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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互联网＋”的旅游景区智能预约系统设计与实现

郭佳宁， 周　 伟

（吉林师范大学 数学与计算机学院， 吉林 四平 １３６０００）

摘　 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互联网与传统行业实现了深度融合，为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本文利用 ｊａｖａ 技

术设计实现了旅游景区智能预约系统，旨在提高旅游景区预约信息管理的简单化和便利化。 系统具有良好的易用性和安全

性，可以满足旅游景区预约管理的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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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近年来，国内外对于旅游系统建设的研究越来

越关注，已成为学术界的热点问题。 目前，国外的旅

游系统建设已从信息安全、实时位置以及云数据等

方面开展研究。 如：Ｎａｎ Ｘ 等［１］ 设计与实现的基于

信息安全的作用旅游管理系统；Ｋｏ Ｔ 等［２］设计与实

现的基于实时位置的旅游信息系统；Ｚｈｕ Ｗ 等［３］ 设

计与实现的基于云服务的农村旅游云数据系统。 国

内的旅游系统建设多集中在信息管理方面开展研

究，如：杜丽等［４］ 设计与实现的互联网旅游企业决

策信息系统，于建韬等［５］ 设计与实现的智慧旅游管

理系统。 尽管国内外对于旅游系统建设的技术已经

在逐步完善，但除了对技术的要求，还需要根据国内

旅游业的实际情况展开，倡导智慧旅游、文化旅游创

新发展。 本文不同于以上旅游信息系统，以文化旅

游为基础，以智慧旅游为核心，对旅游信息管理系统

进行更深入、更高效的设计。
当下，互联网产业已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

要支柱，涵盖了电商、游戏、短视频、在线教育等多个

领域，旅游景区也不例外。 随着旅游市场逐渐复苏，
人们对旅游市场的需求也日益旺盛。 为推进“智能

＋旅游”的发展，旅游景区智能预约系统应运而生并

快速发展［６］。 时代在发展，需求在增长，旅游景区

管理部门应对的数据量将越来越庞大，数据结构越

来越复杂［７］。 因此，设计与实现面向“互联网＋”的
旅游景区智能预约系统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和现实

意义。

１　 相关技术

１．１　 Ｊａｖａ 语言

Ｊａｖａ 被定义为一种基于对象的静态编程语言。



其语言通过各种形式的交换，可以有效地处理所需

的数据，从而确保计算机软件开发的可控性和可见

性。 Ｊａｖａ 语言开发的优势是能够自动收集程序中的

垃圾，并处理程序中存在的异常，其目的是为了使

Ｊａｖａ 开发的应用程序更加稳定和强健。 其中 Ｊａｖａ
语言课程库、句子、语法规则和关键字经常用于计算

机软件的开发和编程。
Ｊａｖａ 语言具有互联网功能，通过远程访问面向

对象即可获取对象的文件系统，为程序员编码提供

了更多的内容来源，因此有助于丰富网页功能。
１．２　 ＳＳＭ 框架简介

ＳＳＭ 框架是当前 ＪａｖａＥＥ 中最主要的一组轻量

化开发框架，其具有快速、高性能、高稳定性、易于配

置等优点。 Ｓｐｒｉｎｇ 框架在表示层、业务层以及数据

访问层的调用过程中具有对象注入的功能，本系统

就采用了此功能。 Ｓｐｒｉｎｇ ＭＶＣ 主要是在接口层完

成系统中多种信息接口的编写，以及返回视图的指

定。 ＭｙＢａｔｉｓ 框架负责数据层的数据库操作，使用文

件夹方法来添加、删除、查询和编辑数据库表。 ＳＳＭ
框架连接 Ｓｐｒｉｎｇ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ＭＶＣ 和 ＭｙＢａｔｉｓ，
浏览配置文件和搜索项目包，全面实现了前端和后

端通信过程。 这些都依赖于其应用优势———安装文

件小、支持灵活配置、运行速度能满足用户要求，特
别是作为免费的开源工具，显著地减少了项目的开

发费用，因此受到了中小项目开发者的喜爱［８］，适
用于各种大型企业应用系统的建设，有效地保证了

系统的开发效率和稳定性。
１．３　 ＭｙＳＱＬ 简介

在 ＭｙＳＱＬ 数据库中，不会将所有数据置于一个

大型数据仓库中，而是保存在不同的表中，极大地提

升了速度及灵活性。 ＭｙＳＱＬ 数据库支持多种语言，
为各种编程语言提供必要的 ＡＰＩ，其速度迅速、体积

小巧、能存储大量数据、成本较低，广泛的使用于

Ｗｅｂ 应用和服务中［９］。
１．４　 Ｂ ／ Ｓ 结构

在 Ｂ ／ Ｓ 结构中，系统的客户端和服务器是分离

的，客户端以浏览器的方式接入服务端运行。 目前，
Ｂ ／ Ｓ 结构广泛应用于绝大部分系统搭建中，Ｂ ／ Ｓ 模

式的软件系统易于安装部署、使用简单、维护方便、
负担小［１０］，摒弃 Ｃ ／ Ｓ 结构客户端服务端不分离的缺

点，适用于绝大多数的系统搭建；此外，隔离客户和

服务器，减轻客户的压力，尤其是客户、客户端设备

的硬件和软件的压力都比较低，并且系统需要升级

或维护时，只需要在服务器端升级或维护就可以，使

相应的费用减少。

２　 系统分析

２．１　 系统可行性分析

在“互联网＋”背景下，从经济、技术、用户使用

等方面来分析本系统开发的可行性。
（１）经济可行性分析：本系统所用的框架技术

是开源的，其余软件均使用免费的，因此可忽略不计

开发方面所耗费用，而建立系统信息库所需的费用

远远少于其带来的社会收益。
（２）技术可行性分析：旅游景区智能预约系统

的大部分功能都需要由管理员完成，系统只需要添

加少量代码就可以很好适配管理员功能。 在数据库

方面，ＯＲＭ 简化了表的创建和使用，采用了 Ｏｒａｃｌｅ
旗下开源的关系型数据管理系统 ＭｙＳＱＬ，多表存储

的特点使数据更加规范化，增、删、修、查更容易。 所

以，技术层面上实现的难度系数较小。
（３）用户使用可行性分析：鉴于系统用户有统

一的账号和密码，且无需用户过多的操作，界面清晰

简洁。
２．２　 系统需求分析

面对高重复性、机械性的工作，工作人员不可避

免的会出现失误，而改正失误的成本相对较高，这些

都为旅游景区预约管理工作带来了新的问题，从而

急需开发一款智能系统来解决这些问题。 本研究所

设计的系统对高速发展的技术有着更强的适应性，
维护、更新容易操作，大大降低了人力成本。
２．３　 系统功能分析

研究设计中确定，本系统需要提供 ７ 种功能，其
中包括景区信息资讯、景区景点导航、智能语音讲

解、景区智能预约、取消预约信息、景区体验感受、周
边配套服务。

（１）景区信息资讯：主要包括景区景点的编号、
名称、类型以及详细地址等。

（２）景区景点导航：支持对各区域景点搜索，对
景区实现生动立体的全面了解。

（３）智能语音讲解：主要包括语音识别、语义理

解、自然语言处理、语音交互等功能，ＡＩ 智能语音讲

解景区景点。
（４）景区智能预约：用户可在智能终端 ＡＰＰ 上

实名制预约景区及购票。
（５）取消预约信息：用户预约后如有特殊情况，

可在一个工作日内取消或修改景区预约。
（６）景区体验感受：整理用户对于景区景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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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环境、服务态度、游览项目等的意见或建议。
（７）周边配套服务：向用户推荐景区周边的医

院、酒店、商场、停车场等配套服务，提高用户旅游的

舒适度。

３　 系统概要设计

３．１　 总体架构设计

面向“互联网＋”的旅游景区智能预约系统总体

架构分为 ４ 个层次，总体架构如图 １ 所示。

接口服务 注册服务 访问服务 导航服务 预约服务服务层

用户管理 账号管理 环境配置 用户交互

景区导航 智能预约 取消预约

身份认证 访问授权 系统维护

应用层 景区管理

安全管理

系统简介 语音讲解 用户评论

景区信息 景区资讯 用户信息

计算机 存储器 数据库 网络设备

数据层

存储层

图 １　 系统总体架构图

Ｆｉｇ． １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１）存储层主要包括计算机、存储器、数据库以及

网络设备等，采用ＭｙＳＱＬ 数据库、文件存储等技术。
（２）数据层是对应用层数据的实体化，如：旅游

景区实体类包括景区名称、类型、编号、等级等一系

列属性。 该层主要包括数据收集、数据存储、数据处

理等方法，以及对数据库数据进行增加、删除、查找、
修改等基本操作。

（３）应用层主要实现系统业务逻辑的功能。 该

层采用 Ｓｐｒｉｎｇ 框架、ＪａｖａＥＥ 等技术，通过对数据层

的数据实体进行逻辑组合，形成一定的业务规则，以
实现系统的需求。

（４）服务层采用 Ｂ ／ Ｓ 结构展示系统的服务功

能，其中包括接口服务、注册服务、访问服务、查找服

务、预约服务等。
３．２　 数据库设计

数据库技术是基于数据库的基本架构和存储模

式来进行数据库开发，结合相关理论和技术工具，以
完成数据库中大量数据信息的处理为目的［１１］。 对

于数据库相关数据信息的管理，能够让用户直接进

行信息的查阅［１２］，提高系统性能和各种逻辑功能的

使用。 因此，本文以系统的实际需求为目标设计数

据库，以更好地满足系统的使用。
３．３　 系统整体设计与实现

３．３．１　 系统智能预约管理流程构建

本系统能够精准的、智能的为用户提供有关景区

预约方面的服务，其涉及景区查询、景区导航、景区预

约申请等。 景区智能预约管理流程如图 ２ 所示。

景区智
能预约

景区信
息资讯

景区景
点导航

旅游景区

用户

预约申请
名称或编号

反馈
反馈

满足需求的
景区信息

景区是否存在

预约记录 管理员

图 ２　 景区智能预约管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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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２　 智能预约系统用例图

用例图是在系统分析中用来识别、解释和组织

系统需求的方法［１３］。 景区智能预约的用例图包括

参与者（用户、管理员）和景区导航、景区智能预约

及取消预约 ３ 个部分，如图 ３ 所示。

景区导航

景区智能预约

景区取消预约
用户

管理员

图 ３　 景区智能预约用例图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ｕｓｅ ｃａｓ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ｓｃｅｎｉｃ ｓｍａｒｔ ａｒｅａ ａｐ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

４　 系统详细设计与实现

旅游景区智能预约系统的功能模块主要包括景

区信息资讯、园区景点导航、景点智能预约、智能语

音讲解、取消预约信息、景区体验感受、周边配套服

务等功能。
４．１　 登录模块

登录流程实现了管理员和其他用户的登录，在
登录页面需要用户填写自己的信息，前端页面会将

信息传递给后端接口，然后查询数据库确定该身份

有效后登录成功，否则此用户登录失败，需要重新填

写信息，进行再次验证。 具体流程如图 ４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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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登录成功

提示信息
不正确

用户名、
密码等是否空

选择权限

开始

输入用户名、
密码等信息

提示信息
不能为空

用户名、密
码等是否正确

否

是

否

是

图 ４　 登录流程图

Ｆｉｇ． ４　 Ｌｏｇｏｎ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４．２　 景区信息资讯模块

景区信息资讯模块主要是完成对所管辖的景区景

点的信息管理。 在旅游景区页面的输入栏中输入景点

名称进行查询，可以查看到旅游景区详细信息，具体流

程如图 ５ 所示。 景区信息资讯界面如图 ６ 所示。

结束

开始

提示修改或
删除成功

是否对
景区进行修改或删除

输入景区名称
查询

景区是否存在

点击景区信息
资讯模块

提示景区
不存在

否

是

是

否

图 ５　 景区信息资讯流程图

Ｆｉｇ． ５　 Ｓｃｅｎ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图 ６　 景区信息资讯界面

Ｆｉｇ． ６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ｒｅａ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４．３　 景区智能预约模块

景区智能预约模块主要是对用户智能预约、取
消预约景区及购票操作的管理。 用户点击智能预约

管理，在智能页面输入景点名称、是否通过进行查询

预约信息列表，并根据需要对智能详情信息进行详

情或取消预约操作；用户点击取消预约管理，在取消

预约页面输入景点名称、是否通过进行查询取消预

约列表，并根据需要对取消预约详情信息进行详情

操作，具体流程如图 ７ 所示。 景区智能预约界面如

图 ８ 所示。

开始

点击景区智
能预约模块

输入预约
景区名称

景区是否存在提示景区
不存在

提示预约
失败

提示取消
预约失败

提示取消
预约成功

是否取消预约

提示预约
成功

门票是否有剩余

结束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图 ７　 景区智能预约流程图

Ｆｉｇ． ７　 Ｓｃｅｎｉｃ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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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景区智能预约界面

Ｆｉｇ． ８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ｆｏｒ ｓｃｅｎｉｃ ｓｐｏｔｓ

４．４　 景区体验感受模块

景区体验感受模块主要是整理用户对于景区景

点的整体环境、服务态度、游览项目等方面的意见或

建议。 在景区体验感受页面的输入标题、内容、图片

等信息进行发布帖子或重置操作，具体流程如图 ９
所示。 景区体验感受模块如图 １０ 所示。

结束

提示重置
成功

是否重置

是否成功发布

填写贴子
内容、图片

点击景区体
验感受模块

提示帖子
发布失败

开始

否

否

是

是

图 ９　 景区体验感受流程图

Ｆｉｇ． ９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ｒｅａ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图 １０　 景区体验感受界面

Ｆｉｇ． １０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ｒｅａ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５　 系统测试

５．１　 测试方法

如何有效地检测出缺陷和可能存在的问题，从
而提高软件的竞争能力，是软件测试的一个主要目

标。 本系统采用的是动态测试和黑盒测试方法进行

测试，查看程序在运行过程中发现可能的错误操作，
用测试用例来检测应用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并在测

试过程中严格按照测试标准进行，保证系统能够安

全运行，减少差错。
５．２　 系统主要功能模块测试

通过测试可以看到系统是否达到功能需求，系
统是否能够有效的运行，并且可以找出程序中的错

误，提高可靠性。 本文系统测试主要针对以下 ３ 个

模块进行。
５．２．１　 景区信息资讯模块测试

景区信息资讯模块测试主要是对所管辖的景区

景点的信息管理。 景区信息资讯模块的测试用例见

表 １。
５．２．２　 景区智能预约模块测试

用户登录系统，需要使用自己的账号和密码，查
看旅游景区，其中包括对景区预约、提交预约。 提交

通过后，同时刷新可参观的景区时间表。 景区智能

预约模块的测试用例见表 ２。

表 １　 景区信息资讯模块测试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ｒｅａ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ｕｌｅ ｔｅｓｔ

序号 测试子项 执行步骤 预期结果 实际结果

１ 添加旅游景区信息 旅游景区管理员填写景区基本
信息，并将其提交到系统

正常添加 符合预期结果

２ 修改旅游景区信息 旅游景区管理员修改景区基本
信息，并将其提交到系统

如果修改内容正确，则修
改成功。

符合预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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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景区智能预约模块测试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ｕｌｅ ｆｏｒ ｓｃｅｎｉｃ ｓｐｏｔｓ

序号 测试子项 执行步骤 预期结果 实际结果

１ 预约景区信息 用户预约景区类型及参观时间
等，并将其提交到系统中

正常预约 符合预期结果

２ 取消预约景区信息 用户取消预约景区，并将其提交
到系统中

正常取消预约 符合预期结果

５．２．３　 景区体验感受模块测试

景区体验感受模块主要测试用户提交的反馈信

息。 景区体验感受模块的测试用例见表 ３。
表 ３　 景区体验感受模块测试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ｒｅａ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ｍｏｄｕｌ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测试子项 执行步骤 预期结果 实际结果

提交留言反馈 用户进行留言评论，并
将其提交到系统中

正常提交 符合预期结果

５．３　 系统测试结果

本文通过使用软件测试方法中的黑盒测试，在
对黑盒测试原理理解的基础上，通过设置系统功能

的场景模拟使用黑盒测试对系统进行了全面的功能

测试，包括在使用黑盒测试时编写的测试用例。 通

过系统功能场景的测试与还原而得到的测试结果，
测试结果表明，本系统满足需求分析中设计目标的

要求，软件功能完整，系统故障处理正确。

６　 结束语

本文基于“互联网＋”时代的特点，并结合“智能

＋旅游”的发展趋势，运用 Ｊａｖａ 语言、ＭｙＳＱＬ 数据库

以及 ＳＳＭ 框架，将景区预约管理智能化和便利化。
针对旅游景区的需求分析，设计实现了景区信息资

讯、园区景点导航、景点智能预约、智能语音讲解、取
消预约信息、景区体验感受、周边配套服务等功能，
且已在智能终端 ＡＰＰ 中试用，为解决传统旅游景区

预约管理消耗大量人力的问题提供了方案，具有较

强的现实意义和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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