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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西昌学院每年都要管理众多毕业生学位论文

相关数据。目前仍然采用手工方式对这些数据进

行管理，效率极低且极大地影响了学校学位科、二

级学院、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信息传递、交流与沟

通。针对西昌学院学位论文管理的特点和需求，运

用ASP.NET 4.0网络编程技术和SQL Server 2008 R2

数据库管理技术，开发了一套基于 B/S（Browser/

Server）模式的学位论文管理系统[1]。本文将在介绍

ASP.NET中的三层架构技术的基础上，详细阐述三

层架构在学位论文管理系统实现中的应用。

2 三层架构技术
分层架构将整个系统分为不同的逻辑块，大大

降低了系统的开发和维护成本；将数据访问和逻辑

操作都集中到组件中，增强了系统的复用性；同时

还大大增强了系统的扩展性。故本系统设计采用

了ASP.NET中的三层架构技术，包括Web表示层、

业务逻辑层以及数据访问层，其体系结构如图1所

示[2]。

图1 ASP.NET中的三层架构

（1）Web表示层

Web表示层用于显示数据和接收用户输入的

数据，为用户提供一种交互式的操作界面，主要由

ASP.NET Web窗体文件和隐藏代码文件组成。其

中Web窗体文件由HTML构成，主要提供给用户操

作界面；而隐藏代码文件则实现各控件的事件处

理。

（2）业务逻辑层

业务逻辑层（BLL）是Web表示层和数据访问层

之间通信的桥梁，主要负责数据的传递和处理，例

如数据有效性的检验、业务逻辑描述等，主要表现

为众多的类文件，为Web表示层提供调用接口，同

时又调用数据访问层。

（3）数据访问层

数据访问层（DAL）用于实现与数据库的交互和

访问，从数据库获取数据或者保存数据到数据库。

其中的数据库访问类（DBUtility）是对ADO.NET的

封装，封装了一些常用的重复的数据库操作[3]。

3 简单三层架构的实现
为了实现系统三层架构，将每层作为一个独立

的项目进行设计，这样可以更好地提高内聚性，降

低模块之间的耦合性，也便于以后系统的维护和扩

展。在Visual Studio中，新建“ArticleManageSystem”

解决方案，然后在其中添加5个相关项目，如表1所

示[4]。

表1 解决方案需要添加的项目

添加完成后的简单三层架构实际解决方案项

目，如图2所示。

图2 简单三层架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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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业务实体Model的实现

Model封装的实体类，一般用于映射数据库的

数据表或视图，用来描述业务中客观存在的对象。

Model实体类将贯穿Web层、BLL层和DAL层，并在

三层之间进行调用和传递。在Model项目中将添加

以下业务对象的实体类：

（1）学生信息类StudentInfo。该类是对学生实

体的相关数据字段的描述，实例化此类将得到与之

对应的学生的具体信息，如学号、姓名、性别、密码、

院系、专业、邮箱、电话等。

（2）教师信息类TeacherInfo。该类是对教师实

体的相关数据字段的描述，实例化此类将得到与之

对应的某个教师的具体信息，为实现教师的相关功

能服务。该类包含的相关字段主要有教师登录名、

姓名、性别、密码、院系、职称、学历、联系电话、邮

箱、个人简介等。

（3）题目信息类SubjectInfo。该类是对论文题

目实体的相关数据字段的描述，实例化此类将得到

与之对应的某个题目的具体信息，为实现教师出题

和学生选题的相关功能服务。该类作为系统的核

心实体类之一，主要包括编号、标题、简介、教师、院

系、路径、状态、限选人数、当前选择人数等。

（4）论文信息类ArticleInfo。该类是对论文实体

的相关数据字段的描述，实例化此类将得到与之对

应的某篇论文的具体信息，为实现论文的上传、审

核及查询相关功能服务。该类作为系统的又一个

核心实体类，主要包含论文编号、学生编号、题目编

号、中文摘要、英文摘要、中文关键字、英文关键字、

指导教师、系别、专业、路径、状态、上传日期等。

此外，还有院系信息类DepartmentInfo和专业信

息类MajorInfo，它们是为系统的其它实体类提供基

础数据；留言信息类MessageInfo，该类是对留言实

体的相关数据字段的描述，为系统在线留言功能模

块提供服务，主要包含编号、标题、内容、作者、日

期、回复等。

3.2 数据库操作类库的实现

DBUtility类库是DAL层的一个辅助类库，其直

接执行SQL语句与底层数据库交换数据，同时为上

层的DAL层提供相关的服务。在DBUtility项目中

主要有一个SQLDBHelper类，在这个类中实现了以

下一些方法：

（1）执行简单SQL语句，返回受影响的行数：

int ExecuteSql（string sql）。该方法提供了执行简单

SQL语句并返回结果行数的功能。例如在业务逻辑

层需要统计某个论文题目的选择人数，就可以通过

在数据访问层调用此方法来实现。

（2）执行简单 SQL 语句，返回 SqlDataReader：

SqlDataReader GetDataReader（string sql）。该方法提

供了执行简单SQL语句并返回一个SqlDataReader

的功能。例如在业务逻辑层中验证用户登录密码

是否正确这样轻量级的数据库访问就可以通过在

数据访问层调用此方法来实现。

（3）执行简单 SQL 语句，返回 DataSet：DataSet

GetDataSet（string sql）。该方法提供了执行简单SQL

语句并返回DataSet的功能。例如系统后台管理员

需要查看当前有哪些同学上传了论文，即可调用此

方法连接Article和Student表来返回数据集。

（4）执 行 简 单 SQL 语 句 ，返 回 DataTable：

DataTable GetDataTable（string sql）。 此 方 法 与

GetDataSet（）类似，但是只能从一个数据表中获得数

据。

此 外 ，int ExecuteSql （ string sql ，params

SqlParameter [ ] cmdParms ） 、SqlDataReader

GetDataReader（ string sql ，params SqlParameter [ ]

cmdParms）、DataSet GetDataSet（ string sql，params

SqlParameter [ ] cmdParms）、DataTable GetDataTable

（ string sql，params SqlParameter [ ] cmdParms ）和

void PrepareCommand （ SqlCommand cmd ，

SqlConnection conn， SqlTransaction trans， string

cmdText，SqlParameter [] cmdParms）等方法分别对

应前面执行简单SQL语句的方法，不同的是这些方

法可以执行带参数的SQL语句。

3.3 数据访问层的实现

DAL层通过DBUtility数据操作类库来直接执

行SQL命令，需要添加对DBUtility的项目引用。同

时在DAL层中也会用到Model层的实体类来传递数

据，故也需要添加对Model项目的引用。在DAL项

目中添加一个名为Article 的类，主要包含以下方

法：

（1）是否存在某条记录Exists（int Id）：该方法用

于判断某条论文信息是否存在，业务逻辑层传递一

个论文的Id，数据访问层通过调用此方法来实现。

（2）增加一条数据Add（Model.Article model）：该

方法通过接收业务逻辑层传来的Article model 实

体，获得一条论文信息的所有数据，从而为业务逻

辑层提供添加一条论文信息的功能。

（3）更新一条数据Update（Model.Article model）：

该方法通过接收业务逻辑层传来的Article model实

体，获得一条论文信息的所有数据，从而为业务逻

辑层提供更新一条论文信息的功能。

岳付强：三层架构在学位论文管理系统中的应用研究 ·· 73



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24卷

（4）删除一条数据Delete（int Id）：该方法通过接

收业务逻辑层传来某条论文的Id编号，为业务逻辑

层提供删除一条论文信息的功能。

（5）获得数据列表GetList（string strWhere）：业

务逻辑层通过调用此方法来获得满足一定条件的

所有论文信息列表，其中strWhere为设定的查询条

件。

（6）分页获取数据列表 GetList（int PageSize，

string strWhere）：业务逻辑层调用此方法可以分页

获得满足一定条件的所有论文信息列表，除了

strWhere为设定的查询条件外，还必须提供PageSize

即分页大小参数值。

3.4 业务逻辑层的实现

业务逻辑层主要负责系统业务的处理，逻辑数

据的生成、处理及转换，判断输入的逻辑性数据的

正确性及有效性。在BLL层中会用到Model项目的

实体类以及调用DAL层来访问数据库，所以需要添

加对这两个项目的引用。例如在该层中添加一个

Article 类 ，其 中 就 包 含 某 条 论 文 是 否 存 在

ArticleExists（int Id）、增 加 一 条 论 文 数 据 信 息

ArticleAdd（Model.Article model）、更新一条论文数据

信息ArticleUpdate（Model.Article model）、删除一条

论文数据信息ArticleDelete（int Id）以及获得论文数

据列表ArticleGetList（string strWhere）等方法。

从上面这个类在业务逻辑层的实现来看，好像

业务逻辑层的作用并不大。但是从实际大型工程

项目的应用需求来看，业务逻辑层的作用不可小

视。另外，系统学生选题功能模块在业务逻辑层的

实现就需要将判断是否已选题、所选题目的选题人

数是否已达上限、对所选题目的选题人数加以这些

操作放在一个名为SubChoose的方法中，与它在数

据访问层的实现是有很大区别的。

3.5 表现层的实现

表现层主要用于实现与用户的交互、接收用户

请求或返回用户请求的数据结果的展现，主要由

ASP.NET Web窗体文件和隐藏代码文件组成。通

常为了统一用户界面的样式和风格，还会用到CSS

（Cascading Style Sheet）技术[5]，这样便于系统维护与

升级。

在上传论文的页面中，只需要在页面收集用户

输入的数据并将其赋值给Model层的ArticleInfo实

体类，然后再调用业务逻辑层的Add（Model.Article

model）方法即可完成论文及相关信息的提交。整个

过程表现层并不需要知道信息是如何提交到系统

数据库的，它只需将收集到的数据通过ArticleInfo

实体交给业务逻辑层完成即可，具体的提交过程由

业务逻辑层调用数据访问层，再由数据访问层调用

数据库操作类的相关方法将数据保存到数据库中，

数据在各层间的传递由ArticleInfo实体完成。又如

在系统管理后台需要显示所有已上传的论文信息，

以供管理人员查看，只需要在论文的显示页面调用

业务逻辑层的GetList（string strWhere）方法即可实

现。

4 实现基于工厂模式的三层架构
前面实现的系统只能支持SQL Server数据库，

随着客户需求和系统复杂度的增加以及应用规模

的扩大等，有的客户希望系统能支持Oracle数据库，

甚至可以同时支持两种及以上的数据库。为了满

足这样的需求，可以在原来简单三层架构的基础上

运用工厂模式来使系统满足其要求。

在“ArticleManageSystem”解决方案中，首先将

原来的DAL项目命名为SQLServerDAL，同时增加一

个OracleDAL项目来实现对Oracle数据库的访问；

然后增加一个IDAL抽象接口类库项目用以实现数

据访问层的抽象接口以及一个DALFactory类库项

目来按照IDAL接口中的定义分别创建SQLDBDAL

层和OracleDBDAL层。这样，不需要修改其它层次

的代码即可实现系统对SQL Server和Oracle两种数

据库的访问。实现后的基于工厂模式的三层架构

实际解决方案项目如图3所示。

图3 基于工厂模式的三层架构

5 结束语
软件的分层架构体现了“分而治之”的思想，具

有分散关注、松散耦合、逻辑复用以及标准定义等

优点。当然，分层架构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缺

陷。例如，如果分层太多，则开发的工作量加大，管

理起来也会比较麻烦；某种程度上降低了系统的性

能甚至有时会导致级联的修改等。只有在了解三

层架构的真正思想和意图后，才能很好地设计出符

合实际业务需要的系统结构。本文所介绍的ASP.

NET三层架构技术的设计思想及其实现方法，特别

是基于工厂模式的三层架构技术，对众多典型的信

息系统开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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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通过对控制系统硬件的可靠性设计以及对控

制系统的输入、输出单元的可靠性研究，能够使伺

服驱动柜更加完善、更加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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