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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开发综合教务管理系统, 为高校的教学实行全面化微机管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文通

过对综合教务管理软件的开发, 以软件设计中的开闭原则为指导, 结合设计模式, 较好地解决软

件系统中的可扩展性, 可维护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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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部分功能介绍

本文主要是通过综合教务管理系统软件的开发, 以软件设计中的开闭原则为指导, 结合设计模式, 对

代码进行了质量的审查和度量来说明使用设计模式, 可以较好地解决软件系统中的可扩展性, 可维护性问

题。本文仅以系统中的部分代码为示例。在综合教务管理系统中存在一些相似的功能, 比如: 院系信息、

班级信息、学生信息、管理员信息、教师信息等。它们都需要进行增加、删除、修改、查询等操作, 而且

界面的行为也大同小异, 不妨称为通用界面。如图 1所示。

图 1 通用界面示意图

2 建造者模式介绍

建造者模式是系统中所使用的设计模式中较典型的一个。我们知道, 如何把问题分解为多个对象, 除

了取决于问题的本身, 也受设计人员主观见解的影响。尽管如此, 经验告诉我们, 一些包含少数几个对象

的设计模块, 往往像建筑砖块那样, 出现于更大、更复杂的系统架构中, 这些模块, 称为 设计模式 。

设计模式出自建筑工程学家 Christopher A lexander发展出的模式理论。它涵盖科学、心理、艺术和哲学,

不仅适用于建筑工程学, 而且适用于软件工程学以及任何其他的工程学。



建造者模式的意图是将一个复杂对象的构建与它的表示分离, 使得同样的构建过程可以创建不同的表

示。适用于:

1) 当创建复杂对象的算法应该独立于该对象的组成部分以及它们的装配方式时。

2) 当构造过程必须允许被构造的对象有不同的表示时。结构如图 2所示。

图 2 建造者模式的简略类图

3) 建造者 ( Bu ilder) 角色: 给出一个抽象接口, 以规范产品对象的各个组成成分的建造。一般而

言, 此接口独立于应用程序的商业逻辑。模式中直接创建产品对象的是具体建造者 ( ConcreteBu ilder) 角

色。具体建造者类必须实现这个接口所要求的方法: 一个是建造方法, 另一个是结果返还方法。

4) 具体建造者 ( ConcreteBu ilder) 角色: 担任这个角色的是与应用程序紧密相关的类, 它们在应用

程序调用下创建产品实例。这个角色主要完成的任务包括: 实现建造者角色提供的接口, 一步一步完成创

建产品实例的过程。在建造过程完成后, 提供产品的实例。

5) 指导者 ( D irector) 角色: 担任这个角色的类调用具体建造者角色以创建产品对象。导演者并没有

产品类的具体知识, 真正拥有产品类的具体知识的是具体建造者对象。

6) 产品 ( P roduct) 角色: 产品便是建造中的复杂对象。指导者角色是与客户端打交道的角色。导演

者角色将客户端创建产品的请求划分为对各个零件的建造请求, 再将这些请求委派给具体建造者角色。具

体建造者角色是做具体建造工作的, 但却不为客户端所知。

图 3 系统应用建造者模式的简略类图

3 应用建造者模式

开闭原则要求把散落在代码的很多角落的可变性封装到一个对象里。据此, 在本文开头所提到的部分

通用功能上, 使用了建造者模式。面向对象设计要求构造的系统, 要对扩展开放, 而对修改关闭。并且要

针对抽象编程, 而不是针对实现编程。因此运用建造者模式较适合。建造者模式的意图是将一个复杂对象

的构建与它的表示分离, 使得同样的构建

过程可以创建不同的表示。显然, 建造者

模式就是从对可变性的封装原则出发, 达

到开闭原则的一个范例。这符合面向对象

的设计理念, 也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系

统应用了建造者模式的简略类图如图 3所

示。

4 结 论

使用建造者模式收到了以下效果:

( 1) 建造模式的使用使得产品的内部

表象可以独立地变化。使用建造者模式可

使客户端不必知道产品内部组成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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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U Jia w e i

( Com puter Departm en,t H unan Inst itute o f Sc ience, Yueyang 414006, Ch ina)

Abstrac t: Inte lligent v ideo frequency surveillance no t on ly obse rves them ov ing objects of the wa tched scene in spo t, such as hum an

and vehic le e tc. , but a lso ana lyzes and describes the ir action In the d ig ita l v ideo superv iso ry system, it is an im portant function that

captures im age sequence from v ideo stream and detec ts them ov ing ob jects in rea l tim e based on im age sequence U se the dectection of

m oving ob jects based on the au to adap ted background subtrac tivem ethod and draw the features w ith them athem atics m orpho logy m eth

od, w hich has e ffective ly ra ised the dectecting level because of streng thening the edge exam ination techno logy

K eywords: ob ject exam ina tion; m athem atics m orphology; edge exam 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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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一个建造者都相对独立, 而与其它的建造者无关。

( 3) 模式所建造的最终产品更易于控制。

从这些方面来看, 设计模式允许开发者管理问题域的复杂性和支持技术的复杂性。当开发者能够管理

问题域的更多方面的时候, 他们就能产生更具有灵活性和可维护性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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