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４３５４（２００６）０６－００３７－０４

用ＡＳＰ开发基于Ｂ燉Ｓ结构的网站管理系统
吴林荣

（陕西省气象局，西安７１００１４）
摘要：分析了Ｂ燉Ｓ结构的特点，列举把Ｂ燉Ｓ结构应用于网站管理系统的优点。简要介绍ＡＳＰ
（ＡｃｔｉｖｅＳｅｒｖｅｒＰａｇｅ）的工作流程及运用ＡＳＰ技术开发ＷＥＢ应用程序的关键技术和访问数据库的
方法。介绍网站管理系统的设计规划、系统结构、系统功能以及系统各功能模块的部分设计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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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运用ＡＳＰ、ＪＳＰ、ＰＨＰ等技术开发基于Ｂ燉
Ｓ（Ｂｒｏｗｓｅｒ燉Ｓｅｒｖｅｒ）的动态网站，已经十分流行，许
多技术也已相当成熟。陕西气象网作为陕西省气象
局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是外界了解陕西气象的重
要途径，建立稳定、高效、安全的网站管理系统是十
分必要的。为此，陕西气象信息网经过三次大的改
版，目前的最新版本无论是在系统稳定性、运行高
效性、还是在管理安全性方面都作了较大的改进，
能够适应气象业务的健康发展。
Ｂ燉Ｓ结构的数据库访问模式
１１三层Ｂｒｏｗｓｅｒ燉Ｓｅｒｖｅｒ结构

Ｂ燉Ｓ结构是真正的三层结构，它以访问ＷＥＢ
数据库为中心，ＨＴＴＰ为传输协议，客户端通过
浏览器（Ｂｒｏｗｓｅｒ）访问ＷＥＢ服务器和与其相连
的后台数据库，称为Ｂ燉Ｓ（Ｂｒｏｗｓｅｒ燉Ｓｅｒｖｅｒ）模式。

第一层是客户端，即浏览器，主要完成客户
和后台的交互及最终查询结果的输出功能。在客
户端向指定的Ｗｅｂ服务器提出请求，Ｗｅｂ服务
器用ＨＴＴＰ协议把所需文件资料传给用户，客户
端接受并显示在ＷＷＷ浏览器上；第二层Ｗｅｂ
服务器是功能层，完成客户的应用功能，即Ｗｅｂ
服务器接受客户请求，并与后台数据库连接，进
行数据处理，然后将处理结果返回Ｗｅｂ服务器，
再传至客户端；第三层数据库服务器是数据层。数
据库服务器应客户请求独立地进行各种处理。

与传统的Ｃ燉Ｓ（ｃｌｉｅｎｔ燉ｓｙｓｔｅｍ）模式相比，Ｂ燉
Ｓ结构把处理功能全部移植到服务器端，用户的
请求通过浏览器发出，客户端只要能上网即可，没
有其它更高的要求，所有的操作均在服务器端完
成，对数据库使用和维护都比传统模式更加经济
方便。且使维护任务层次化：管理员负责服务器
硬件日常管理和维护，系统管理人员负责后台数
据库的更新和维护。
１２Ｂ燉Ｓ模式应用到网站管理系统的设计

采用Ｂ燉Ｓ结构，突破传统的文件共享模式，
为网站管理系统的设计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借
助ＡＳＰ的ＷＥＢ应用程序，用户通过Ｂｒｏｗｓｅｒ软
件连接后台数据库并完成相应操作，实现网页的
动态更新和维护。Ｂ燉Ｓ模式的网站管理系统，客户
端无需专用的软件，系统有较好的网络扩展性，程
序和数据的物理位置已经不再是重要问题，访问
者只关心网站的ＵＲＬ地址。设计基于Ｂ燉Ｓ结构
的网站管理系统，需要重点考虑：①内容和结构
的彻底分离；②系统安全认证及数据库防下载设
计；③各管理模块相互分离以便于集成。

基于以上考虑，网站管理系统抽象为图１的
系统构架。
用ＡＳＰ开发ＷＥＢ数据库应用程序

ＡＳＰ是ＡｃｔｉｖｅＳｅｒｖｅｒＰａｇｅｓ的简称，是
ＷＥＢ应用程序环境，应用于ＷＩＮＤＯＷＳ系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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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网站管理系统的设计构架

过ＡＳＰ，可以使用多种开发工具组合ＨＴＭＬ代
码，利用本地服务器或远程服务器运行的组件来
存取数据库、应用程序或处理信息，实现强大的
ＷＥＢ应用。ＡＳＰ工作流程：先由客户端发出
ＨＴＭＬ请求到ＷＥＢ服务器，ＷＥＢ服务器根据客
户请求向数据库服务器发出数据查询请求，数据
库服务器将返回查询结果到ＷＥＢ服务器，再由
ＷＥＢ服务器返回给客户端。ＡＳＰ的强大功能可
通过调用六大内嵌对象来实现。
２１ＡＳＰ的内嵌对象和调用

ＡＳＰ提供的内嵌对象使用户更容易收集通
过浏览器请求发送的信息、响应浏览器以及存储
用户信息。有了这些对象可以使ＡＳＰ的功能更强
大。对象就是一段封装的完整的软件模块。这些
对象之间通过属性来传递参数，设计ＡＳＰ时经常
需要调用各种对象来实现开发动态数据库访问的
功能。ＡＳＰ有６个内建对象：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ｑｕｅｓ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ｅｒｖｅｒ，Ｓｅｓｓｉｏｎ和
ＯｂｊｅｃｔＣｏｎｔｅｘｔ。
２１１ＨＴＴＰ的客户请求燉服务器响应Ｂ燉Ｓ层
次的结构体系中，客户端的请求都是通过浏览器
发出ＨＴＴＰ的请求，而服务器是将后台数据库根
据客户端请求运行的结果返回给客户端的浏览器
环境中。调用Ｒｅｑｕｅｓｔ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对象可以实现
ＨＴＴＰ客户请求燉服务器响应的机制。

ＨＴＭＬ表单是收集Ｗｅｂ信息最常用的方

法，是在Ｗｅｂ页上提供用户界面控件的特殊的
ＨＴＭＬ标记的排列。文本框、按钮和复选框都是
典型的控件，这些控件使用户和Ｗｅｂ页实现交
互，并且将信息提交给Ｗｅｂ服务器。

引用方式实例：ｐａｓｓｗｏｒｄ＝ＲｅｑｕｅｓｔＦｏｒｍ
（“ｐａｓｓｗｏｒｄ”）

调用Ｒｅｑｕｅｓｔ对象的Ｆｏｒｍ集合，将表单中
值域名为ｐａｓｓｗｏｒｄ的值赋给变量ｐａｓｓｗｏｒｄ，以
便后续的操作可以方便将变量ｐａｓｓｗｏｒｄ中的值
传递给后台数据库中。通过调用ＲｅｑｕｅｓｔＦｏｒｍ
就实现了ＦＯＲＭ表单的信息提取。

服务器端向客户端发送数据时，可以调用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对象。它与Ｒｅｑｕｅｓｔ对象形成了客户请
求燉服务响应的模式。而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对象是必须
的发送给客户端浏览器的唯一对象。常用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响应方法：①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Ｗｒｉｔｅ方法是最
常用的Ｒｅｓｐｏｎｓｅ的响应方法，＜％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ＷｒｉｔｅＳｔｒｉｎｇ％＞可以简写为＜％＝
Ｓｔｒｉｎｇ％＞，当后台数据库经过ＳＱＬ语言的处理
后的结果要返回到客户端的浏览器时，编写ＡＳＰ
文件时，可使用此方法显示出相应的结果。②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Ｒｅｄｉｒｅｃｔ方法是将指示客户端浏览器
重定向到另一ＷＥＢ页上。语法为
“ＲｅｑｕｅｓｔＲｅｄｉｒｅｃｔＵＲＬ”。这样可以方便的引导
用户进入正确的ＷＥＢ页面。
２１２Ｓｅｒｖｅｒ对象Ｓｅｒｖｅｒ对象提供了服务器
端的服务功能。常用的方法：①ＣｒｅａｔｅＯｂｊｅｃｔ方
法，用来创建服务器组件的实例。可以很方便地
扩展ＷＥＢ服务器的功能，引入了ＡｃｔｉｖｅＸ后，使
得ＡＳＰ的功能可以无限制地被扩展。ＩＩＳ还提供
了若干个可安装的ＡＳＰ组件。增强了ＡＳＰ的功
能。比如：ＳｅｔＣｏｎｎ＝ＳｅｒｖｅｒＣｒｅａｔｅＯｂｊｅｃｔ
（ＡＤＯＤＢ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②ＭａｐＰａｔｈ方法，用于返
回虚拟目录在ＷＥＢ服务器上的真实的物理路
径。语法为ＳｅｒｖｅｒＭａｐＰａｔｈ（ＶｉｒｔｕａｌＰａｔｈ），该
方法只是返回物理路径。
２１３Ｓｅｓｓｉｏｎ对象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上ＨＴＴＰ协议是
基于无连接的通信协议。当用户浏览器发送
ＨＴＴＰ请求后，ＷＥＢ服务器将用户请求的数据
返回给请求用户，然后断开连接，不记录这次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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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状态。这给为实现特定用户服务功能的程序
带来了困难。为克服这个缺点，ＡＳＰ提供了
Ｓｅｓｓｉｏｎ对象用于实现对特定用户的管理。同一个
用户在不同页面间浏览，使用传统的ＨＴＴＰ协议
是无法确定用户连接状态和不能数据共享的；
Ｓｅｓｓｉｏｎ对象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可以判断用户连
接是否超时，也可用在以前页面定义的属于该用
户绘画数据实现数据的共享。
２２ＡＳＰ访问数据库
２２１数据库操作语言（ＤＭＬ）ＤＭＬ包含对
数据进行操作的所有指令。操作数据库的指令有；
检索、插入、删除和更新。ＤＤＬ语句是创建数据
库和表时使用，ＤＤＬ语句在开发ＡＳＰ程序，特别
是实现对数据库操作部分频繁的使用，是整个系
统开发中的重要部分。
２２２ＡＤＯ对象访问数据库ＡＤＯ是一组实
现访问数据库操作的专用对象集，为ＡＳＰ提供完
整的房屋数据库解决方案。ＡＤＯ对象在服务器端
执行，并向客户端提供含有数据库信息的内容，客
户端也可以根据指定的权限返回参数来对数据库
进行读写等操作。

ＡＤＯ中包含许多对象，其中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对
象和Ｒｅｃｏｒｄｓｅｔ对象用于控制数据库存取，要建
立一次数据库访问首先要创建一个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对象，然后用基于这个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对象的
Ｒｅｃｏｒｄｓｅｔ对象来完成对数据库操作。
系统功能详细设计和实现
３１数据库的连接

陕西气象信息网的网站系统采用Ｗｉｎｄｏｗｓ
２０００＋ＩＩＳ５０＋Ａｃｃｅｓｓ２０００＋ＣＤＯＮＴＳ（２０００自
带的ｓｍｔｐ）设计，所有功能在ＩＥ５５下测试通过。
数据库的连接写入单独的文件ｃｏｎｎａｓｐ：
＜％
ｓｔａｒｔｔｉｍｅ＝ｔｉｍｅｒ（）
ＳｔｒＳＱＬ＝＂ＤＢＱ＝＂＋ｓｅｒｖｅｒｍａｐｐａｔｈ（＂燉ｄａｔａ燉
ｑｘｗｅｂａｓｐ＂）＋＂；ＤＲＩＶＥＲ＝｛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ＡｃｃｅｓｓＤｒｉｖｅｒ（ｍｄｂ）｝；＂
＇ｃｏｎｎｓｔｒ＝＂ｄｒｉｖｅｒ＝｛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ｓｅｒｖｅｒ＝
（ｌｏｃａｌ）；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ｍａｓｔｅｒ；ｕｉｄ＝ｓａ；ｐｗｄ＝；＂
ｓｅｔｃｏｎｎ＝ ｓｅｒｖｅｒｃｒｅａｔｅｏｂｊｅｃｔ（＂

ＡＤＯＤＢ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ｎｏｐｅｎＳｔｒＳＱＬ
％＞
数据库的后缀名改成ａｓｐ是一种防下载设计，且
对数据库还采取了加密措施。
３２用户身份验证

通过从用户登录页上收集到的用户名和密码
信息，调用用户登录验证的ＡＳＰ文件，查询表中
同时满足用户名和密码的条件的记录，通过记录
指针ｒｅｂｏｆ和ｒｓｅｏｆ的位置来判断该记录是否
存在于表中，如果正确则进入系统，并根据用户
的相应权限操作不同的模块，不正确则显示相应
的错误信息。将此文件也单独写进一个文件，以
便于调用。
＜％
ＩＦｎｏｔ（Ｒｅｑｕｅｓｔｃｏｏｋｉｅｓ（＂ＫＥＹ＂）＝＂ｓｕｐｅｒ＂
ｏｒＲｅｑｕｅｓｔｃｏｏｋｉｅｓ（＂ＫＥＹ＂）＝＂ｃｈｅｃｋ＂ｏｒ
Ｒｅｑｕｅｓｔｃｏｏｋｉｅｓ（＂ＫＥＹ＂）＝＂ｔｙｐｅｍａｓｔｅｒ＂ｏｒ
Ｒｅｑｕｅｓｔｃｏｏｋｉｅｓ（＂ＫＥＹ＂）＝＂ｂｉｇｍａｓｔｅｒ＂ｏｒ
Ｒｅｑｕｅｓｔｃｏｏｋｉｅｓ（＂ＫＥＹ＂）＝＂ｓｍａｌｌｍａｓｔｅｒ＂ｏｒ
Ｒｅｑｕｅｓｔｃｏｏｋｉｅｓ（＂ＫＥＹ＂）＝＂ｓｅｌｆｒｅｇ＂）ＴＨＥ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ｒｅｄｉｒｅｃｔ＂ｌｏｇｉｎａｓｐ＂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ｅｎｄ
ＥＮＤＩＦ
ｓｅｔｕｒｓ＝ ｓｅｒｖｅｒｃｒｅａｔｅｏｂｊｅｃｔ（＂
ａｄｏｄｂｒｅｃｏｒｄｓｅｔ＂）
ｓｑｌ＝＂ｓｅｌｅｃｔｆｒｏｍａｄｍｉｎｗｈｅｒｅｕｓｅｒｎａｍｅ＝＇＂
＆Ｒｅｑｕｅｓｔｃｏｏｋｉｅｓ（＂ｕｓｅｒｎａｍｅ＂）＆＂＇＂
ｕｒｓｏｐｅｎｓｑｌ，ｃｏｎｎ，１，３
ｉｆｕｒｓｂｏｆｏｒｕｒｓｅｏｆｔｈｅ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ｒｅｄｉｒｅｃｔ＂ｌｏｇｉｎａｓｐ＂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ｅｎｄ
ｅｎｄｉｆ
ＩＦＲｅｑｕｅｓｔｃｏｏｋｉｅｓ（＂ｐａｓｓｗｄ＂）＜＞ｕｒｓ（＂
ｐａｓｓｗｄ＂）ＴＨＥ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ｒｅｄｉｒｅｃｔ＂ｌｏｇｉｎａｓｐ＂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ｅｎｄ
ＥＮＤＩＦ
ｕｒｓｃｌｏｓｅ
ｓｅｔｕｒｓ＝ｎｏｔｈ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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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科技论文中插图的规范化
乔旭霞

（陕西省气象局，西安７１００１４）
摘要：结合气象科学特点，依据有关科技书刊编写格式、插图制作、量和单位、数字的用法等
国家标准和规定，简要介绍了气象科技论文中常用插图的设计制作原则和基本规范，为基层气象
科技人员撰写科技论文提供帮助。
关键词：气象；科技论文；插图
中图分类号：Ｇ２３２ 文献标识码：Ｂ

插图（简称图）在科技论文中是文字的辅助
表述手段，可使某些内容简明、准确、形象、直
观，还可起到活跃和美化版面的作用。气象科技
论文中常用的插图有照片图（包括卫星云图、雷
达回波图、遥感影像图、实物照片等）和线条图，
线条图中常用简易函数（坐标）图、天气图、地
图、示意图、各种框图（有的用拓扑图）、线路图、
直方图或圆图等。科技插图的原始设计一般只能
由论文作者完成，但是作者送交的原图常常不规
范、不准确、不美观，达不到出版要求。因此作

者向科技期刊投稿时，一定要掌握插图的规范化。
本文结合气象科学特点，依据有关国家标准和规
定［１－５］，参考文献［６－１０］，介绍气象科技论文中
图的设计制作原则和基本规范。
总的原则

图要精选，用简短文字能表达清楚时不用图；
多幅图表述类同事实时，则保留最能说明问题的
１幅；图、表、文字表述重复时，则只保留最合适
的一种表达形式。图应精心设计和绘制，根据文
章的表述要求，选择合适的图形、大小和取图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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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上代码可以看出，系统共有７种不同的

操作权限。其它后台子系统的设计均相互独立，并
编写了单独得调用接口，以便于分块调用和集成。
小结和展望

本文指出了设计基于Ｂ燉Ｓ结构网站管理系统
的基本思路，介绍了用ＡＳＰ开发该系统的原理以
及系统主要功能模块具体实现和少部分代码。建立
网站管理系统后，网站管理人员可以更快、更及时
地做好系统数据的维护工作，并借助系统实现与用
户之间的互动交流，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

未来几年内，陕西气象网将在现有基础上更
注重功能上的细化拓展，向大型门户网站的方向
发展，真正发挥气象专业网站的网络宣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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