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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
,

计算机管理信息系 统 ,

创沁 在我国的应用和普

及已达到一定的程度和规模 计算机的网络化

和数据库技术的发展
,

使跨越地域限制的实时

处理和资源共享成为可能 尽管在国外主管支

持系统 郎
、

、

成组

决策支持系统 。℃ 氏 匹均

、

智能支持系 统

都发展很快
,

但在国内
,

管理信息系统

仍属于主流 下面根据 自己开发管理信息系统

的实践体会
,

谈一谈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的物

理安全性与质量可靠性控制问题

管理信息系统是对所管理的信息进行系统

的处理
,

并为各级管理人员提供业务信息和决

策信息的系统 对一个管理信息系统而言
,

安

全性和质量控制是保证系统正常
、

可靠地运行

的重要 因素
,

也是衡量系统好坏 的重要指标

系统的安全性是指保护管理信息系统不受来 自

系统外部的 自然灾害和人为的破坏 防止非法

使用者对系统资源和信息的非法使用而采取的

安全和保密手段 质量控制主要是指为防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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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系统 内部的设计错误
、

管理不善
、

工作人员责

任心不强造成的信息失真
、

处理错误等情况而

采取的控制措施 如果不能保证系统的安全性

和控制系统的工作质量
,

那么
,

这个管理信几息系

统就谈不上具备可靠性

一
、

系统安全性
「

就系统的安全性而言
,

影响系统安全性的

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硬件故障

指计算机硬件系统和外部设备故障
、

网络通

讯设备和线路故障
、

供电系统故障
、

电磁干扰等

人为破坏

指软件的非法改写和窃取
、

重要信息使用

权限的修改
、

密码或 口令的泄露
、

计算机病毒的

人为传人
、

篡改和破坏数据

自然灾害

指地震
、

水灾
、

台风
、

雷击等

偶然事件

指火灾
、

爆炸
、

战争等

为保证系统的安全性
,

针对上述各不安全因素
,

应采取下列措施

物理安全控制

对机房和备份数据存放处应有较好的防震

一种应用前景是使用不溶合液滴
、

细丝或

其他液体表面作为微重力下非常小负荷的轴承

的表面 这样的轴承非常光滑
,

自动定心且完

全无摩擦 显然
,

人们希望避免轴承液滴 内流

动变得不稳定
,

从而避免轴承导致的微振和轴

承损坏
,

或二者皆有

不相溶系统可用来测量负荷
,

在 侧叭 中

所做的实验证明
,

一个固定在直径为 铜棒

加热至 比室温下 的液池高 的 硅油液

滴可以支撑重于 户 的负荷 再重的负荷将

使液滴溶合人液池 我们估计热液滴在冷玻

璃板上也可 以支撑相似的负荷 显然
,

温差越

小负荷阑值越小 从长远来看
,

有可能将这一

现象用于测量液体表面间的吸引力

前面曾提及促进溶合对增强分离过程的作

用
,

对比这里所说的液滴小很多的微滴来说
,

对

它们的溶合和抑制溶合的研究
,

在微滴燃料的燃

烧及乳化剂的稳定等领域仍有着深远的意义

目前人们对这种不相溶系统的了解和应用

仅仅是触及皮毛
,

继续研究它从而得出新的有

趣 的结果
,

并开拓它的应用是一项非常有意义

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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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

有严格的防火措施
、

防水措施
、

防雷击措

施 计算机硬件系统必须接地
,

网络系统配置

应为分布处理
,

且关键设备 例如服务器等 都

必须具有较强的防电磁干扰能力并采用双工方

式 配置停 电时能 自动供电的 不 间断电

源
,

并保证其供电时间 用于存放系统软件
、

应

用软件和备份数据的磁带
、

磁盘
、

光盘
、

以及数

据字典和使用说明书等都应有复制品
,

并且分

别存放于安全地点

使用人员安全控制

系统必须有严密的合法身份确认和权限检

验程序
,

例如
,

要求用户输人识别符
、

保密字或

通过 卡
、

指纹等这些特殊工具和特殊标识进

行身份鉴定 对用户使用权限也必须有合理
、

严格的设置
,

以
一

限定和约束用户只能在合法的

范畴内使用系统资源和操作数据 例如
,

设置

对输人
、

输出设备的使用权
,

对共享数据的只读

权
、

执行权
、

修改权
、

删除权 建立全面的帐户

管理
,

限制网络使用时间
,

设定用户登录工作站

点 建立严格 的 防病毒程序 定期修改 口令

字 定期进行数据审计等等 这样一旦出现问

题时
,

便于查找和修复

二
、

系统质量控制

在对一个系统进行安全性控制的同时
,

必

须有系统质量控制与其配合
,

才能保证系统的

可靠性

决定管理信息系统运行质量的因素很多
,

一般可通过在系统中设置 个质量控制点来进

行质量控制 如图 所示

质量控制点 ①用来控制
“

不正确使用程

序错误
”

产生本错误的原因主要是系统文档

不正确
,

不完整或有歧义性
,

及使用人员未认真

阅读和领会系统文档内容 这时应首先检查系

统文档
,

若发现错误要及时修改
,

并对使用人员

进行培训
,

使其正确理解系统文档

质量控制点 ②用来控制
“

原始单据填写

错误
”

产生本错误的原 因主要是原始单据填

写不正确
、

潦草
、

或其格式与计算机屏幕格式偏

差太大
,

以及操作人员责任心差所造成的人为

错误 这时应仔细规划单据格式或修改计算机

屏幕格式
,

严格单据填写制度和操作规程
,

增强

填写人的责任感

质量控制点 ③用来控制
“

数据输人类错

误
”

产生这种错误的原因主要有四个 一是输

人程序本身有间题
,

对一些特殊数据处理不当所

致 例如
,

超位
、

小数位过多或过少
、

单位不统一

等 这时应重新测试程序并作适 当修改 一 二是

硬件故障所致 例如
,

光笔或扫描仪有故障等

这时应立即进行硬件维修
,

排除故障
,

直至测试

结果正确为止 三是键盘操作错误 这主要是

由于录人人员的责任心不强所致 除进行提高

责任心的教育外
,

还要有严格的输人数据校验制

度 常用的校验方法有五种 即重复校验
、

静态

校验
、

界限校验
、

平衡校验和逻辑校验 可以同

时或分别使用上述五种校验方法
,

一般情况下
,

后三种校验方法是必须要求的 四是故意非法

输人 例如
,

财务数据
、

与录人人员有直接关系

的数据等 对这类敏感数据必须要求 名输人

人员同时操作
,

并进行定期检查和审计

质量控制点 ④用来控制
“

存贮介质和存

贮设备错误
”

这类错误的产生
,

主要是由于数

据存贮介质发生故障 例如
,

硬盘
、

软盘
、

光盘

或磁带的 自然损坏和保管不善所致的损坏 当

然
,

数据存取程序设计有 间题也能造成数据错

或数据丢失
、

例如
,

修改共享数据库的数据时
,

未能正确加锁等 解决这类间题的方法一是要

及时进行数据备件并妥善存放
,

而且要有专人

管理 二是要对存贮设备进行定期检查
,

对老

化介质和存贮设备要及时更新

质量控制点 ⑤用来控制
“

程序错误
”

发生程序错误的原因多种多样 例如 程序不

是严格的格式化程序有多入口 或多 出 口
、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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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线性科学促进科学观和科学方法的转变

单晓云 蒋建华

非线性科学本身是研究 自然界中复杂现象

和规律的一门学科
,

被誉为与相对论
、

量子力学

相 齐名的 世纪三大科学理论之一 但在过

去很长一段时间内
,

非线性并不被重视
,

直到

世纪 年代中期
,

随着科学家们在两个极端

方向取得突破
,

一是发现了
“

孤子
”

是一类非线

性方程的解
,

二是发现相对简单的系统中存在

着对初值极为敏感的复杂运动
,

大大加快了非

线性科学的研究步伐 目前非线性科学逐渐发

展成为以混沌理论
、

分形理论
、

协同学等为代表

的系统科学 其贯穿信息科学
、

生命科学
、

空间

科学
、

地球科学和环境科学等研究领域 一方

面非线性科学中各门学科空前地交叉与渗透
,

研究中解析
、

计算
、

实验三种方法并用
,

其研究

方法达到空前地交互与综合 另一方面
,

非线

性科学向我们展示 了有序与无序的对立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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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性与非完全性 的对立统一
,

确定性与随机

性的对立统一
,

自相似与非 自相似的对立统一
,

一个充满辩证统一的世界 非线性科学促进并

要求我们做好科学观与科学方法论的转变

一
、

线性观到非线性观的转变

物质世界是非线性的
,

其要求我们用非线

性的眼光去观察非线性的世界 长期以来
,

我

们总是习惯用线性的观点和方法看待和处理问

题
,

只要我们对物理 的概念和规律进行审视就

可发现
,

其深处充满非线性
,

见表

在经典物理 中研究的主要是线性系统
,

物

理学家总是以没有摩擦的理想的摆
,

忽略了粘

滞力的理想气体等理想模型为研究对象
,

且以

能够在忽略了非线性因素前提下建立线性模型

为科学研究成功的标志
,

这种科学思想和方法

论观点认为
,

线性系统为 自然界的正常现象
、

正

常状态
、

本质特征
,

所以线性现象有规律性
,

可

以提出一般原理和普遍的研究方法
,

而把非线

性系统视为特例
、

扰动
、

非本特性
,

因而认为非

算法有 问题
、

程序指令间有逻辑错误或指令使

用错误
、

程序被非法修改
、

部分功能模块被非法

删除
、

移植性太差与新的操作系统或硬件不完

全兼容
、

不正确地使用程序等 解决的办法一

是要提高程序员的编程素质
,

建立标准的编程

规范和过程
,

使程序 自身尽量完善 二是请高

级程序员对程序逻辑作进一步的调试
,

检查程

序的算法
,

修正隐含错误 三是加强对源程序

的管理
,

定期组织对程序的审计

质量控制点 ⑥用来控制
“

数据输出类错

误
”

产生输出
一

类错误的原 因一是 由于数据处

理时产生的错误常常只是在输出时才表现出来

所致 二是输出操作本身的错误 对这类错误

首先要检查程序中的相 关处理模块
,

纠正程序

中的错误
,

并要输人样本数据以检测其输出的

正确性和精确性 必要时还要检查中间结果

对由于输出操作错误造成的输出错误
,

要靠对

用户的培创
,

使其能严格按照输出操作规程操

作

质量控制点 ⑦用来控制
“

传输错误和传

输泄密
”

传输错误产生的原 因也是多种多样

的 例如
,

主机与通讯设备间的不匹配
,

通讯协

议选用不 当
,

电磁干扰等 对这类错误除解决

硬件和协议的问题外
,

应采用包交换数据传输
,

并进行奇偶校验 对从传输线路上非法窃密的

防范
,

可采用加密传输的方法解决

当然
,

质量控制点 的数量还可 随质量控制

精度 的提高而增加
,

而且
一

系统安全性与系统的

质量控制必须紧密配合
,

才能保证计算机管理

信息系统具有足够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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