码文档

4．3．6．4编码阶段的自我测试

说明：对编码阶段形成的编码的J下确性进行自我测试，改正BUG，纠正错误，完善

编码，使编码符合各部分的要求，并形成新的源代码文档。

执行人：程序员

输入：程序员编码自我测试

处理：对编码阶段形成的编码进行自我测试，进行修改完善，存储形成新的源代码

文档。

输出：改正完善后的源代码文档

4．4软件项目管理系统主要功能模块的划分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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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 用户登录 软件项目管理系统界面

调
由 人 权 项 文 研 工 报

-

间
员 限 目 挡 日 时 表

管 管 维 维 士 管 审Jt!卜

曰
理 护 护 维 理 批

厅写 理
护

Web服务器

应用服务器(EJB服务器)

后端 数据库

图4．5软件项目管理系统主要功能模块图

在完成业务流程的设计后，需要对业务流程进行归纳和分析，并依照业务流

程进行功能模块的划分。对本软件项目管理系统主要划分为人员管理、客户管理、

开发日志维护、开发文档维护等功能模块。

如图4．5所示，本软件项目管理系统的前端需要友好的用户登录界面，以及

软件项目管理系统的功能控制界面。系统的主要功能包括：人员管理、人员的权

限管理、项目维护、文档维护、调研日志维护、工时管理、客户管理等，这些主

要功能都需要在系统的后台操作并管理完成，后端则需要Mysql提供总体数据库

的支持。主要模块的实现简要介绍如下：

4．4．1登录及权限管理

本软件项目管理系统的用户进行权限登录，系统用户除了要进行用户名、密

码的输入外，系统会根据预设的用户权限，系进行功能操作权限的发放。具体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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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户及功能操作权限如下表所示：

＼动 日 文 工 项 客 权 数
{詹 ：b 档 时 目 户 限 据I灰 JI!一

用＼限 维 编 管 维 管 管 库

I 护 写 理 护 理 理 维
户＼

I． 护

程序员 _ - ●

管理者 0 ● 0 0 0

系统维 ● ● t 0 ● - 0

护人员

表4．1软件项目管理系统基本权限图

对于权限管理功能则可以在角色设置里增加权限内容，设置新的权限，并在

权限设置中选择任意人员拥有该权限的使用，具体如下图：

USER ACCOUIIT‘ Abby Huang

PASSWORD。

Login

图4．6系统登录图

登录及权限管理功能模块主要代码如下：



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package zof．se锄．global；

·import org．Jboss．semm．Component；i=|

镕N徽ne《”zof．SeSln．global．109inValidator”I

public class LoginVal idator{

private UserSession userDkO I UserSessionBean．i∞C衄ce cJ；

private Identity identity-Identity．互脚tm2ce Il；

public boolean validateLoginAUUser C l{

User user-(User)Contexts．getSessionContextl)-getlSemnPrJConstants·Lo衄L
if luser!·nlI】1J t

return true；

}

Credentials oredentials·identity．getCredentials 1)；

String account-credentialsI getUsername c)；

String password‘credentials．getPassword 1)；

i￡ laccount II n玎】1 I I password
II nullJ {

return talJo；

'

user。userDAO．findByAccount faccount}；

缱Cuser一-nullI‘
return falBe；

'

if Cpassword．equals fuser．getPassword CIl}{

Identity．addRole(ussr．getRole C))；

Contexts．getSessjonContext 1)·暑et lsea瑚prjcoIl5七￡ult暑．LD锄L援s置足一置zrY，user)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public static LoglnValldator instance C I{

LoglnValidator instance-CLoginValidatorI Compone巩．get／nstahoef”zof．se鲫。
return instance；

)

}

4．4．2人员管理

人员管理功能模块主要是为了对软件公司人员的组织以及人员的配备进行

系统化的管理，方便软件公司对公司职员的管理任务的分配等工作。人员管理首

先要设置部门名称，可从文档中直接导入部门的相关设置。在设置好部门相关信

息后，对相关部门的相关人员进行管理，进行增、删、改、查等操作。

人员管理的主要功能介绍如下：人员基本信息的管理维护，包括新增、删除、修

改、查询、列表、浏览。

人员信息新增：新增人员基本信息。

人员信息删除：单个用户删除和批量用户删除。

人员信息修改：修改人员的个人基本信息。

人员信息查询：人员姓名和人员编号作为查询条件进行查询。

人员信息列表：所有客户信息显示出来。

人员信息浏览：选择某一客户浏览客户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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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系统人员设置图

人员管理功能模块主要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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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less

@Nmre l”userSession”I

目suppreooW矗rnin93 I(”serial”'I

public class UserSesslonBean extends Se咖rjBnseSesslonBean<User>姗leaents UserSession{

public static UserSession instance I I《

UserSession instance—CUserSessionl Component．getZns￡髓cef”userSession”)；

return instance；

}

public User flndSyAccount lString accountI{

String queryName t”zof．seam．userDAO．findByAccounc”；

Map<String，Qbject>parm—n眄Hnsh][ap<Scring，Object>1)；
paren培．put C”aCCOUnt”，aCCOUntI；
return getFirstQueryResulc CqueryN锄e，parersl；

'

public User findById CString Id}{

return enticyManager．findlUser．clus，id)；

’

public User flndByIP CString ipI{

String queryName t”zof．seam．userDAO．findBylP”；

Map<Strlng，(勘jecc>parers-脯HnshHap<Scring，(勘ject>{I；
paraI，ls．put C”ip”，ipl；

return gecFirstQueryResult fqueryNeme，params)；

}

pn■1ic List<User>getlllUserList”{

String quer硝ame一”zof．seam。userDAO．gecAllUsrList”；
return gecQueryResulcLisc IqueryName，lList<Object>I nullI；

l

public List<User>gecProJeccMe脚berLisc fProject project){

String queryName-”zof．seam．cask．getProjectMemberList”；

Map<String，(抽ject>params-n用r HashHap<String，Object>0；

p啦a船．put C”project”，projectl；

return getQueryResultLisc lqueryN刮me，paramsI；
}

4．4．3报表审批

报表审批功能主要包括对报表上传、查看、及审批等功能。主要完成对员工

日常问题进行反馈和管理功能。员工对日常问题、进度用报表的形式向上级进行

汇报。上级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批复。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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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报表审批管理图

报表审批功能模块主要代码如下：

public void preUpdatelctionlI{

beginConversation¨；

i士lmodel．getUser I)”null}{

User loginUser-(User)Contexts．妒es笛5j∞锄t强￡0·弘t(Se锄PrjConstants·L吼啦船∞；
User user-ne-User0：

u北r．set^cco恤cIloginUser．弘t|c∞unt”3；

user．setDisplayName{loginUser．getbiepla，Nme0I；

鹏er．setPassvordlSeeu吐PrjCoder．二脚C盟cel J．decode CloglnUser．gecPesssord()I I；

user．secEmil lloginUser．getEmil{I I；

∞er．setHodel CloglnUser．get肋北l f JI；

u8er．setlpfloginUser．getIp¨}；

∞er．setIpFrHr CloginUser．getlpFrlk 11)；

鹏er．setIpTolk CloginUser．getIpTolk 0)；

model．setUser Iu5er)；

)

public void update 0{

User loginUser-(User)Contexts．getSessionContext0．get(SemPrjConstemcs·L∞丑L跚匝硼；
User user-modeI．getUser lI；

loginUser．setlc=ountluser．get^ccount0}；

loginUser．setDisplayNamel∞er．驴tDlsplayN雠C)I；
it CmodeI．isChangePesswordl)I{

ioglnUsec．secP船sword(SemPr3Coder．j嬲t曲ce cI．encodeI∞er．getPasseord(II)；

)

loglnUser．setEmall Cu．ser．getEmall0I；

loginUser．setEodel I璐er．gec毫odel I¨；

i士lSemnPrjConetants．LOGIN MODEL D．equals C犯er．驴t肋曲l c)IJ{

loginUser．setIp Cuser．getlp”I；

loginUser．setlpFrHrluser．getlpFrHc0I；

loginUsec．setlpTolirfiL8er．getlpToHr0 J；

}

loginUser．setIodifyBy CloginUser．get^ccount 0 l；

loginUser．setEodlfyDt(SeamPr3DateT001．辨￡肋加ate0 I；

userbiO．update CloginUser)；

endeonversation C)；

5etScate C”sucess”I；

}

4．4．4项目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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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功能：项目基本信息的管理维护，包括新增、删除、修改、查询、列表、

浏览。项目的立项管理包括项目从发起新建、审批、建立项目相关信息到开始执

行，将立项所需的相关资料信息全面管理备案，方便日后的跟踪与管理。

项目执行过程的管理包括了项目任务的分解与执行、项目进度的控制与跟

踪、与项目相关的人员、设备、文档及沟通全方位的管理。项目的计划任务进行

逐层分解后会将相关的工作内容、人力、进度、设备等信息传递给项目成员，项

目成员在整个过程中清晰地了解所要完成及所要配合的项目任务和信息，并及时

进行沟通汇报与反馈，所有项目相关人员在项目过程中清晰了解整个项目状态，

使得沟通配合良好、资源配置合理、监控跟踪有效，同时帮助管理者分析项目进

度及项目过程中的问题并及l时做出调整，保证项目管理最优化。项目维护的主要

功能介绍如下：

项目信息新增：新增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信息删除：单个项目删除和批量项目删除。

项目信息修改：修改未完成的项目的基本信息。

项目信息查询：按照起止日期查询、按照负责人查询和按照合作客户查询。

项目信息列表：所有项目信息显示出来。

项目信息浏览：选择某一项目浏览项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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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项目查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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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0系统项目维护图

项目维护功能模块主要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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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黜je《“projectAction。)

gSoope IScopet弹e．倒慨s丑豇唧
@Suppre删arnlnus C{”serial。”

public clall Projectiction extends SeemPrjBaseJetion{

private ProjectSession prjSession。PcojeccSessionBean．j腊0衄ce c)；

private UserSession userSession‘UserSessionBean．j船C衄∞Cl；

private ProjectKodel mdel=Projectlodel。instate(1；

8Requ￡5tp旺a始c盯

private String pPrjId；

盼m：errmde

public void before0(

Projectlode!．State state；(ProjectEodel．Statel Contexts．FetCoavefs#J,onCoatext(}．get(Projectlodel·State·硼；

if lstate一眦UI{

state；n腭Projectlodel．State cI；

model．getProjects 0．clear|I；

List<Project>projects。prjSession．getAllProjects(mdei．getLoginuser(I l：

model．getProjects 0．addAll《projectsj；

mdel．getle—bersItem 0．clear 0；

List<User>嵋e碍；userSession。getlllUsezList 1)；

for(User usel：I堪arS)l

Selectlte∞item=n霸$electltem(use芷，∞er．getDisplayNem0 I；

model．孵t髓曲ersIt蹦0．add(ite址I；
)

}

if《mdel．getProjects¨．size ll>0)(

i士【model．getProject()一加n“pPrjId!一null}{

for lProject P：啪del．getPcojects(1I{

赶lpPrjld。equals fp．getld()I l I

p．setSelected(truel； ．

model．setProject CPI；

break；

}

’

'

址Imodel．getProJect I)--nnIJ．){

Project fp—modeI．getProjectsl)．get C0)；

fp．secSelecced(true)；

model．setPro．'Iect IfpI；

}

’else‘

model．setProiect I加】l I；

'

征Imodel．getNevProjset C)·-nul2L》{

modeI．eetNevPro．isot InC"W Pr口3ect lI)；

'

Contexts．getCoavexsetjonCoatextlI．Set,lProjectHodel．Stats．髓Y，state)；

●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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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调研日志维护

调研日志维护功能模块是为软件公司程序员的日常开发所设计。主要功能是

对程序员日常日志的记录，问题的反馈进行管理，这样可以使软件的开发更加稳

定。调研日志维护的主要功能介绍如下：

日志新增：新增一条日志记录。

日志删除：单个日志删除和批量日志删除。

日志信息修改：修改未完成的日志的基本信息。

日志信息查询：按照日期查询、按日志内容查询、按项目相关查询和按文档代号

查询。

日志信息列表：所有当前项目的调研日志列表显示在本页面。

日志信息浏览：选择某一项目浏览项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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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l调研日志维护图

4．4．6文档维护

文档维护功能模块主要功能是对软件项目开发过程中主要的项目文档进行

管理，如需求分析说明书、概要设计说明书等。方便对项目的主要文档进行管理，

对项目的规格化开发起着重要的作用。

文档管理功能介绍如下：文档基本信息的管理维护，包括新增、删除、修改、

查询、列表、浏览、调研文档相关同志的选择。

调研文档新增：新增调研文档基本信息。

调研文档删除：单个调研文档删除和批量用户删除。

调研文档修改：修改已知单调研文档基本信息。

调研文档查询：文档名字作为查询条件进行查询。

调研文档列表：所有调研文档显示出来。

调研文档浏览：选择某一调研文档浏览调研文档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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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文档相关日志的选择：选择与调研文档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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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j吖a．uCll．ErrayLlsc；叠

8w雠C”taskKodel”I
2Scope IScopeType．CO矾／ERSATIO娜

固Suppr芒ss甜arningo f { ”SSEial什)I

public class TaskHodel extends SeamPrjBaseHodel{

舯西1 ic$tatlo TaskHode l instance c){

TaskilodeI instance。CTaskHodel)Componenc．∞e血sfence C”taskBodel”I；

return instance；

}

public statio 01aoo State impl嘲ntg IState<TaskModel>{

publlo$tatlo final String KEY·”七askHodel．State”；

public Siring projectId；

public String milestoneId；

’

private

private

private

private

private

private

private

final LisC<SelectItem>

Project project；

final Lisc<SelectItem>

互i lesCone ml lestone；

projectIcel曙-nI，-ErrayLisc<SelectItem>l I；

∞ilestoneItems—ne样IrrayLisc<SeleccItem>lI；

final Lisc<Task>taskLisc-n_^rrayList<Task>()；
Task Cask；

Ta5k newTask；

private final

private final
LisC<Se lect Item>

List<SelectItem>

dependIcems。ne盯ArrayList<SelectItem>()；

Pr3Hembersm]％w ErrayLlst<SelectItem>c)；

public List<SelectItem>getPrJKembers I){

return prjMembers；

}

public L ist<Select Item>getDependItems C l t

return dependItems；

'

public Project gecPcoJecC《}{

return projecc；

'

4．4．7工时管理

工时管理模块对软件开发进度的监督和规划都起着重要的作用。项目的管理

人员可以利用甘特图来浏览并了解指定项目的开发进度，并可了解任务的情况以

及设置里程碑等。

可以对项目进行多级分解为多个子任务，并对整体任务进度和子任务定义责

任人及相关资源、信息，跟踪项目进度和完成情况，从不同角度监控项目，以便

及时对项目做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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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3工时管理图

工时管理功能模块主要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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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N茁蛞("mlestonelction。I

8Scope(ScopeType．伽聪玎啪
9￡∞}：essgarnl玛s{{。serial。}l

呻Uc elms Milesconelction extends SeamPrjBaseAction{

private ProjectSession prjSession
t

ProjectSessio曲ean．i脚tece(1；

private MilestoneSession mlsSession=MilestoneSessionBean．imt曲ce()；

private KilestoneIodel model=Iile5co舱肋del．imt衄ce(1；

8§e飘e2tpar越嬷t盯

private StriW pPrjld；

8RequeztPar雠．ter

private String pBlsld；

@C,erride

lnmc void before[1{

Iil凹to碓IodeLState 5t配e=flilesco北Jlodel．StateI ConBexts．卵￡渤陀碍a“如co五C昭C”．gabIIileetoneBodel．State．X瑚；

吐lstate==胍u}{

5tate；哪酞lesto醒如del．Stace cl；

model．getProjectItem(1．ele缸(I；

List<Project>prjList=prjSession．g{en儿Proj即臼细deLgetIrogin璐er{I}；

for lProject p：prjListl{

Selectltee item=n珂Sele=tlte髓(p，p．getPrjCode()+”：”+p．getPrjN￡meol；

mdel．getProjectlt瞄cI．add(it锄I；
}

}

if Cmodel．getProjectIt跚(I．size()>0){
if Cmodel．getProjecc()==赡U“pPrjld!=椭UI I

for CSelectltem item：啪del．getProjectlt锄s(¨l

Project p
2

fProject}item．驴cVal证f}；

if lpPrjld．equals(p．掌cir'()J I{

啪del．setProject lpI；

break：

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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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lmodel．getProject 0--nullI{

Selectltem first t model．getProjectltems cI．getl0)0；

Project卸-CProjectI first．getValue0；

model．secProject lfPI；

}

}else{

eodel．getlilestoneList(1．clear(I；

l

Project cucPrj-model．getProjeccl|；

if ecurPrj!·nulll I

String prePrjId-state．projectld；

if IprePrjld n null II!prePrjId．equals CcurPrJ．getId(1I I{

model．getMllestoneListlI．clearll；

List<Kilestone>mlsList-mlsSesston．getProjectMtlestoneList CcurPrJ)；

model．getlilestoneList 0．童ddIll CmlsListI；

}

}e．1埋e{

model．getlilestoneList0．clear0；

}

il Cmodel．getMilestoneLtsc0．sizeIl>0I l

if lmodel．getKilestone0‘-nell“pMlsld!一腿nI{

for Iltlestone柚：model．gecMtlestoneLts乞0 I{

娃IpMlsld．equals I柚．getld()I J I

∞．setSelected(true J；

model．seeKilest,oneIml；

bredk：

}

I

}

if Imodel．getKilestone0--腿ljLI{

lilestone血-model．getKilestoneList(I．getl0)；

蜘．setSelected(truel；

model．setlilestone f血I；

}

)else{

model．setIilestone CnullI；

l

if IcurPrj!t nul】){

if CmodeI．ge乞Ne可五ilescone I) --JlvJLI[．]．) {

modeI．setNewMilestone II嗍Milestone f I)；

’

}el掌e t

mode 1．setNewKilestone ln啊l】I；

}

state．projectId t CcurPcj，-nal】，nn】】：curPrj．getIdf))；

Contexts．扣0Co五矿e上5ae二。丑Co丑乇ex0 lI．Set lHilestoneModel．State．最暑Y，stateI；

}

4．5系统数据库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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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数据库语言的选取

本系统主要是利用数据库设计工具Mysql进行数据库设计，构造数据库概

念模型并生成其相应SQL代码，在Mysql数据库中导入SQL代码执行可得到

所有数据库表。之所以应用Mysql作为数据库是由于其所占用的资源较少且速

度快并总体拥有成本低，尤其是源码较为开放这一特点是选择它作为本系统数据

库设计工具的主要原因。

4．5．2数据库的连接

在Seam框架中，与数据库的接口工作是由．xml文件完成的。需要编写Seam

框架中mysql-ds．xml并放在server／default／deploy文件夹下与Mysql数据库进

行连接。具体如下：

<?)鼬l version=。I．0”encoding=。U丌一8”?≯

<!DOCTYPZ由taSOUrce5

；：i：：：。-／／Obsst／Dlm JBosS JC^Config 1．S／／蹦”

”酞t}：／／口鼹．)bo￡s。嚣g匀2ee硒c彤盛055一拈i 5，如d”’

<10e基i一巴X一理磊e长5c甚r：芒>

<]ndi—n戳．>myds<1]li：l-一n镦e>

<ee段她etio鼢娃i>j曲c：町sql：，，localh05t：3306／5e锄，璐eUnicode=tr驰‘#38；锄p；ch比acterEModiDg=U仃一8‘恐on跹冀jon—u：i>

<dr：vet—ci船￡≯c锄。=ysql．j曲c．Driver<／driver—clas5>

<％3er—n鑫蛰e>r00t<，U3红一n覆∞e>

<≯嚣s罄。：d瑚ysql<坤童ss翳【覆＼

<excepzlo§“Borter—class—n强瞪，

org．jboss．Ee$OLCCE。ad即ter．，曲c．vendor．置筇∞ExceptionSortex

《，P．xcept zon-Eort；．r’0i鑫53。矗勰e>

<趱tadat移

<tpe一黼船i玛螂QI-<／t弹e—撼}}i毋
<／功etadat丞,

4．5．3数据库表的设计

人员管理分为两个部分，人员列表和新增人员。人员列表从staff表中读出人员的

基本信息并显示出来，对人员信息进行修改和删除后将内容重新写入staff表中；在新

增人员中填写人员基本信息，并写入staff表中。

staff表(人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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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类型 长度 是否为空 说 明 主键／ 备注

外键

staff．．GUID varchar 36 否 人员GUID 主键

staff．．Code varchar 128 否 人员前台标号

staff——Name varchar 256 否 人员姓名

staff——Sex im 否 人员性别(数据字典)

staff_Brithday datetime 可以为空 人员生日

staff——Address varchar 1024 可以为空 人员住址

staff．．Educational varchar 2048 可以为空 人员履历(数据字典)

staff．．Politics varchar 128 可以为空 人员政治面貌(数据字典)

staff Tel varchar 128 否 人员电话(移动)

staff Tel varchar 128 否 人员电话(固定)

varchar 4 可以为空 内线电话

staff——Position varchar 512 否 人员职务(数据字典)

staff_Department varchar 512 否 人员隶属部门(数据字典)

varchar 1024 可以为空 其他备注信息

表4．2人员表

客户管理分为客户信息列表和新增客户两个部分，在客户信息列表中，从client

表中读出客户的基本信息，并在页面显示出来，点击新增将会跳转到客户新增也面，在

此可以添加客户，并将其写如client表中。

client表(客户表)

字段表 类型 长度 是否为空 说 明 主键 备注

／外

键

client—GUID varchar 36 否 客户GUID 主键

clien叫ame varchar 256 否 客户姓名

client——Sex varchar 20 否 客户性别(数据 001001

字典)

client_Company varchar 512 否 客户所在公司

client Tel varchar 128 可以为空 客户电话 与mail不能

同时为空

client——Email varchar 512 可以为空 客户E-mail

client_Homepage varehar 512 可以为空 客户主页

可以为空 其他备注信息

表4．3客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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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调用人员列表(staff表)中“员工的GUID”(staff_fiUID)、客户信息列表(client

表)中的“客户GUID”(client_GUID)和附件列表(attachment表)中的“附件GUID"

(attachment_GUID)。本页面将产生的数据信息如下表，这些信息将存入project表中。

project表(项目表)

字段表 类型 长度 是否为空 说明 主键／外 备注

键

project_lD im 36 否 项目ID 主键

project_Uicode varchar 128 否 项目前台代号

projecLName varchar 256 否 项目名称

project_Description varchar 2000 可以为空 项目描述

project_Date datetime 否 项目建立日期 自动获取

smff——GUID char 36 否 员工GUID 外键

client．．GUlD char 36 否 客户GUID 外键

attachment．．GUID char 36 否 附件GUlD 外键

备注信息

表4．4项目表

将调用项目表(project表)中的项目ID(project—ID)、人员列表(staff表)中

“员工的GUID”(staff_GUID)、客户信息列表(client表)中的“客户GUID"

(clientsUID)，本页面将产生的数据如下表，这些数据将存入diary表中。

字段表 类型 长度 是否为空 说明 主键／乡'1-键 备注

diary_GUID varchar 36 否 日志GUID 主键

diary_Uicode varchar 128 否 日志前台代

号

diary_Name varchar 256 否 日志名称

diary_Content varchar 4000 否 日志内容

diary_Date datetime 否 日j占日期

diary_Problem varchar 2000 可以为空 待解决问题

client——GUID varchar 32 否 客户GUID 外键

staff——GUID varchar 32 否 人员GUID 外键

project_ID varchar 32 否 项目ID 外键

其他备注信

息

表4．5日志维护表

将调用项目表(project表)中的项目ID(project—ID)、人员列表(staff表)中

“员工的GUID”(staff_GUID)、客户信息列表(client表)中的“客户G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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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ent_GUID)，日志表中的“日志列表’’(diary_GUIDList)本页面将产生的数据如

下表，这些数据将存入file表中。

file表(文档表)

字段表 类型 长度 是否为空 说明 主键／外键 备注

file——GUID varchar 32 否 文档GUID 主键

file．．Code varchar 128 否 文档前台号

file——Name varchar 256 否 文档名

file——Content varchar 4000 否 文档内容

file Date datetime 否 文档编写时间 自动获取

elient_GUID varchar 32 否 客户GUID 外键

diary_GUIDList varchar 128 否 日志列表 外键

project_lD varchar 32 否 项目ID 外键

staff——GUID varchar 32 否 人员GUID 外键

表4．6文档维护表

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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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总结

第五章总结与展望

本文细致研究了面向服务(SOA)的思想、软件工程的流程、Jboss Seam

等开发工具。再对此进行了细致研究、探讨、学习基础上调查并分析了多个小型

软件公司的软件项目管理系统，总结了多个软件项目管理系统的在软件项目管理

流程上的优点及缺点。在此基础上，运用Jboss Seam等开发工具、按照软件工

程开发软件系统的流程、并融入SOA的思想去管理软件的开发、集合了多数软

件管理系统的优点，进行了本软件项目管理系统的初步开发。

本系统的目的是建立一套完善的项目开发工作流管理系统。 通过人与计算机共

同工作的自动化协调、控制和通讯，在计算机化的业务过程上，使所有命令的执行都处

于受控状态。在项目开发的过程中，项目参与人员的具体工作情况可以通过时序图的

方式体现出来，工作人员每天的工作完成情况以及遇到的技术难题解决方法都会以工

作日志形式记录下来，既方便个人对工作的总结，又方便管理层的管理。

同时，从项目确立开始的所有工作都会以文档的形式记录并存档，以备查询。总

之，这一系统可以有效的帮助管理人员管理整个工作流程，提高软件开发的工作效率。

项目开发的过程中，项目参与人员的具体工作情况可以通过时序图的方式体现出

来，工作人员每天的工作完成情况以及遇到的技术难题解决方法都会以工作日志形式

记录下来，既方便个人对工作的总结，又方便管理层的管理。从项目确立开始的所有

工作都会以文档的形式记录并存档，以备查询。

本系统一个创新点就是将SOA这种思想应用到软件项目开发管理的体系中。简单

的说通过SOA思想在本系统中的应用，使在本系统管理下的软件开发流程遵循SOA的

规则，增强的所管理开发软件的面向服务的特性，增加代码的重用性，使所开发的项

目可以跨平台，跨语言的结合。大大缩短的软件开发的工期，加强了软件开发面向服

务的逻辑性。

5．2展望

IT行业是一个飞速发展的行业，随之，软件项目管理系统也跟着迅速的发

展和进步着。本软件项目管理系统在我们研究小组的不断的探索和学习开发中虽

然有了一定的成果。但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进一步的改善和完善。

1．由于时间、技术、人员的限制，本系统只完成的初步的开发，还有跟多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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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需要完善和设计。

2．本文关于如何运用SOA的思想去管理软件项目的开发，在理论上还研究

的不够成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完善，并逐渐接受实践的检验。

3．对于Jboss Seam开发框架，JSF工作流跟踪还需要进一步学习和运用。

希望在今后的其他软件开发工作中，能完全灵活运用这些开发工具去参与软件项

目的快速开发与设计。

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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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jl-．Oili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致 谢

时光飞逝，在东北师范大学理想信息技术研究院的三年研究生时光即将渡

过。短短的三年研究生生活使我受益匪浅，在理想信息技术研究院的培养下，我

的学术和思想道德水平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在这里，我最要感谢的是我的导师李献业教授。李老师广博的学识和在学业

上广博的知识和严密的逻辑思维，在科研实践中的身体力行、踏踏实实的工作作

风都使我受益匪浅。三年来他对我的悉心教导，对我起到了相当大的帮助，李老

师的思想品德和工作作风也对我今后的工作和学习指引着方向。

我还要感谢研究院的老师对我的指导和教育，以及数据库实验室老师、同学、

同事对我的鼓励和帮助。在论文即将完成之际，我要对他们表示最真诚的谢意!

即将结束再次学习的生活，相信等待我的是一片充满机遇、风险与快乐的土

地：也相信我和同学们的事业必将如涅磐之风、浴火之凰；更加相信，今天的努

力会成就我们前程似锦的未来!“风雨不改凌云志，振衣濯足展襟怀。行方智圆

煅内蕴，海阔天空铸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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