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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犙犚码在校园财产管理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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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师范大学光电与信息工程学院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７）

摘　要：在分析传统校园财产管理存在诸多弊端的基础上，设计一款基于 Ａｎｄｒｏｉｄ平台的校园财产管理系统。该系

统采用Ｂ／Ｓ架构，利用ＱＲ码技术、ＨＴＴＰ协议以及ＪＳＯＮ数据交互技术实现校园财产的动态管理。测试和初步应用

效果显示，该系统具有便携、实用、界面友好等特点，有较强的实用性和推广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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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长期以来，传统的校园财产管理一般由财产管理员采

用纸、笔等原始工具记录设备的购买日期、设备价格、设备

型号等基本信息再录入到ＰＣ，不仅存在信息采集周期长、

信息采集不完备、录入工作费时费力、容易出错困难等多种

弊端，而且极有可能对财产的索赔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导致

校园财产的损失。然而，目前在校园财产管理中，缺少一种

能够降低校园财产管理员的工作量且能给校园管理员提供

一种便捷的管理方式。

手机ＱＲ码（ｑｕｉｃｋ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ｃｏｄｅｓ）是随着内置高分辨

率摄像头手机的普及而产生了一种新的 ＱＲ 码应用模

式［１２］，该模式已成为智能手机获取信息最为有效的手段之

一，它具有快速、准确、信息量大、成本低、可靠性高的特点

及优势［３］。在互联网与物联网快速发展的今天，手机 ＱＲ

码应用范围越来越广［４］，目前在校园中主要应用于图书馆

的管理与服务［５７］，但在校园财产管理方面却还鲜有应用。

本文设计一种基于 Ａｎｄｒｏｉｄ平台的校园财产管理系

统。该系统借助了信息技术，采用全球智能手机占有率最

高的Ａｎｄｒｏｉｄ手机平台
［８９］，利用 ＱＲ码技术

［１０１１］，整合移

动设备的便捷性和传统ＰＣ的高效性，有助于降低校园财

产管理员的工作量，提高校园财产管理的效率。

２　系统架构设计

本系统包括Ａｎｄｒｏｉｄ客户端和ＷＥＢ服务端两部分，采

用浏览器／服务器模式（Ｂ／Ｓ）
［１２］，实现客户端“零”安装，避

免Ｃ／Ｓ模式需要对不同平台分别开发应用的麻烦。另外，

采用Ｂ／Ｓ模式使得整个系统维护量很小，而且客户端省去

了与数据库系统直接互动的麻烦，增强了了整个系统的安

全性。在Ａｎｄｒｏｉｄ客户端上，数据传输
［１３］方式采用 ＨＴＴＰ

协议，减少与 ＷＥＢ服务端通信协议实现的麻烦，提高与

ＷＥＢ服务端数据的交互能力。本文重点介绍 Ａｎｄｒｏｉｄ客

户端的实现。系统框图如图１所示。

针对Ａｎｄｒｏｉｄ客户端，重点介绍信息安全模块、自动扫

描模块、手动录入模块以及信息交互模块。具体功能模块

实现如下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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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系统框架

３　系统功能实现

３．１信息安全模块

目前，许多系统为了保证安全性都对用户密码加密后

再存入后台数据库，防止后台数据库由于被攻击而造成用

户密码泄露。ＭＤ５（ｍｅｓｓａｇｅｄｉｇｅｓ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加密技术是

一种单向加密不可逆转的信息加密算法，是将任意长的明

文以５１２位分组来处理输入的信息，且每一分组又被划分

为１６个３２位子分组，经过了一系列的处理后，算法的输出

由４个３２位的分组组成，将这４个３２位分组级联后，生成

１个１２８位的散列值即密文。本系统采用 ＭＤ５加密算法，

将明文密码加密得到密文密码，再通过 ＨＴＴＰ协议与

ＷＥＢ服务端通信，ＷＥＢ服务端在不需要知道校园管理员

密码的明码的情况下就可以确定用户的合法性，有效地保

证了校园管理员密码的安全性。

３．２　自动扫描模块

３．２．１　自动扫描流程

为读取存储在ＱＲ码中的数据信息，需要对ＱＲ码进

行解码。ＱＲ码解码流程图如２所示。

图２　ＱＲ码解码流程图

１）启动Ａｎｄｒｏｉｄ客户端自带的摄像头，开始采集图像

数据信息。

２）对采集到的图像信息进行预处理，将采集到的图像

灰度化、滤波、二值化等预处理，降低由于 Ａｎｄｒｏｉｄ客户端

摄像头像素、光线等外界因素影响识别效率。

３）定位ＱＲ码在图像中的位置。ＱＲ码图像识别主要

判断图像是否为ＱＲ码，分析图像特征，获取ＱＲ码类型。

４）获取版本信息，格式信息，通过和纠错等级信息相

应的纠错码字进行错误检查。

５）提取掩膜信息并进行纠错。

６）解码数据信息，输出解码结果。

３．２．２　自动扫描功能实现

本文主要采用了识别速度快、时间短、正确率高的第

三方开源包ＺＸｉｎｇ（ｚｅｂｒａｃｒｏｓｓｉｎｇ）。使用ＺＸｉｎｇ类库中提

供的各种类来实现 ＱＲ 码的识别，主要是由类库中的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Ｈａｎｄｌｅｒ 与 ＤｅｃｏｄｅＴｈｒｅａｄ 来 实 现。

Ｃａｐｔｕｒ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Ｈａｎｄｌｅｒ启用Ａｎｄｒｏｉｄ客户端摄像头和获

取图像，ＤｅｃｏｄｅＴｈｒｅａｄ调用线程及返回识别的结果。使用

ＺＸｉｎｇ 识 别 ＱＲ 码 流 程 描 述 为：在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Ｈａｎｄｌｅｒ类中启用摄像头，并获取图像，并创建一个线程

ＤｅｃｏｄｅＴｈｒｅａｄ完成ＱＲ码的解码；在 ＤｅｃｏｄｅＴｈｒｅａｄ线程

中，将图像灰度化、滤波、二值化等预处理和ＱＲ码定位，最

后尝试解码，如果解码成功把解码信息则返回给Ｃａｐｔｕｒ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Ｈａｎｄｌｅｒ；否则就再从Ｃａｐｔｕｒ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Ｈａｎｄｌｅｒ获

取图像，直到识别成功为止。最后，将解码结果采用

Ａｎｄｒｏｉｄ中一个轻量级的存储类 Ｓｈａｒｅｄ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来

保存。

３．３　手动录入模块

手动录入模块包括两个部分：１）基本信息录入；２）设

备外观录入。在基本信息录入中，手动录入设备名、设备

所属单位、设备情况等基本信息。在设备外观录入中，利

用Ａｎｄｒｏｉｄ客户端的拍照功能对设备外观情况进行采集，

从而来判断财产的完好程度或者损坏程度。手动录入的

信息，通过 ＨＴＴＰ协议上传到 ＷＥＢ服务端，在 ＷＥＢ服务

端对Ａｎｄｒｏｉｄ客户端传来的信息解析，入库。

３．４　信息交互模块

ＨＴＴＰ协议是互联网上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无状态、

面向对象的网络协议，是一个标准的客户端服务端模型，

因此，Ａｎｄｒｏｉｄ客户端与 ＷＥＢ服务端采用 ＨＴＴＰ协议进

行通信。在数据交互方面，目前一般采用ＸＭＬ（ｅｘｔｅｎｓｉｂｌｅ

ｍａｒｋｕｐｌａｎｇｕａｇｅ）和ＪＳＯＮ（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ＯｂｊｅｃｔＮｏｔａｔｉｏｎ）两

种方式。ＸＭＬ和ＪＳＯＮ开放性、扩展性相当，但由于ＸＭＬ

在编码数据时使用大量冗余标签作为内容描述［１４］，在没有

压缩的情况下，ＸＭＬ数据量较ＪＳＯＮ大，ＸＭＬ传输效率比

ＪＳＯＮ低
［１５］，所以本系统采用ＪＳＯＮ方式来实现数据交互。

Ａｎｄｒｏｉｄ客户端向 ＷＥＢ服务端发送 ＨＴＴＰ的ＰＯＳＴ

请求，ＷＥＢ服务端将 Ａｎｄｒｏｉｄ客户端请求的结果数据以

ＪＳＯＮ格式封装，在通过 ＨＴＴＰ协议响应到Ａｎｄｒｏｉｄ客户

端，Ａｎｄｒｏｉｄ客户端对返回的结果进行解析。信息交互流

程如图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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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信息交互流程

４　测试结果

为了确保软件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在不同的测试环境

下对软件的测试是有必要的，是发现软件中隐藏问题重要

途径［１６１７］。因此，本文采用了ＰＣ端模拟测试和实地应用

测试，首先在Ａｎｄｒｏｉｄ编译环境Ｅｃｌｉｐｓｅ中将程序运行，通

过模拟器测试成功；然后将程序移植到Ａｎｄｒｏｉｄ操作系统

的智能手机上，利用 Ａｎｄｒｏｉｄ客户端网络连接 ＷＥＢ服务

器，实现了校园财产管理系统的测试。测试结果验证了该

系统在界面上与用户交互能力强，功能上满足设计的基本

需要。

４．１　功能测试

校园财产管理系统实现了登录验证、财产基本信息上

传、财产外观信息上传和财产报修的功能，实际效果如图４

所示。

图４　实际测试效果

当校园管理员使用Ａｎｄｒｏｉｄ客户端时，只有输入用户

名和密码与 ＷＥＢ服务端的用户名和密码相同才允许进入

本系统。校园财产管理员可以将设备名、所属单位、设备

情况以及通过扫一扫功能获得ＱＲ码等财产的基本信息上

传；也可以使用Ａｎｄｒｏｉｄ客户端的拍照功能将财产的外观

信息记录并上传；还可以使用软件的财产报修功能，实现

随时随地的报修。

４．２　软件界面

Ａｎｄｒｏｉｄ客户端主界面如图５所示，包括了４个功能

模块：扫一扫模块、报修模块、拍照模块和设置模块，界面

简洁、友好。

图５　客户端软件主界面

５　结　　论

本文针对传统校园财产管理系统采集周期长、信息不

完备、人工录入程序繁杂、容易出错等弊端，设计一种基于

Ａｎｄｒｏｉｄ平台的校园财产管理系统，并重点介绍 Ａｎｄｒｏｉｄ

客户端的实现。该系统充分利用Ａｎｄｒｏｉｄ客户端的拍照功

能以及ＱＲ码的快速自动识别技术的优势，为校园管理员

管理财产的采集、录入提供了一种新的手段；采用 ＨＴＴＰ

·３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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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进行通信及ＪＳＯＮ格式数据交互，保证Ａｎｄｒｏｉｄ客户

端与 ＷＥＢ服务端的数据交互完整性、可靠性。通过测试

证明该系统能够安装在Ａｎｄｒｏｉｄ智能终端并流畅运行，具

有一定的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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