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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云数据库的学籍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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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交通工程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随着 Web3.0 的发展，为加快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步伐，

各高校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的指导下积极进行管理

信息系统的建设。由于学校规模的扩大，数据库管理维护的成本

逐年增加，同时高校服务器资源、投入资金受到一定的限制，因

此云数据库的应用逐渐被接受 . 本文以湖南某大学学籍管理系统

及相关模块为例，整体介绍了湖南某大学学籍管理信息系统架构，

详细分析了该架构中的数据库服务器建设的特点，随后介绍云数

据库的模式和特点，最后针对当前系统面临的问题设计出一种新

的基于云数据库的系统并针对新系统面临的几个难点问题提出解

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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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信息化建设发展的逐渐深人以及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的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建立电

子校务平台，利用信息化手段取代手工操作与传统管理方式，达

到高效率、高水平的管理目标，提升学校服务师生的能力和水平，

成为了高校信息化的发展方向。

管理信息系统（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简称 MIS）是

实现工具。MI5 是由人、计算机设备或一些信息处理手段组成，

并用于信息管理的系统，是构建在 IT 基础之上的信息系统。

云计算是基于互联网的相关服务的增加、使用和交付模式，

通常涉及通过互联网来提供动态易扩展且经常是虚拟化的资源川。

云数据库是云计算诸多应用中的一种，是 IT 技术发展的最新趋势。

一、学籍系统存在的问题

湖南省某高校学籍管理系统主要围绕着学生基本学籍信息，

衍生了学生学位系统、学生选课系统等各个子系统，所有这些系

统涉及到的数据库表包括学生基本信息表、出国信息表、论文信

息表等。由于历史原因，不同的子系统使用了不同的数据库，比如：

学生选课系统采用的是 Sybase 数据库，其他系统主要采用 Oracle

数据库。

面对诸多的数据库表和不同的数据库操作，不可避免的产生

了不同数据库之间访问的问题，如果可以得到统一的管理，合理

利用将会实现资源优化并节省很大的人力物力。

下面详细介绍在应用传统的分布式数据库的过程中遇到的挑

战。

（一）数据库的压力

随着招生人数的逐年增加，所有的数据访问压力最终都反映

到数据库方面。随着数据量的逐渐增大尤其是学生照片上传，出

国管理系统中学生在外生活照片的上传等占据了较大的空间，需

要不断增加数据库的规模，并根据需要对数据库进行重新整合，

具体的方法包括按照系统、区域等特征对数据库进行配置，利用

分库、分区、分表等策略进行操作。

（二）事务问题

衍生的选课系统采用了 Sybase 类型的数据库，其他的系统则

主要是 Oracle，当选课数据需要获取学生基本信息时，需要在两

个数据库中来回操作，涉及到不同数据库之间数据的交互，那么

必须考虑到分布式事务，而分布式事务由于永久性日志等还会带

来更多的数据库压力和其它问题。

（三）网络问题

不可避免地使用系统的学生和系统的服务器可能不在一个运

营商的网络内，例如出国访学的学生等，这样也会增加服务器的

压力。

（四）资源浪费问题

比如选课系统，学生选课集中在学期开始的几天内，数据的

访问压力非常高，在平时选课系统又很少使用，但在配置数据库

资源的时候必须按照高峰时期的数据访问量来配置。建校至今历

年的学生数据都是很宝贵的资源，但是在学校的日常系统管理中

这些数据不经常使用，同时基于数据安全的考虑，又必须配置高

可靠性的数据存储服务器。

（五）安全问题

在系统安全方面，建立数据中心机制，保证系统安全。计算

中心负责管理学校信息化的各类服务器系统，提供长时间不间断

运行服务；防范黑客攻击，保证网络与应用系统的稳定运行；进

行备份管理与安全保护，能应对各种突发情况。

随着全球信息网络化，全面信息共享的趋势，无论在技术方面，

还是在管理和管理观念方面，都给管理信息系统尤其是数据库服

务器带来新的挑战和新的发展机遇。

二、基于云数据库的学籍管理系统

（一）云数据库的特点

云数据库为我们提供了统一的接口，提供了近似无限制的数

据库的存储能力，也虚拟化了很多后台功能，它类似一个黑盒子，

我们完全不需要了解云数据库的底层细节。此外，云数据库的动

态可扩展性、高可用性、高可靠性、易用性等特点，使得云数据

库成为未来数据库技术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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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节省使用成本

云数据库公司采用大量的商业服务器虚拟成云数据库统一提

供服务，用户可以按需付费使用其中的软硬件资源，根据所数据

库的资源大小及流量动态调整，不会产生资源浪费同时也不需要

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维护庞大的服务器，大幅度地降低了用户的

使用费用。

2. 高可扩展性

云数据库可以按照用户的需求动态扩展，如果用户数据库访

问量及存储量有较大的波动云数据库也足够满足需求。例如每年

在学生开学和毕业的时段数据库的访问频率增大。同时已经毕业

的学生数据会一直保留，而新人学的学生信息导致数据库必须分

配额外的存储资源来处理新的变化。

3. 操作简单

使用云数据库以后，不需要对数据库和服务器进行维护，也

不需要了解数据库内部的结构，更不需要控制其运行，甚至数据

库处于何处都可以不必了解，只需要一个有效的链接即可。同时

采用云数据库省去了原有采购、安装、部署物理数据库服务器的

时间，系统可以快速地上线服务。由于大型的云计算供应商具有

分布在世界范围内的数据中心，在地理上分布开，通过在不同的

区间进行数据同步备份来防止云数据库设施失效产生的问题，提

供了高水平的容错能力及安全性。

4. 云数据库还有大规模并行处理的特点

所有这些特点都是云数据库相较于分布式数据库的优势。尽

管云数据库也是把数据存放到不同的节点上，但是云数据在设计

的时候采用了简单的数据模型，对元数据和应用数据一致性的要

求也比较低，随着节点增加性能不会快速下降，可扩展性非常好。

而且在降低用户使用数据库成本方面，云数据库也做出了很大的

贡献。

（二）基于云数据库的系统设计

鉴于我们了解到的传统学籍管理系统所面临的问题和云数据

所具备的优势，如果将学籍管理系统的数据库服务器放置在云端，

则每年仅需少量的费用即可解决物理数据库中心及相应人员维护

的费用。同时还可以解决其他诸如数据可用性、安全性等问题。

当用户进行数据读取、存储时，用户首先向管理器请求分区

映射图，管理器返回用户分区映射图数据。用户得到分区映射图

以后，找到数据的存储位置进行数据操作。设计这个系统的过程

中主要面临着一以下三方面的问题，我们目前的解决方案如下。

1. 数据安全保证

虽然云数据库提供商为用户数据的安全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但是 MIS 系统数据库中包含了学生信息等大量的敏感数据。为了

进一步保证数据的安全性，我们采取的策略是将敏感数据经过加

密以后再存储到云数据库，使用时再从云数据库读取加密后数据，

在本地解密使用。

这种方式保证了在公网传输及在云数据库存储的数据全部为

加密以后的数据，即便是云数据库提供商发生意外情况，也能保

证敏感数据不泄密。

2. 用户访问权限控制

系统中不同用户对云数据库的访问需要设置不同的访问控制

权限。云数据库提供商支持账号权限管理及 IP 绑定权限等权限控

制方案，为保障数据的安全性，我们采用了账号权限管理加 IP 绑

定权限的权限控制方式。具体方案为学生账号采用账号 +IP 网段

的方式分配云数据库的访问权限，院系教务员及学籍管理者人员

相对固定并且账号权限较高，因此采用账号加固定 IP 的方式进行

访问控制。

3. 数据库迁移

将传统数据库迁移到云数据库，数据的迁移是最重要的一环。

首先，要做的是评估数据库容量的大小议及应用中所需的网

络流量，根据评估的结果加一定的冗余向云数据库提供商购买资

源。

其次，是要数据迁移之前做好数据库的测试工作，云数据库

可以提供比传统数据库更好的性能跟可靠性，但是用户的数据将

会在远程网络中进行传输，而不再是局域网，由于网络的原因，

用户使用云数据库时可能会遇到更高的网络延时，针对这些问题

MLS 系统都需要进行详细的测试并对应用做相应的调整。

三、结语

MLS 以功能为目的，数据库和服务器则是重要的支撑资源，

良好的数据库和基础资源建设不但需要政府部门和高校的大力支

持，也需要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维护。云数据库作为一系列云

计算资源中的的一项基础服务，是 MI5 发展的必然方向。尽管在

数据传输存储方面由于数据不受操作者的控制，数据库访问效率，

服务器响应质量等方面还存在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但是 MIS 向服

务化和虚拟化发展，满足教育信息化、移动化管理需求的过程中

随着云计算的发展和成熟是必然的发展方向；

本文提出基于云数据库的学籍管理系统的设计方案，论证了

其中的问题及解决方案，对未来的 MIS 从本质上更好的控制知识

与信息提供了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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