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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业信息管理系统设计中的若千问题

胡淑涛张家奉

(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

[摘要] 本文以某个大型企业为背景，介绍了 

企业信息管理系统设计的步骤和若干技术问题。

一 引言

企业管理的基本任务是要解决如何有效 

地管理企业的人、物资、财金、设备和技 

术。这五项资源的管理是通过有关这些资源 

的信息来进行的。从管理的角度讲，一个企 

业本身就是一个信息系统。当前不少单位在 

"信息革命"的浪潮推动下开发了若干种单 

项管理程序，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但往往存 

在以下突出矛盾：各项管理均有大量的人工 

统 计 （如计算工资时人为统计考勤、工令 

等），并且各项管理之间的交叉信息必须人 

工干予。很难做到信息综合处理要求的及时 

性、快速性，准确性，因而所提供的管理咨 

询亦是有限的。为此，我们以一个大型企业 

为背景，在/ 5 M —p c / x r 微机上开发了： 

"企业信息管理系统"。以现代化的手段对 

企业进行全面综合管理，得到用户的好评， 

并于86年 3 月由兵器工业部主持通过了技术 

鉴定。本文着重讨论该系统的开发、设计过 

程中的若千问题。

二 系 统 适 用 的 范 H  

及功能筒介

该系统可适用于大型企业中进行独立经 

济核算的生产车间，亦可适用于中小型企业 

的企业管理。内容包括人事劳资、生产、在 

制品、成本核算、设备、工具等方面的综合

管理：

生产斑组数< 9 9 9个；

人员类别共七种：国菅工、合同工、临 

时工、退休留用人员、退休人员、调出人员 

和死亡人员；

每班组各类人员总数< 4 0 0个；

产品名称< 1 5字符；

产品个数：在系统容量允许不限，目前 

运行产品数达1130种，工序2万多道；

设备：包括机加设备、电气设备、天车

等：

工具数<3 0 0 0套；

成本核算：以产品为单位进行。

该系统有二大功能；

< 1 >用于企业的事务处理：包括生产统 

计、工资计算、成本核算、各项生产、经菅 

费用控制、人事、设备等档案管理。可以准 

确快速地处理大量数据信息，打出各类汉字 

报表22种，从而使管理人员从繁锁的手工劳 

动中解放出来，去进行更高的智能活动。例 

如市场调査、经菅分析。

< 2 >辅助决策：其特点是把人事、设 

备、材料、资金等方面综合在一起，通过计 

算机完成计划、统计、予测，不断提供反馈信 

息，回答管理人员所提出的管理咨询（共有 

100多项）。辅助领导决策，使之能果断指 

挥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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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若干技术问题

( - ) 关于企业信息管理系统 

的开发步驟

信息管理系统是个人造系统，应按系 

统工程的观点出发开展开发工作 由于业务 

管理人员与系统研制人员的专业背景和经历 

很不相同，他们之间的通讯误解往往给系统 

的开发，尤其是实P示设计阶段帯来很大隐 

患,造成返工 浪费大量的时|tO和精力D 

因此我们把系统的开发分为系统分析，系统 

设i•十和系统实施阶段（见图1) 0 不断重复 

这三个阶段，同时按次序推到下•个阶段就 

构成了个循环 C 这种循环洽如管理工程学

中的循环一样，形成系统的生命周期C 我们 

利用此方法大大缩短软件的研制时间，并确 

保了系统的实用性C 现简单说明如下：

〈1〉在没有形成计算机网的情况下，原 

始数据的收集主要靠人工操作0 这就引出了 

个问题，即信息工作制度化，标准化和系 

统化C 在系统分析过程中必须明确人机界 

面，规定信息收集的范围^ 数量^ 次数，时 

间；原始记录，帐本，表格，计算方法都要 

统~^标准》要有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完整信 

息，合弁，删除，减少些不必要的统计报 

表，对保留的报表亦要简明归以便最终 

以软文件代替硬文件，以电子文件代替传统 

文件。在提出整个系统的初步模式后我们确

a  1

立 了 机 型 系 统 机 ）和 《系 

统" 软件包的主语言（C C D O S 用支持下的

C D B A S E - n ^ m ) 。

< 2 >在系统设计阶段，我们将用户要实 

现的各种功能化成不同的组合，由大到小. 

自顶向下，由粗到细遂步构思将系统划分 

为六个子系统（见圉2 ) , 提出有关的数学 

模型及算法，数据的分类，信息流程，输入 

输出格式，并明确各子系统的接口0 从而减

少设计的變杂性，逻辑错误和不致性„

< 3 >关于系统调试：系统设计是自顶而 

下，系统的实施，调试却是自下而上的》由 

子程序调试- 子功能模块（串子程序）调试 

子系统调试- 系统调试四部分组成》在此 

阶段应以企业实际存在的大量信息为依据， 

并由用户业务人员参加，以充分暴露软件设 

计中的问题，从而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实用 

性。



自动化技术与应用vol. 5 . Afc 4 1986年第4 期 71

a  2

(二）数据库的设计

企业管理信息量大，数据类型多，有 

表、卡、票据、帐册。数据关系复杂，时问 

性，动态性强。报轰是有关信息的集中而又 

筒明的记载方式，企业通常通过报表收集、 

汇总、传送和保存信思。若对每一报表分別 

建库，设计软件，则必出现大量的数据冗余 

及数据的不一致性。为此，我们选用G D S -  

— n 数据库，在数据库设计中坚持两 

个原则：

< 1 >数据存Pt冗余度最小。

< 2 >数据存取速度最快。

这是一对互斥的矛盾，我们采用了以下 

处理方法：

( 1 )把数据关系密t刀，使用频度高的放 

在一个库上；数据关系虽密切，使用频庇不

高的放在另外库上；其它数据在时间和空间 

上权衝处理。如产品定额表和在制品台帐关 

系甚密，从管理角度分属两个子系统，但只 

建了一个库。

( 2 )用单数据库文件实现多字段记录： 

在C'i^i?AS£— II数据库中，最多允许32个 

字段，而某些表格远远超出32个字段。例如 

人事档'集共有40多项，简单地用一个数据库 

实现是不行的，用二个以上数据库不仅影响 

速度，而且形响存PC器的有效使用。我们把 

一些不常作为査询项目的相关项放在同一字 

段中，每个项目对于字段中固定的字符位 

置。输入、修改时系统接受用户输入的各项 

数据，然后用字符串把有关项组合起来，再 

存到数据库中，输 出 （査询或打印）时，再 

把有关项0 从相应的字段中分离出来。例如 

将原文化程度与现文化程度归成一个数据段

i W H C D ) ,输出时•用 $ a y / / C D ,  1,5) 

作为原文化程度，用 6 , 4 )作 

为现文化程度。

(3) 凡报表中使用频度很高的基本信息 

建立数据库，凡I1间结果形成的报表一般不 

建库。另外根据汇总报丧的需要，我们设立 

了三级数据库文件结构（见图3 ) : ) 日 

极文件：包含当日分部门的数据记录； b) 

月报文件；本生产月分部门的数据记录i

0 年报文ft: 本年度按月分部门的数据记 

录。其关系是当日报数据认可后再往月报数 

据库对应位置写数，当月报数据认可后再往 

年报对应位置写数。这种约定的方法使在月 

底和年时末能迅速制表。数据文件均采用随



( 2 )设立公用子程序c 在系统内，各功 

能模块经货要ill到相同的子程序，即公用子 

程序》设H*时各功能漠块相互独立，m o o  

命令调用公ffl子程序C 例如打印工资表，X  

票输入，批S 修改人事档案等均可调用"斑 

组选择 ( R 2 & .P R G y公用子程序（参阅图 

5 ) 。

(四）数据的安全性与完整性 

管理系统要1C存和处理的信思是很大 

的，所以系统数据的安全保护非常重要》-  

旦数据破坏后也能有相应的补救措Mi, 不改 

造成整个系统的雍瘦而无法进行工作，我们 

采用的描施有以下几种C

( 1 )数检：人工操作（包括原给数据的 

采集和输入）权时不可靠，所以对于关键数 

据输入时，程序根据数据的取值范H 和计算 

关系进行扫描检对不合理的数据，提示

机存储形式》

(三）系统结构

< 1 >整个系统按优先级树型分S 交叉结 

构，多层调用， ^莱单" 控制，层S 引导的 

方法进行设计e 全部采用汉字提示，由用户 

选择相应的功能键，使系统宜观，明了e 在 

主控模块下分成六个子系统，而每个子系统 

下再分成若干个子模块，同样以分菜单形式 

控制C H (  4 )给出生产考勤部分子系统的主 

菜单C 采用这种结构形式，既保证了管理软 

件的完整严谨，又有很大的灵活性，而J1便 

干系统的扩充，既可以整体运行，也可以按 

子系统或单个管理项目运行》对于不熟悉该 

系统的管理人员只要掌握了密码就可以查找 

系统索3 1, 然后按操作命令?4二入系统运行》

I生 产 考 系 统 I

5

出错信凡错误的类型^内容不符时柜绝 

接收或响铃警告<•例如工票输入时可以对产 

品的名称，件号，定额工时等进行数检》对 

不能检测的关键数据用程序提示用户复查C

( 2 )数据库实现隐名存放，外部不可

及。

( 3 )故障处理：计算机的故障必然影响 

数据完整性》故障分为三奥：■^是介质故 

障：如磁iS;损坏等，主要通过建立多个副本 

来处理》二是程序错误，即某个程序在执行 

时因数据错误而异常终止》例如用户对某个 

数据文件进行了错误修改，由于数据共享， 

当错误未及时发现并修改，就会导致错误的 

扩散，其它程因读取错误数据而产生联锁 

反应，前而迫使系统停止运行-为此我们在 

可能引起系统错误的数据文件修改后用程序 

提示复盘》恃检 执 行 有 问 题 时 ，即可使 

文件复元0 三是系统故障：假如打开的文仲 

正在处理或编綺程序，电源有故障，正在读 

写的磁盘上的内容可能被破坏》因此数据必 

须同时存放在多个存It设备中，以通过这些 

后援达到恢复的目的》在实际应用中，文件 

系统中的数据楚不断变化的，为减少付本的 

频度, 我们考虑把从某个时刻起系统变化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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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录下来（即日志），在故障后，先恢复 

到记日志那个时刻的一致状志（这可以用保 

存副本的办法），再重复日志上记载的变 

化，就可以完成整个恢复过程。副本与日志 

结合，可大大降低保存副本的频度。根据企 

业的具体情况，保存副本的'频度可以是一 

天，一周或更长的间。 （参阅图6)

图6

(五）关于记录数的统计

在企业管理中经常要求统计满足一定条 

件的某些记录的个数。例如某产品某工序废 

品个数或35岁以下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男青 

工人数等等。当记录数较少时，可采用图 

7 0 ) 的方法，直 接 用 指 令 统 计 。 

当记录数较多时，直 接 用 指 令 统  

计速度太慢，可视情况采用®  7 ( i O中的几 

种方法

四 结 束 语

本系统在 CCZ5 0 5 操作系统支持下用 

用编制成的。在充分利用操 

作系统功能的同时扩展了操作系统功能，从 

这个意义上看，总控部分是操作部分的延 

伸。在这种组织方式下各子系统还可以用不 

同 的 言 、开发工具由不同的人共同开发而 

成。

该系统从85年 9 月正式运行以来，不仅 

将大量人力从繁琐的事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提高工效廿余倍，而且克服了人工管理中的 

种种弊病，大大提高了企业管理水平。目前 

该系统还在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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