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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办公 自动 化 的研 完方 向之 一 , 本文介绍 了一 个干部信 忽管理 系统的设计 及

实现
。

文中还着重对 系统的若干技 术处理 问题作 了介绍
。

一
、

前言

管理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而计算机是实现管理现代化的主要手段和

工具
。

建立干部信息档案是组织
、

人事部 门选拔
、

任免干部的重要依据
。 一

随着时代的发展
,

要求对干部档案的管理也随之提高 , 需要管理的千部信息逐渐分细
,

数据量越来越大 , 管理

任务加重
。

利用计算机进行干部信息的管理
,

是实现千部管理
、

使用工作科学化和制度化的

一种重要手段 , 它可 以保证所需数据的准确性 , 并使得管理人员从浩繁重复的劳动中解脱出

来
,

从事交高层次的管理工作 , 为领导 以及有关部 门提供准确而可靠的决策依据
,

提高工作

效率和管理水平
。

长城 微机目前是我国的优选机型 ,
其汉字功能较强 , 高分辩率屏幕 显 示 , 比较

适合于汉字处理量大
、

输出要求高的决策机关使用
。

因此
,

本系统是在长 城 微机上

实现的
。

二
、

系统的设计思想

一 数据结构设计

数据结构主要包括数据的逻辑结构和物理结构两个密切相关的方面 ,

前者主要取决于系

统功能要求 , 后者主要运用计算技术实现
。

这里仅就系统的数据结构的逻辑结构进行设计
。

考虑到系统存储的干部信息结构化 , 依干部职级不 同 ,
将存储信息分为简档

、

简历
、

简

况三个级别
,

所含的数据项 目由简况到简档逐级模块式递增
,

即低一级信息集是高一级信息集

的子集 , 并且依干部在职
、

后备
、

离退休三种类别 , 取舍有关信息模块
。

数据项的建立要能

够反映出千部的历史和现状情况
。

这些信息大多具有检 索统计意义 , 如年龄
、

文化程度
、

职

务等
。

小部分是说明性文字信息 , 如考察意见
、

传略等
。

数据项的含义明确
,

数据项相关性

要小
, 以降低数据的冗余度

。

组织部门管理的干部档案一般包括基本信息
、

培训信息
、

学位专长及业绩信息
、

出国信

息
、

职历信息
、

参与历史事件信息
、

政审信息
、

奖惩信息
、

家庭及主要社会关系信息
、

传略

信息等
, 每个分类的信息表所构成的数据库均有一个关键字 标识码

。

标识码的设立可 以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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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出每个干部的唯一性
, 因而在所建数据库之间可作为关键字的连接作用

。

对于记录定长的

干部信息 ,

其数据库的每个记录存储一个干部的信息 , 如基本信息 库 含 有 姓 名
、

出生年

月
、

民族
、

文化程度等数据项
、

配偶信息库等
。

而记录变长的干部信息 , 则用关键字对应

和记录重复的方法实现干部信息的变长存储 , 即一个干部的信息通过多个记录来存储 记录

个数视信息量而定
, 这些记录通过同一标识码标识

,

如职历信息库
、

奖惩信息库等
。

见图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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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长数据的存贮方法

二 数据标准化代码

在构造数据库结构时
,
对可规范化的数据如民族

、

职务
、

职称等
,
使用由字符或数字表

示的代码 , 一方面可 以大大缩短数据库字段
一

长度 ,

使数据结构紧凑 ,

并实现充 分 的 数 据共

享 , 另一方面可 以简化输入过程 , 加快数据录入 ,

缩短上机时间 ,
使系统易于建立和投入运

行 , 再一方面是代码库建立有一定的编码规则 ,

代码本身有分类标识作用 , 、

这样更有利于查

询检索
、

统计功能的设计及实现
。

有的数据项中的内容并不能用代码完全表示出来 , 如工作单位 , 对这类数据项我们可采

取代码与汉字棍合组成 , 用汉字表示代码中未能覆盖的部分
。

例如 必广西科 学 院 计 算中

心 ” 可表示为 ‘ 计算中心 ” 其中 ’ ” 为 “广酋科学院” 的代码
。

三 系统绪构设计
一

洲

系统采用模块化和分层次络构
,
各校块相对独立厂便于调试

、

维护
、

扩充
。

系统设立了

对代码进行超界校验和转换的批处理功能
, 为纠正代码超界错误以及代码的相应汉字内容输

出提供方便
。

系统结构见图忿灰示
。 专 卜

· 一 、 “

在系统的查询检索模块中 ,
不管是单补条件

,

还是综合条件检索
,
都要面临结果输出间

题 , 而两者的输出格式相同
。

为此
, 系统设置了一些公共模块 ,

如屏幕显示信息表
、

打印干

部花名册等模块
。 ·

三
、

系统的功能简介

本系统功能齐全
,

有档案录入
、

代码校验
、

修改删除
、

转移档案
、

代 码 转 换
、

查 询检

索
、

统计分析
、

表格打印
、

系统维护和其它 , 共十大功能模块组成
。

从档案录入 完成干部信息表的数据录入工作
。

可按人输入其所有信息表数据 , 也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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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系统结构框图

表输入不同干部的同一表数据
。

代码校验 对输入的千部信息中的代码数据进行超范围检查 , 并随时将错误信息打印

出来
。

对标识码唯一性的表可进行标识码唯一性校验
。

修改删除 可按标识码或姓名先找出所要修改的干部的逻辑记录 , 然后随意对该干部

的任何数据进行全屏幕修改
。

还可方便地修改前后位置的干部数据
。

转移档案 将不必要保存在主数据库 离任或死亡 的干部数据转移到 离 任 干 部库

中
, 或将干部档案数据从磁盘上永久清除

。

代码转换 将干部信息中的所有代码数据还原成相应的汉字内容 , 以便于输出使用
。

。

查询检索 可查询某单位的领导班子群体信息 , 并按职务或姓氏笔划 排 序 出 来
。

可

进行单一条件 种方式 检索干部队伍中某一状态的情况 , 也可进行综合条件 项任意

组合 检索 ,
筛选符合一定条件要求的干部 , 以便选拔使用

。

并可随意打印出各种检索结果

的千部花名册 ,
还能打印任选项花名册

。

统计分析 在全区或局部 地市
、

系统或归 口 范围内统计出现职干部中的各类结构

情况
。

包括年龄
、

文化程度
、

职称
、

党派
、

职务变动
、

少数民族等九种结构
。

表格打印 打印干部的任何信息表
。

系统维护 对干部信息作数据备份或恢复数据 , 形成上报数据或接收上报数据
。

其它 查看并打印操作 日记 , 系统总清
, 对人员调动时进行处理

。

四
、

系统的若 千技术问厄处理

。

系统的数据保护

干部管理系统的核心是资料库 , 所有信息处理都是对资料库进行操作来实现的 , 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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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芸失新授坏其后果是禾堪设想的
。

对此我们主要采敢知子面蘸蘸蔽

—在系统维护模块中
,

提供了一个例行磁盘检查的功能
。

每次关机前 , 调 用 一次此功

能
, 以检查磁盘文件的完好性和数据库的完整性

。

在维护模块中 , 还提供了制作备份的手段
。

操作员可通过菜单提示进行数据资料备份

及备份后的资料的正确性检查
。

这样
, 即使资料全部丧失 , 也可 以从备份中获得所有资料

。

系统设置了一个专门的数据库 , 用来跟踪资料增
、

删
、

改的过程 , 记录有关 资 料变

更情况 ,
提供恢复数据库的基础

。

系统入 口及各模块入 口设置了两级密码
。

对数据库的修改
、

删除要启用高 级 密码 ,

验证 口令
,
否则拒绝操作

。

查询检索时还有查看干部信息的 口令密级之分
。

系统对程序和数据库作了相应的保密处理措施
。

运行系统要用专门的密钥 启 动盘方

能实现 ,
满足 了组织

、

人事部门的保密要求
。

采用 皿与 。 。 相结合方法 , 处理变长信息的编辑和存储间题

在编制信息管理软件时 , 我们常常会遇到变长信息的编辑和 存 储 间 题
,

而 单 纯 的用

来处理这类问题有一定的局限性
,

因为用数据库来存储这些变长信息后 , 要想进行

插入或删除某段信息等编辑操作是非常困难的
。

利用 与 软件相结 合的方

法来解决这类问题 ,

将取得很好的效果
。

实现过程见图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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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变长信息的存贮和编辑过程

实现方法的主要步骤

将主数据库中需要进行编辑的某单元 一篇文章或一个干部的小传等 的 信 息内容

不带关键字 拷贝到一个临时文本文件
。

如果主库中不存在当前所要 编 辑 的单

元的信息 , 即为第一次输入该单元信息 , 临时文件为空
。

进入 , 对步骤 中所产生的临时文件进行非文本编辑 , 即用 功 能编辑

而不用 功能
。

将编辑过的信息内容取代主数据库中原相应单元的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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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条件检索

综合条件检索模块实现的关键在于 选择输入所要求的检索条件内容
, 组 织每个条件的

逻辑运算式 ,

然后对这些逻辑运算式采用递归方式组合 , 最后形成综合检索条件的逻辑表达

式
。

每选择一个条件的组合方法为
。 。 ”

这里 表示 当前条件的逻辑运算式 , 为每次组合逻辑运算式的结果
。

系统用检索 条 件的逻

辑表达式 ‘ 进行检索即可
。

以上是对检索条件相应的数据字段在同一数据库时的检索处理方法
,

对于数据字段不在

同一数据库的检索情况
,

可 以采用上述的方法
,

先分别处理分布在各数据库中的检索条件
, 然

后将不同数据库的检索结果用影射技术投影出公共部分 , 即为综合条件检索的结果
。

打 印任选项花名册

首先要建立一个参数数据库
。

这个参数库应包括以下宇段 选定打印 标 志
、

数据

项标题
、

数据项长度
、

数据项相应的主数据库中的字段名
。

每个供选择打

印的数据项的标志情况存储在参数库的一个记录中 , 某数据项是否打印只要判断相应记录中

的打印标志即可
。

主要步骤 ①逐个确定选择打印的项目
。

设置选定数据项的打印标志 , 同时累加每个选

定项的长度 , ②拼接表头
。

根据各选定项标题及长度 , 使用打印字符如 “ 「
、 、 、

月 ”

等进行拼接 , ③分页打印花名册
。

根据参数库中的打印标志打印其中的被选定项 , 项 目中的

内容则从主数据库中取
。

见图 所示
。

打打 开参效数据库库

逐逐个确定先择打印的项 日日

只只加 齐选定项的长度度

厂

不超长

、

硫
, 打印

赫

卜益

二超笠

⋯

半
图 打印任选项花名册框图

注 虚框表示循环休
,

每循环一次打印一 页花名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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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分析功能实现

本系统具备完成对干部的各种分类结构统计功能 , 如基本情况
、

党派
、

文化程度
、

技术

职称
、

年龄
、

职务变动等统计 , 为领导提供宏观和微观决策依据
。

设计方法是将统计数据生成和打印输出分开
。

生成的统计数据用专门的数 据 库 存 放起

来 , 特别是职务变动统计
, 不同时间区间的职务变动情况要用相应的不同位置存放

。

这祥可

以随时调用输出 , 不必每次输出时都进行一次统计 , 只有当原始数据作过更改时才重新进行

统计
,

提高统计数据输出效率
。

实现过程见图 所示
。

选定统计的某分类结构

取取出原统计 日期期

统计现职干部分类

结构的 ,,总数情况

统计各级干部的

分类结构情况

图 统计分类结构数据框图

至于局部统计 , 只要在全局统计的基础上
,

加上一些局部统计的限制条件即可
。

五
、

系统的特点与性能

一 系统特点
系统所管理的干部信息较全面

。

数据项多 , 数据量大 , 基本包括了组织部门对干部管

理的信息要求
。

采用了标准化代码
。

国标有的就使用国标代码 , 没有的就采用部颁标
。

既节省了存储

空间 , 又便于分类检索或统计
。

采用 皿与 软件相结合的方法 , 较好地解决了干部小传等大容最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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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长信息的编辑和存储问题
。

。

查询检索手段丰富
。

有单一条件 种方式 和综合条件 项任意组合 检索
,

查

询某单位领导班子信息时还能按职务或姓氏笔划排序
。

统计数据全面
。

能统计干部的九种分类结构数据
,

并可进行全局和局部统计 , 为领导

提供重要的决策信息
。

提示信息丰富
。

屏幕显示清晰
、

整洁
、

美观 , 尤其在输入查询检索条件时 , 屏幕底部

会出现有一些常用的或归类的代码对照提示 ,

大大方便了使用人员
。

。

打印的花名册和信息表美观
、

规范
、

适用
,

还能打印出任选项花名册
。

二 系统性能

安全性 运行系统要有专门的密钥启动盘方能实现
。

系统入 口 及各模块的进入均设有

口令 , 对数据库的修改
、

删除要先验证更高层的 口令 , 否则拒绝操作
。

通过对子 目录加密
夕

从而达到对系统的保护性
。

可靠性 系统在运行过程中 ,
任一按键的误操作不影响程序的正常运行和数据库的完

整 遇突然掉电 , 不丢失任何数据
。

数据在遭到毁坏时可用备份数据 即刻恢复
。

可扩展性 系统在编程方面使数据与程序相分离
。

整个系统采用模块化程序设计方法
,

并统一按软件工程的规范设计各模块 , 各模块之间的功能相互独立 ,
自顶向下 形 成 树 形结

构
。

系统易维护
、

可扩充性好
。

六
、

结束语

干部信息管理系统的建立 , 使组织部门用计算机进行干部的科学管理有了一个 良好的开

端和尝试 , 提高了工作效肠 尤其在为领导提供准确而可靠的决策依据方面提供了一个有力

的场所
,

使领导的工作更具有效性
。

另外
,

由于用计算机对干部的管理 ,
要求 原 始 数 据准

确
、

可靠
,

这样就促使我们对原始数据的收集
、

整理工作更严格
、

规范 , 从而使干部管理工

作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
。

参加本系统研制工作的还有广西计算中心的刘连芳
、

朱勇宁
、

兰红星和广西区党委组织

部的王新鹏
、

凌燕
、

言梅云
。

本文承蒙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刘筱绣研究员的指导和帮助 ,
审 阅

、

修 改 了 原文 , 谨此致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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