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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档案信息资源管理为基础，在分析传统档案管理工作流程的基础上，分析设计并实现了资讯管理、

政策法规、档案收集、查档管理、档案馆管理、角色管理、用户管理、档案统计及系统管理于一体的档

案信息资源共享服务系统，该系统可以提高档案管理效率，为开展数字化档案管理工作提供信息化支持。

本系统采用前端与后端分离的开发模式，分别采用Vue框架与Spring Boot + Spring Cloud框架进行开发，

经过性能测试，该系统在功能和可靠性上都达到了预定目标。另外，本系统不仅满足档案使用者查阅档

案的需求，而且全过程收集的数据可以为档案领域科研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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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management of file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workflow of tradi-
tional archives manage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designs and implements an archives information 
resource sharing service system integrating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arc-
hives collection, file retrieval management, archives management, role management, user manage-
ment, archives statistics and system management. This system can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archives 
management, provide information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archives management. The 
system adopts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separating the front end from the back end, and uses Vue 
framework and Spring Boot + Spring Cloud framework to develop. After performance test, the sys-
tem has achieved the predetermined goal in terms of function and reliability. In addition, the system 
not only meets the needs of file users to access files, but also the data collected in the whole process 
can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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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信息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档案领域的信息量规模进一步扩大，给档案管理部门带来了巨大的挑

战。现有的各级档案资源共享服务系统主要以馆藏介绍、目录查询等为主，缺乏现代网络技术进行传递

和交流，而且信息资源受空间、数量等限制比较分散，缺乏标准化信息资源共享体系和系统开发应用，

多次开发已经使得档案信息管理系统的业务逻辑出现混乱、功能重复、数据安全性差等问题，不能满足

广大档案利用者的多样化需求。基于以上背景，需要档案信息管理系统在保障系统稳定运行的情况下，

又可以根据特殊的档案信息管理工作场景需求进行单独的扩展，方便档案使用者查阅档案信息，从而提

高档案管理者全过程工作效率，成为档案行业急需解决的问题。 
本文以甘肃省档案局提供的档案信息资源为基础，以整合档案资源、促进区域档案管理部门信息社

会化服务为目标，运用先进的信息网络技术，打破地域限制，为广大档案利用者打造一个统一的、一站

式的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和服务平台，实现区域性档案信息资源的共享利用，为不同用户提供全方位、多

角度、深层次的档案信息服务。通过该系统的研究与实现，将全面整合区域各级开放档案信息资源、各

类专题档案、各种民生档案等档案资源，为区域档案用户提供便捷化档案利用服务。 
本文采用前端与后端分离的开发模式，以 Vue 框架与 Spring Boot + Spring Cloud 框架为基础，构建

与实现档案信息资源共享服务系统，该系统可以对档案数据进行全过程采集和管理，从而实现对档案的

全过程管理目标。经过测试和试用，该系统功能全面及性能稳定，可以减轻档案管理人员的工作负担，

提升档案管理效率，为管理人员、档案使用者提供便捷化和信息化服务。 

2. 微服务架构 

2.1. 传统的单体构架 

单体架构的档案共享服务系统因为开发时间较早，当时的应用场景比较单一，系统提供的功能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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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业务场景没有划分，所有的业务模块都编写在一个项目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数据量不断增加，业

务逻辑关系复杂、代码可读性差、升级维护工作难度大等问题逐渐显露[1]。图 1 为常用单体应用架构图。 
 

 
Figure 1. Architecture diagram of single application 
图 1. 单体应用架构图 
 

当前，档案信息化系统需求功能随着应用场景的多元化在不断更新、持续增加，传统的单体架构的

档案信息管理系统无法满足新形势下档案业务快速变化的需要，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1) 过度的复杂性。档案信息化的方向不断发展，整个档案共享服务系统包含的功能模块越来越多，

一些功能模块之间的逻辑关系和依赖关系不清晰，功能模块的边界模糊，将会使得整个系统变得异常复

杂，会对整个档案信息管理工作带来不可逆的严重影响。 
2) 开发速度慢。档案信息管理系统的需求不断变更，再加上系统开发人员及管理部门人员的更迭，

会逐渐积累应用程序的技术债务。初期设计的功能或者代码难以修改，系统开发人员难以根据现有档案

信息管理工作要求选择适合的技术完善系统功能。 
3) 部署周期长。单体架构的档案信息管理系统应用中，随着系统功能的更迭，项目的代码量也在不

断的增加，从而导致系统构建和部署的时间也随之增加，再加上每次功能的变更或 BUG 的修复，都需要

重新部署整个应用，这使得应用项目上线部署的效率大幅降低。 
4) 系统难以扩展。系统不能做到按需扩展，只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扩展，无法很好的适应当前档案

信息管理业务的特点，尤其在档案信息管理这类专业化和复杂化的系统中，因为扩展能力有限，整个项

目的各个模块变得很不灵活。 

2.2. 微服务架构 

微服务架构是针对传统单体架构复杂度高、不易扩展等缺点出现的一种新的架构概念。它是一种架

构模式，将单一应用程序划分成多个小的服务，多个小服务之间彼此协调、互相配合，为用户提供完整

功能。微服务架构风格是将每个小型服务运行在自己的进程中，这些服务围绕具体业务进行构建，服务

间通信采用轻量级通信机制，通过全自动部署机制独立部署，每个服务可根据具体的业务需求，用不同

的语言开发，数据存储技术也可以多样化[1]。 
该架构应用到档案信息管理系统中，整个系统中的每一个服务运行在独立的进程中，服务与服务之

间采用轻量级的通信机制进行沟通。每个服务均依据具体业务进行划分，对应的每个服务都能够被独立

安放到档案管理工作生产环境中。此外，为了尽量避免原系统中高耦合、低效率的服务管理机制问题，

对具体的每个服务而言，可以根据具体档案信息管理业务上下文，选择不同的语言与数据库等技术对其

进行构建。微服务架构模式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单体架构系统所面临的问题，为系统后期的维护升级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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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足够的空间，系统在后续开发的过程中，开发人员只需要通过阅读原系统中的几个微服务，了解工

作机制后，便可以进入开发流程，得益于微服务架构模式，开发人员对系统需求的技术选型，将能更好

的适用于整个功能的开发，有利于提升系统整体的部署和使用效率。从而实现从系统服务等级、安全要

求、档案信息管理业务监管等多个维度针对不同的服务实现不同的治理。 
总体来看，微服务架构方式能够很好的将新型技术应用到档案信息管理工作中去，充分保障系统稳

定运行，该架构模式应用于档案信息管理系统中，具有鲜明的优势。图 2 是常用的微服务架构模型图。 
 

 
Figure 2. Microservice architecture diagram 
图 2. 微服务架构图 
 

1) 微服务架构着力解决了传统单体应用复杂度高的困难，将传统单体应用分解为多个服务，开发

过程中只需要着手解决每个服务的问题，有效降低了项目的复杂度。同时，在详细分析系统业务需求

的前提下，对于采用传统单体架构很难实现的功能，微服务架构模式通过将应用分解为多个服务，每

个服务都通过一个 RPC 或者消息驱动 API 定义清楚的范围，模块化解决方案为系统的开发提供了十分

便利的条件。 
2) 在技术层面上没有限制，采用微服务架构，对于每个微服务的开发，微服务之间松耦合，服务内

部高内聚的特点，使得不同的开发团队可以来维护不同的微服务，整个开发工作会变得更为专业化，开

发者可以根据具体考试工作业务需求，来选择最佳的开发技术和具体的实现方案，每个微服务在工作过

程中，只需要对外提供 API 接口服务即可。这使得原始的项目能够适应技术更新发展，从而实现在技术

上的扩展，而不会被限制在项目最初采用的技术。 
3) 微服务架构中每个服务都是完全隔离的，所以一个服务造成内存泄漏只影响该服务，不会影响其

他服务，其他服务正常处理请求，相较于传统单体架构应用一旦系统发生了故障，那么整个应用可能就

没法使用的缺陷，微服务架构具有更好的故障隔离的特点，这也为新技术在系统中的试用和实验提供了

便利条件，因为微服务体系结构中的每个服务都相对较小，所以自动化测试更容易编写，执行也更快。 

3. 系统相关技术 

本系统采用前端与后端分离的开发模式，后端开发语言主要采用 Java，考虑到档案共享服务系统的

模块多、业务逻辑复杂、后期扩展性要求较高等特点，在后端整体架构选择方面，本文创新性的采用了

当前社区活跃度很高的 Spring Cloud 微服务架构，方便前期模块拆分以及后期功能扩展；针对档案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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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系统数据量大、并且结构化明显的特点，采用当前行业非常流行的基于结构化语言操作的关系型数

据库 MySQL；前端框架采用构建用户界面的渐进式 Vue 框架。 

3.1. Spring Cloud 微服务架构 

Spring Cloud 是基于 Spring Boot 实现的微服务架构，它为微服务架构中涉及的服务管理、断路器、

智能路由、配置管理、控制总线、分布式会话和集群状态管理等功能提供了一系列解决方案和具体实现

方式[2]。档案共享服务系统功能全面复杂，Spring Cloud 架构能有效降低系统开发过程中的隐含问题，

提升开发效率。图 3 是简单的 Spring Cloud 微服务架构模型图。 
 

 
Figure 3. Spring Cloud microservice architecture diagram 
图 3. Spring Cloud 微服务架构图 
 

Spring Cloud 是当前开发大型 Web 应用最为流行的后端架构之一，采用微服务去中心化理念，可以

将整个档案信息资源共享服务系统项目划分成多个独立的、自治的微服务。考虑到本文研究的档案信息

资源共享服务系统具有数据量大，功能模块多、业务逻辑复杂等特点，因此采用微服务技术将复杂的业

务逻辑按模块划分为一系列小的独立的 Web 服务，单独进行开发、部署和运行，可以减少各个模块之间

不必要的耦合，同时各微服务通过统一的网关对外提供服务，又可以根据特殊的需求单独地进行扩展，

为后期档案信息管理系统的系统升级和功能扩展提供了便利。本文选用 Spring Cloud 微服务架构优势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Spring Cloud 诞生于 Spring 大家族，因此与生俱来的可以和 Spring 完美兼容。 
2) Spring Cloud 社区活跃度很高，相关的书籍教程很丰富，遇到问题很容易找到方案解决。 
3) Spring Cloud 的一整套微服务组件可以轻松帮助我们完成服务熔断、客服端均衡负责、注册中心等

各种功能。 

3.2. Spring Boot 框架 

Spring Boot [3]是一个基于 Spring项目开发全新框架，它使用了特定的方式来进行配置，简化了 Spring
应用的初始搭建以及开发过程。Spring Boot 的出现极大简化了 Spring 应用程序的开发，作为 Spring 的一

套快速配置脚手架，可以使用 Spring Boot 快速搭建单个微服务，采用 Spring Boot 框架开发微服务具有

以下几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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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构建简单。Spring Boot 是伴随着 Spring 4.0 产生的，其作用就是帮助开发人员快速的搭建

基于 Spring 框架的项目，因此 Spring Boot 继承了 Spring 的优点，这使得开发 Spring 项目更加方便快

捷。 
2) 避免了编写大量的样板代码。Spring 虽然是 Java EE 轻量级框架，但是它的配置文件很多，各种

Annotation、XML 配置很难维护，尤其是随着代码量增多，一些配置信息也越来越多。Spring Boot 是采

用 Java 类配置的方式，而且 Spring Boot 项目的全局配置文件只需要一个 application.xml 就足够了，使开

发人员摆脱基础的配置工作，能够更加的专注于业务逻辑的开发。 
3) 简化部署及提高生产力。在部署普通的项目时，首先需要在服务器上安装 tomcat 中间件，然后把

项目打成 war 包部署到 tomcat 容器中。但是使用了 Spring Boot 后，我们可以直接采用 Spring Boot 内嵌

的 tomcat，我们只需要将项目打成 jar 包，使用 java-jar xxx.jar 一键式启动项目，降低对运行环境的基本

要求，不需要额外的 web 容器，只需要环境变量中有 JDK 即可。 
4) 简化监控。功能模块的部署是分布式的，大部分功能模块都是运行在不同的机器上，彼此通过服

务调用进行交互，前后台的业务流会经过很多个微服务的处理和传递，出现了异常需要快速定位是哪个

环节出现了问题，在这种框架下，微服务的监控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引入 spring-boot-start-actuator 依赖，

直接使用 actuator 提供的 REST 端口来获取进程的运行期相关性能参数来进行系统性能监控。 

3.3. 数据库技术 

MySQL 数据库是当前 IT 领域最流行、使用最为广泛的数据库管理系统，也是一个支持多线程、高

并发的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是基于 Linux 操作系统开发的一种开放源代码的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

(RDBMS)，使用结构化查询语言(SQL)进行数据库管理[4]，SQL 主要用于对关系数据库系统中数据进行

增删改查的一种非过程化的编程语言。开源是 MySQL 数据库的优点之一，除此之外，MySQL 数据库还

有很多优势。比如：在数据库连接途径的选择方面，它提供 TCP/IP、ODBC 和 JDBC 等多种数据库连接

途径，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通过多种编程语言对数据库进行操作，常见的有 Java 和 C，可以方便的调

用 MySQL 数据库，实现数据存取操作，同时在查询速度方面，MySQL 采用优化的 SQL 查询算法，对

提高查询速度，能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而且 MySQL 还具有支持多线程的优势，能做到对 CPU 资源的

充分利用；MySQL 还提供各类管理工具，从而实现管理、检查、优化数据库操作的。综合上述情况来看，

MySQL 数据库在速度、可靠性和适应性等方面都表现的极为出色，能够满足共享服务系统的日常运行需

求[5]。 

3.4. Vue 前端框架 

Vue 前端框架是构建用户界面的渐进式轻量框架，Vue.js 是一个 JavaScriptMVVM 库[6]。它以数

据驱动和组件化的思想构建，采用自底向上增量开发的设计模式，区别与其他重量级框架[7]。Vue 的

核心库关注视图层，为开发者提供了简捷且易于理解的 API，具有易于学习的特征，很容易与其它库

或已有项目进行整合，而且 Vue 自身并非是一个全能框架，学习门槛比较低。在与相关工具和支持库

一起使用时，Vue 也能完美地驱动复杂的单页应用，同时驱动采用单文件组件和库开发的复杂单页应

用。 

4. 系统设计 

4.1. 系统整体构架 

该系统存在两个离散的数据域，分别是前台信息门户数据域以及后台档案管理数据域，意味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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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用多个微服务。结合系统功能性需求和微服务架构分析情况来看，将档案信息资源共享服务系统

整体分为门户信息服务、档案服务、查档服务、基础服务和一个网关服务，主要采用 Spring Boot 框
架和 Spring Cloud 架构搭建各微服务模块[8]。每个微服务架构层次分为控制层，业务层和持久层，如

图 4 所示。 
 

 
Figure 4. Overall architecture of archives information resource sharing service system 
图 4. 档案信息资源共享服务系统整体架构图 
 

控制层主要是对进来的请求进行数据校验以及封装，以保障请求数据的合规合法性；业务层主要针

对本微服务的功能进行模块划分，实现 MySQL 数据库的增删改查等操作；持久层主要实现档案管理系

统中的普通数据和档案信息的存储，主要由 MySQL 实现存储；系统使用微服务构建业务逻辑，接口采

用 REST 理念进行构建，将 HTTP 作为服务调用协议，使用 URI 传达意图，请求和响应使用数据序列化

协议 JSON-JavaScript。 

4.2. 系统功能模块分析 

基于 Spring Cloud 微服务的思想，通过对档案信息资源共享服务系统关键功能模块的拆分，本系

统拆分出 8 个微服务功能，分别为“资讯管理”、“政策法规”、“档案收集”、“查档管理”、“档

案馆管理”、“角色管理”、“用户管理”和“档案统计”。微服务利用 Spring Boot 框架迅速搭建，

微服务注册信息通过 Spring Cloud 提供的一系列微服务组件进行统一管理与发现，较好的实现了档案

管理部门档案信息化的管理，有效缓解了“信息孤岛”和档案信息共享问题。系统详细功能模块具体

拆分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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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Detailed functional module division of the system 
图 5. 系统详细功能模块划分 

4.3. 系统详细设计 

档案信息资源共享服务系统共包含八个功能模块，这里主要以资讯发布管理模块、档案收集模块、

查档管理模块和档案统计模块为例进行分析。 

4.3.1. 资讯发布管理模块 
资讯发布管理是系统首要涉及的部分，也是门户信息子系统中重要的部分，平台通过发布的资讯信

息向用户传递关于平台的相关信息，主要涉及发布的时间和载体。系统管理员用户在档案管理子系统中

将对应的资讯信息编辑后发布出去，然后普通用户可以在门户信息网站查看到该资讯信息，保证用户即

时了解到平台的资讯动向。 
系统的资讯发布管理业务流程如下：首先后台管理者填写包含标题、发布时间以及资讯主体内容在

内的资讯相关信息，完成填写后，点击确认添加按钮，若填写的信息存在错误或格式不规范的，则系统

给出明确提示，并修改后重新提交保存；在资讯新增成功之后，在资讯列表页面选择刚添加的资讯，点

击发布按钮，即可实现资讯发布。若系统发布正确，此时可以在前台门户信息系统的资讯页面显示发布

的资讯信息。图 6 所示是资讯发布管理程序流程图。 

4.3.2. 档案收集模块 
系统的档案收集业务的流程：后台管理者进行数据导入页面，首先下载文件导入模板，按照模板要

求，整理好需批量上传的档案信息后导入，系统验证导入文件是否符合文件模板要求，若验证未通过，

则表示导入文件信息格式错误；若验证通过，则系统会解析导入文件的档案条目，分别存储各个档案信

息，并提示导入成功以及显示批量导入的档案信息列表。下图 7 所示是档案收集模块程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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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Flow chart of information release management procedure 
图 6. 资讯发布管理程序流程图 
 

 
Figure 7. Flow chart of archives collection procedure 
图 7. 档案收集程序流程图 

4.3.3. 查档案管理模块 
系统的查档管理流程：首先用户进入档案检索页面，通过筛选条件查询需要查阅的档案信息，选择

指定档案条目，点击查档登记按钮，填写查档申请表单，然后点击提交按钮，验证数据格式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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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验证未通过，则系统给出错误提示，引导用户重新填写；若验证通过，则系统给出提交成功提示。 
用户进入登记受理页面，选择指定的待受理的查档登记记录，审核借阅登记信息，若信息合格，则

受理通过，查档申请进入申请接收环节；若受理不通过，则查档申请就此结束。图 8 是查档管理业务流

程图。 
 

 
Figure 8. Process flow chart of file access 
图 8. 档案查阅程序流程图 

4.3.4. 档案统计模块 
本系统使用的数据库为 MySQL，以各档案馆档案信息、用户查档行为等数据作为源数据，然后通过

这些源数据建立相应的数据视图，继而在系统的数据统计及分析模块的相应页面上提供基于多条件的数

据统计和汇总的查询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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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块的主要功能如下：借阅利用统计，按年度统计各档案馆档案的借阅/利用次数柱状图和本馆近

一年来每个月档案借阅/利用次数折线图；申请审批统计，按年度统计各档案馆档案的申请件数柱状图和

本馆近一年来每个月档案借阅申请审批情况折线图；档案区域统计，实时统计甘肃省各个州市的档案数

量分布情况，并通过地图直观可视化展示；档案分类统计，实时统计各档案馆中各类别档案的数量以及

各自占比，并通过饼状图直观展示。 

4.4. 数据库设计 

根据系统整体运行及档案信息数据规范化建设起着支撑作用，设计了以下业务表：档案馆表

tb_archive_holls 记录档案馆信息；档案分类表 tb_archive_cates 记录档案分类信息；档案信息表 tb_archives
记录档案信息；档案批量导入表 tb_archive_imports 记录导入文件存放信息；档案查阅申请表

tb_archive_apply 记录档案查阅信息；档案查询申请处理流表 tb_archive_apply_flows 记录档案查询申请处

理信息[8]。 
本系统涉及到的关键实体主要有一下几项：档案馆、角色、用户、档案导入记录、档案、档案分类、

查档申请、档案处理流水、资讯、政策法规等。图 9 是系统中主要实体的 ER 图： 
 

 
Figure 9. Overall ER diagram of the system 
图 9. 系统总体 ER 图 

4.5. 系统应用对比分析 

随着档案信息化建设的发展，各级档案部门积累了大量数据，数字化档案成为现阶段发展重点，档

案信息化系统逐渐取代人工收集与利用档案，而原有的信息化系统存在为用户提供单一检索、数据无法

共享利用等问题。 
本文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利用服务系统在某档案馆自 2022 年 2 月份试运行以来，在对比原有档案信息

化系统档案调用次数后，档案管理效率明显提高，原本需要 1 h 的档案管理任务量，现在仅需 45 min 左

右即可完成，效率提高了 25%；在以往的档案信息化系统中，各级档案部门的数据共享利用基本为零，

而本系统自上线运行后，信息共享利用接口调用次数明显提高，信息共享交换量达到了日均 1300 次左右，

如表 1 所示，表 1 是某档案馆自 2021 年 1 月份至 7 月上线运行该系统后的信息共享利用接口每月调用的

数量与原有档案信息化系统信息共享利用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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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mparison of interface calls for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utilization in an archive (unit: 10,000 times) 
表 1. 某档案馆信息共享利用接口调用对比(单位：万次) 

时间 2022.2 2022.3 2022.4 2022.5 

原有档案信息化系统调用次数 0.1 0.1 0 0 

该系统使用后调用次数 3.5 4.1 3.8 4.2 

 
通过对比分析表 1 的数据，自 2022 年 2 月份试运行该系统后，信息共享利用接口调用次数达到了日

均 1300 次，较为改善各级档案部门之间信息共享利用低的弊端，提高了用户查档的效率。 

5. 系统实现与测试 

5.1. 系统实现 

档案信息资源共享服务系统的基本架构采用基于 Spring Boot 框架和 Spring Cloud 架构。其中，Spring 
Boot 用以迅速搭建微服务，Spring Cloud 提供的一系列微服务组件用以统一管理系统中所有微服务注册

信息。项目的体系结构为 B/S，主要开发语言选用 Java8，数据库选用 MySQL5.6，前端页面采用 Vue 框

架进行开发，用来部署前端项目的服务器中间件选用 Tomcat8.0 [4]。部分功能界面如图 10~13 所示。 
 

 
Figure 10. Information release interface 
图 10. 资讯发布界面 

 

 
Figure 11. Data import interface 
图 11. 数据导入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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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2. Borrowing utilization statistics interface 
图 12. 借阅利用统计界面 
 

 
Figure 13. File area statistics interface 
图 13. 档案区域统计界面 

5.2. 系统测试 

系统在正式投入使用之前需要进行详细的系统测试，系统测试的主要目的是验证系统是否满足基本

的功能需求，设计是否合适以及是否符合真实的业务逻辑。适度的对系统的各个模块进行全面的测试，

及时的发现问题，并修复，确保系统的整体的性能。 
1) 用户账号注册和登录功能测试 
用户功能模块最基本的功能是为档案馆管理员和普通工作用户登录提供入口，需要满足用户账号创

建和登录表单校验的需求，通过设计测试用例验证此项功能。如表 2 所示。 
2) 资讯发布功能测试 
资讯发布功能测试的主要目的是验证资讯的新增、编辑、发布等功能进行验证，通过设计用例验证

这些功能是否满足所预期的需求。如表 3 所示。 
3) 查档登记功能测试 
查档登记功能模块的测试主要包括检索档案基本信息、填写登记表单、受理查询相关功能性的测试。

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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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User account creation and login function test case 
表 2. 用户账号创建和登录功能测试用例 

功能描述 用户账号创建以及登录 

用例目的 验证基础模块的功能性 

前提条件 系统中不存在即将用来测试创建和登录的用户名 

用例 ID 输入 期望结果 实际情况 是否一致 

YHCJ-001 用户名 zhangsan001 用户名可以使用 该用户名没有被创建过，可以使用 是 

YHCJ-002 
用户名 zhangsan001 
密码：zs123456 

确认密码：zs123456 
提示创建成功 用户创建成功 是 

YHCJ-003 
用户名：z 

密码：zs123456 
确认密码：zs123456 

创建失败并提示原因 用户名长度必须 2 到 10 个字符！ 是 

YHCJ-004 
用户名 zhangsan001 
密码：zs123456 

确认密码：123456 
创建失败并提示原因 两次输入密码不一致 是 

YHCJ-005 
用户名 zhangsan001 
密码：zs123456 

确认密码：zs123456 
创建失败并提示原因 该用户名已存在 是 

YHDL-001 用户名 zhangsan001 
密码：zs123456 登录成功 登录成功 是 

YHDL-002 用户名 zhangsan001 
密码：123456 登录失败 用户名或密码错误 是 

 
Table 3. Information release test cases 
表 3. 资讯发布测试用例 

功能描述 新增资讯、资讯查询以及资讯的发布和下线 

用例目的 对资讯管理模块的功能性进行验证 

前提条件 登录后台管理系统–管理员 

用例 ID 动作 期望结果 实际情况 是否一致 

GGFB-001 
在资讯发布模块，输入资讯标

题、发布单位、发布时间以及资

讯内容 

添加成功并有

相关提示 资讯添加成功提示 是 

GGFB-002 
公告管理界面或者考试中心网

站，在对应位置输入标题，点击

查询 

显示对应输入

标题的公告内

容 

正确显示输入标题的

资讯 是 

GGFB-003 资讯管理界面，选择待发布的资

讯，点击发布 显示发布成功 成功修改的资讯状态，

变为已发布 是 

GGFB-004 资讯管理界面，选择已发布的资

讯，点击下线 显示下线成功 成功修改的资讯状态，

变为已下线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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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Test case of file checking and registration function 
表 4. 查档登记功能测试用例 

功能描述 档案检索、查档登记及受理查询 

用例目的 验证查档登记模块的功能性 

前提条件 登录后台管理系统–管理员 

用例 ID 动作 期望结果 实际情况 是否一致 

CDDJ-001 在档案检索页面，输入档案文件

题名，点击查询 
查询出指定文件题

名的档案记录 
列表展示指定文件提

名的档案信息 是 

CDDJ-002 
点击指定档案记录后面的查档登

记，填写申请人和档案利用相关

信息，点击确认提交表单 

提交成功并提示登

记成功 
提交成功，并跳转至

受理查询页面 是 

6. 总结 

本文以区域性档案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工作需求为基础，从解决档案收集、登记、查档、统计等问题

出发，完成了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利用服务系统的分析、设计和实现，最后完成了系统功能测试工作。本

文采用 Spring Cloud、Vue 等相关技术，设计并实现了基于 Spring Cloud 框架的档案信息资源共享服务系

统。该系统经过测试和试用运行稳定，主要功能使用良好，满足档案部门管理需求，可以实现档案管理

便捷化、信息化及可视化的全过程控制，对于档案领域具有较大的使用价值。 
该系统具备较好的经济性、先进性与实用性，建立区域性的档案共享服务系统可以避免各级档案管

理部门建设同类系统，减少总体政府投资，防止档案信息资源多次利用，减轻群众查阅档案负担。先进

的信息网络技术，打破地域限制，为广大档案利用者提供便捷化、信息化的区域内“异地查档、跨馆服

务”，更好地体现档案馆为社会公众提供的查阅利用服务。该系统投入运行过程中收集的档案资料和用

户查档数据，可以运用大数据技术、数据挖掘技术对各种数据进行筛选、分析，对于智慧档案馆的建设

以及档案科研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数据分析支持。 
下一步，计划从自然语言处理(NLP)、机器学习、知识图谱等人工智能技术出发，通过构建智能档案

知识库、增加意图识别及实体识别模块这两方面来进一步完善系统，提升用户的使用体验，使本系统具

有更大的社会效益与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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