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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智慧校园建设中数据同步共享机制的研究与实现 
周伟  杜伟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常州  213164） 

摘要：随着新一代信息化技术与智慧校园建设不断融合，国内大部分高校初步完成了教学、科研、财务、学工、门户、一卡通

等业务管理系统的建设。同时随着业务系统数据的不断积累，业务系统间数据的同步和共享成为智慧校园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分析了高校数据现状和需求，结合阿里云私有云平台，使用数梦工场数据治理工具，提出了一套高校数据同步共享机制，实现

了高校业务系统之间数据的同步与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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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化校园和智慧校园不断建设，同时高校信息化环境中

累积的数据也在逐渐增加，形成了一个较全面的大数据环境。但如

何对高校大数据进行有效的共享以及交换管理，是如今高校服务体

系建设所不能忽视的问题。 

一、研究现状 

近年高校智慧校园建设持续展开，初步建成了以教学、科研、

学工、财务、图书馆、一卡通、0A、门户以及各类微应用为主体的

信息系统，支撑了学校各业务部门的业务运转。但是学校信息化普

遍还存在如下几个问题： 

数据不一致 

由于各系统建设时期不一致、厂家不一致、技术不一致等原因，

很多系统各自维护了学校公共基础数据，例如：教师数据、学生数

据、组织架构数据等。这给后期数据维护带来极大的工作量，且很

难确保数据准确性。 

数据强耦合 

智慧校园前期建设过程中，涉及到系统间数据对接，多为业务

系统之间数据的强耦合对接，例如：人事系统提供教师基本信息接

口，各业务对接数据。随着同步业务的增加，同步关系难以梳理，

同步过程难以监控，同步设置难以配置等情况。 

数据开发可配置不高 

前期得数据开发都为厂家定制开发，数据结构固定，无法满足

全部应用场景，亟需可视化、可操作性的数据开发平台。 

综上所述亟需建设一个的数据中心平台来解决各业务系统间数

据同步共享问题。 

二、研究内容 

本文旨在通过顶层设计、数据规划、业务梳理，通过搭建数据

中心，有序改造现有业务系统的对接方式，规范数据流向，形成“一

数一源、同源共享”的数据中心架构，彻底解决数据同步共享问题，

为教学和管理的智能化提供标准的数据支撑。 

基于上述研究内容，本文提出如下图 1 分布式云计算大数据平

台体系架构， 

 

图 1  分布式云计算大数据平台体系架构图 

云计算层，基于现有计算、存储和网络资源所建设的分布式云

计算大数据支撑平台，提供弹性计算服务、开放存储服务、备份服

务、数据处理、中间件服务、虚拟网络服务和大数据服务，实现资

源的集中化、规模化管理，实现对各类异构软硬件基础资源的兼容

和动态流转调度，并将信息汇集、资源共享。 

中台层，包含业务中台和数据中台。通过业务中台实现对各类

系统的基础应用支撑，包括应用的统一管理，统一身份认证、统一

消息网关、任务网关、支付网关、生物识别等；通过数据中台建设，

实现对数据管理、数据集成、数据开放和数据应用的基本系统支撑

和数据标准建设落地。 

三、研究方案 

3.1 分布式大数据平台 

分布式云和大数据操作系统是在数据中心的大规模 Linux 集群

之上构建的一套综合性的软件系统，将多台服务器联成一台“超级

计算机”，并且将这台超级计算机的存储资源和计算资源，以服务的

方式支撑用户或者应用系统访问。分布式云操作系统为上层的云服

务提供存储、计算和调度等方面的底层支持，主要模块包括协调服

务、远程过程调用、安全管理、资源管理、分布式文件系统、任务

调度、集群部署和集群监控模块，为打造云计算平台和大数据计算

提供支撑。 

 

图 2  分布式云计算大数据平台体系架构图 

本文采用阿里云飞天私有化平台（下文简称小飞天）做为云计

算大数据平台，小飞天是阿里云自主研发、进行私有化部署的通用

计算操作系统。它可以将机房基础服务器连成一台超级计算机，以

在线公共服务的方式提供计算能力。小飞天内核跑在数据中心里面，

它负责统一管理数据中心内的通用服务器集群，调度集群的计算、

存储资源，支撑分布式应用的部署和执行，并自动进行故障恢复和

数据冗余。 

3.2 数据中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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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数据中心平台是数据采集、数据治理、共享交换以及大数

据分析的核心产品和技术。本文采用数梦工厂平台做为校本数据中

心平台，主要包括如下部分。 

3.2.1 数据采集 

具备多种格式数据采集获取能力，能够对接数据库、XML、日

志、文件等各种数据源，能够支持对数据进行批量/同步/实时/流式

持续的采集，并能够对数据采集进行细粒度多周期的调度、更新和

管理，能够监控和管理数据采集流程。针对海量大数据，必须能够

支持超大带宽的、高并发、多任务的高速数据采集和加载。采用

Databridge 和 DataGate 构建数据采集的 ETL 环境，Databridge 提供可

视化的交互配置、配置管理、数据采集任务依赖管理等功能。需要

具备的数据采集整合平台应包括如下能力： 

多数据源支持：支持所有主要数据存储系统的全量快照和增量

流式的数据传输、同步、交换。并支持多种关系数据库和 NOSQL 的

数据导入。主要支持数据源包括：关系型数据库，支持 Oracle、MySQL、

SQL Server、DB2 等传统关系型数据；分布式存储，支持大数据平台

所配置的所有分布式存储系统；非结构化数据，支持结构化的平面

文件（csv/txt 等），支持非结构化的文件（文档/图像/音频/视频等）

采集和传输，支持半结构化文件（网站日志/XML/JSON 等）的采集

和同步。API 接口，支持从 HTTP、FTP、QUEUE 等接口获取数据源。 

弹性伸缩的传输通道：可动态分配、释放同步的传输单元通道，

按需调控资源、按需使用。 

大规模并行数据采集：根据用户流控需要自动启动多线程乃至

于多进程并行传输海量数据，强大的传输引擎支持无限扩展的吞吐

能力。全新的分布式模型，吞吐量支持水平扩展，能够提供 GB/TB

级数据吞吐能力。 

可靠故障处理和恢复：采用高容错和异常处理的架构，提供故障

智能检测、自动传输恢复，屏蔽不可靠的异常因素，保证数据传输的

稳定性和健壮性。支持各种数据类型的转换；能精确识别脏数据，进

行过滤、采集、展示，提供可靠的脏数据处理，准确把控数据质量；

提供作业全链路的流量、数据量、脏数据探测和运行时汇报。 

3.2.2 数据标准化 

校本数据中心平台必须支持数据标准化的全过程，按照统一的

数据格式进行标准化，包含以下内容：标准文档库的管理，包括国

标、部标、行标、企标的数据元录入、查询、编辑、状态管理；标

准文档收录、查阅、状态管理；限定词、同义词、术语等信息库管

理，包括收录、查阅、关联显示、状态管理；数据集成关联；标准

化库表建设；基于数据标准的质量稽核；可基于标准数据元关联显

示所有相关的数据资产。平台采用数据治理工具 DataRiver，实现数

据的清洗、元数据、数据标准化、血缘关系、数据地图、数据质量

等数据全生命周期的实验。 

3.2.3 数据质量管理 

大数据运用的前提是高质量的数据，而大数据的规模庞大，更

需要数据质量管理工具进行严格管控。根据预设的规则来检测数据

中的质量问题，检测规则可自主配置，系统提供默认的规则模板，

用户也可以自主编写规则表达式。数据质量监控与调度系统强耦合，

发现脏数据可实现事中拦截，避免错误的数据流入下游应用。 

数据发生变化的时候，则会触发数据质量的校验逻辑，对数据

进行校验，帮助用户避免脏数据的产生和质量不高的数据对整体数

据的污染，同时需要保留所有规则的历史检验结果，以方便用户对

数据的质量进行分析和定级。 

数据质量需要提供配置规则、按照各种粒度查看历史校验结果

和数据质量报警等等能力。当检测规则校验不通过时，可通过在线

展示、邮件、短信、手机等途径发出告警。检测规则的校验结果被

永久性保留下来，以便日后分析和规则优化。系统也应提供页面展

示报告，针对单个节点或整体项目的数据质量进行统计分析。支持

图表格式，支持查询。 

 

图 3  数据质量管理流程图 

数据质量监控能力应与调度系统强耦合，在调度系统执行完成

一个节点后，立即启动针对该节点的数据质量监控，监控规则支持

拦截模式/非拦截模式，在拦截模式下，一旦检测规则校验不通过，

则调度任务状态被置成失败，从而避免错误的数据流入下游应用。 

3.2.4 数据共享交换 

数据共享交换是目前大数据应用的必要条件。本平台采用一套

DataMall 产品构建，包括“数据资源目录子系统”和“数据资源交

换子系统”，考虑到实际应用复杂的数据交换需求，总结出四种不同

的交换模式：直接交换，共享交换，安全交换和数据 API 服务。通

过 4 种数据交换模式覆盖各种场景的数据交换。 

 

图 4  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体系图 

四、总结 

本文通过结合云计算等技术，实现信息基础设施的资源虚拟化，

计算能力共享和动态分配；通过标准 ETL 工具，实现数据同步的可

视化配置和同步任务实施，通过制定数据标准和接口规范，汇聚、

清洗全校应用数据资源；再次基础上 终实现数据的多种方式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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