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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云计算的云找回信息资讯平台的开发与实现

爨　莹，张　旭
（西安石油大学，西安 ７１００６５）

摘　要：为解决信息时代下的物品丢失问题，特设计出一款基于云计算的云找回信息资讯平台。该平台利用Ｗｅｂ技术，巧
妙结合Ｓｐｒｉｎｇｂｏｏｔ框架、云计算思想下对数据迁移和云数据库的部署将传统的告示形式的失物招领系统转变为网络可视化
智能匹配方式，将失主与拾主联系在一起，架起用户之间的桥梁。本文着重阐述系统的总体结构和框架，说明了详细的功

能设计模块，同时给出后台的数据库设计方式以及云数据库部署的实现。设计结果表明，该平台符合当下社会现代大众的

需求，相关的功能和设计与使用者相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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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现代生活中，手机、银行卡、以及各种随身携带

的物品中隐含着诸多私人信息，但是物品丢失事件

在社会生活中却时有发生，特别是在人员密集型活

动场所，诸如校园、车站、机场等地，就时常出现物品

遗失、捡拾等情况。由于传统的告示类招领启事存

在功能单一，效率低下的缺陷，往往出现失主和拾主

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从而导致物归原主的可能性大

大降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将探讨如何利用

Ｓｐｒｉｎｇｂｏｏｔ，ＳｐｒｉｎｇＣｌｏｕｄ［１－２］技术，结合可视化图像
识别，多元数据快速查找［３－６］以及云计算思想下的

数据库迁移打造一个具有前台处理模块和后台管理

模块的云找回信息资讯平台系统。系统可将相关信

息收集到云服务器，将消息整合发布到可视化界面，

从而利于拾主与失主进行信息对接和确认，真正地

实现失物招领的云端化和可视化，达到服务大众，提

升服务质量的目的［７－１０］。

１　云找回信息资讯平台系统的设计

１．１　系统框架设计
基于Ｗｅｂ技术的云找回信息资讯平台系统框

架如图１所示。分析图１可知，这是整个系统从整
体到部分的最高层次划分，该种样式在系统的可理

解性和完整性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云找回失物招

领系统是由前台交互模块、后台管理模块两大模块

构成。在该架构中，ＵＤＤＩ注册中心通过 Ｗｅｂ服务
且采用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对用户乃至物品进行搜索与匹配，
最终服务于用户。该网站充分利用了与 Ｗｅｂ相关
的技术，有助于为不同的企业提供高效服务。后台

运用可视化快速查找，实现物品信息的快速查找。

运用可视化图像识别技术，对于发布物品可做到智

能有效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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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云找回—信息资讯平台系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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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系统功能模块
云找回信息资讯平台系统功能结构如图２所

示。由图２分析可知，云找回信息资讯网站功能模
块主要包括前台模块和后台管理模块。对此可做阐

释分述如下。

（１）前台功能。包括：用户的注册与登录；用户
信息的浏览；用户寻物启事信息的发布；在线的快速

匹配查找；登录用户添加表扬管理、点赞、转发，并与

所添加的陌生人用户开展对话交流。通过功能图还

可以看出，前台模块的通讯对话功能解决了长期以

来失主与拾主双方联系不便捷的问题，在网页可直

接添加好友通讯功能则满足了各领域用户对于该系

统的需求。

（２）后台管理。包括：数据库管理员登录系统；
数据库管理员增加、删除用户；管理员添加和删除上

传的物品信息，删除和修改丢失或者找回物品，用户

信息管理等。管理员可以较为方便地查看用户反馈

的各类信息以及详实的处理情况。管理员也可以发

布和管理头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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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云找回信息资讯平台系统功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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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数据库设计
系统的Ｅ－Ｒ图如图３所示。由图３可以看出

用户、寻物、寻宠、寻人、失物信息之间的关系，其中

包含的数据项为：

（１）用户表：主要用于存储在系统中注册的用
户信息，相当于身份验证。只有登录的用户才会拥

有更多的其它方面权限。

（２）失物表：用于存储拾取的失物信息，主要属
性有认领状态、联系人、酬金和拾取地点等。

（３）寻物表：用于存储丢失的失物信息，主要属
性有找回状态、联系方式、酬金和丢失地点等。

（４）寻人表：用于发布要找的人的信息，主要属
性有姓名、年龄、性别、走失地点、找回状态、简介和

联系方式。

（５）寻宠表：用于发布要找回的宠物信息，主要
属性有宠物类别、丢失时间、丢失地点、简介和联系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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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云找回—信息资讯平台系统Ｅ－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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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关键技术

２．１　系统框架
云找回失物系统的视图界面采用 ＨＴＭＬ文本

标记语言来对页面的内容进行填充，选用 ＣＳＳ来设
计页面的样式，使呈现在页面上的内容更加美观，再

用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和 ＪａｖａＱｕｅｒｙ来对页面进行一些动态操
作使开发者获得更好的用户体验。在后端代码实现

层面，云找回失物系统使用的是 ＳｐｒｉｎｇＢｏｏｔ框架与
ＳｐｒｉｎｇＣｌｏｕｄ框架。该框架不仅继承了 ＳＳＭ框架原
有的优秀特性，也对 ＳＳＭ框架（ＳｐｒｉｎｇＭＶＣ、Ｓｐｒｉｎｇ、
ＭｙＢａｔｉｓ）进行了扩展与简化。通过简化配置文件使
Ｓｐｒｉｎｇ应用的开发更加简洁方便。而 ＳＳＭ框架中
的Ｓｐｒｉｎｇ的核心思想是 ｌｏＣ（控制反转），即对象容
器，不需要频繁地去创建对象，而是使用Ｓｐｒｉｎｇ框架
来完成该过程，如此开发者就可以通过依赖查找或

依赖注入等方式来获得对象。此外，Ｓｐｒｉｎｇ框架具
有面向切面编程（ＡＯＰ）框架。该框架基于代理模
式，同时运行时可配置。ＳｐｒｉｎｇＣｌｏｕｄ框架则是一系
列框架的有序集合。其中利用了 ＳｐｒｉｎｇＢｏｏｔ框架的
便利性，简化了分布式系统在服务发现注册、负载均

衡、数据监控、配置中心、断路器、消息总线等基础设

施的开发均可使用。ＳｐｒｉｎｇＢｏｏｔ的设计风格简化了
开发流程，做到了一键部署和启动。ＳｐｒｉｎｇＣｌｏｕｄ的
子项目可以分为对拥有成熟框架技术的 ＳｐｒｉｎｇＢｏｏｔ
的封装、抽象和开发了一部分分布式系统的基础设

施的实现。

２．２　可视化图像识别
系统中提供多种模型的ＡＰＩ接口：通用物体、场

景识别、图像单主体检测、动物识别、人像识别，可通

过输入不同参数灵活指定需要调用的模型服务。已

支持图像的可视化识别。

２．３　云计算技术应用
在数据繁多且信息量过大的情况下，一般的本

地数据库早已无法满足本系统的要求，通过云计算

的思想来实现数据库部署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

题。云计算下的云数据库服务可以高效解决系统用

户量大，数据繁多，数据多元化的问题。基于此，云

服务器若能与该系统做到有效结合，无论何时何地，

云数据库就可以满足快速查找的目的，通过后台的

编码实现对云数据库的部署，根据所配置的 ＨＴＴＰ
协议访问云数据库，实现云找回目标。

２．４　多元数据快速查找
（１）元数据管理：含点、边类型创建、属性管理

等；批量数据导入：支持从 ＭａｘＣｏｍｐｕｔｅ导入数据，
注意目前数据导入是全量覆盖该类型的所有数据；

实时写入：支持点、边数据 ｉｎｓｅｒｔ／ｕｐｄａｔｅ／ｄｅｌｅｔｅ／
ｏｖｅｒｗｒｉｔｅ等操作。

（２）数据查询：支持 ＧｒｅｍｉｎＱｕｅｒｙ，并且可将
Ｑｕｅｒｙ结果导出到ＭａｘＣｏｍｐｕｔｅ表。

（３）图算法执行：支持运行内置类似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ｇｒａｐｈＣＣ（）的算法，并将结果导出到 ＭａｘＣｏｍｐｕｔｅ表
中，使用ＳＤＫ进行图数据的 ｓｃｈｅｍａ管理，首要一步
是创 建 Ｃｌｉｅｎｔ。成 功 创 建 Ｃｌｉｅｎｔ后，演 示 在
ＧｒａｐｈＣｏｍｐｕｔｅ中，从 ＭａｘＣｏｍｐｕｔｅ获取数据，使用
ＳＤＫ进行图数据的导入，则要先完成 Ｃｌｉｅｎｔ创建和
Ｓｃｈｅｍａ构建。

３　结束语

目前，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进一步促进

了失物招领由借助传统媒介的方法转向信息智能化

的实现。由于当下网络的高效性和便利性，基于线

上的大数据可视化智能匹配的云找回失物平台能基

本满足大众对失物找回的需求，不仅能更高效地找

回失物，而且还能更实时、便捷地了解到失物的详细

信息。如此一来，则解决了传统线下设立找回点所

无法了解到自己失物是否已被送达以及失物保管不

便性的问题。通过该平台使招领信息每一位发布者

均将成为彼此独立的找回点，节省了传统线下设立

找回点拟需投入的人力及物力成本。随着需求的多

样化，云找回失物平台还会不断地完善自身功能，从

而给大众提供更多优质和便捷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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