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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essay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RS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the features of information service system. From the general design of the system to functional 

analysis, and finally we design the framework. With the use of MVC design pattern during the 

design of the system, we made a design scheme on the basis of the RSS information servi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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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RSS技术的信息服务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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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针对信息技术 RSS 技术的发展，结合信息服务系统的特点。从系统总体设计到功能分析，最后进行架构设

计，在系统设计过程中采用了 MVC 设计模式，提出了一种基于 RSS 技术的信息服务系统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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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到来，人们更多的从互联网上获取信息。RSS 技术就是信息时代的产物。它的特点包

括来源多样的个性化聚合特性；信息发布的时效、低成本特性；无垃圾信息，便利的本地内容管理特性。

因此，通过利用 RSS技术，大家可以更方便的在网络上获取自己想了解信息。这样不仅缩短了用户在了解

新闻过程中花费的时间，同时能让用户可以在第一时间掌握最新消息。 

1 RSS简介 

RSS 自 1999 年由 Netscape 创建以来一直都是聚合技术的代表, 焦玉英等著的网上合作数字参考咨询

的服务模式与管理机制提出一个较完整的基于 XML流的 RSS个性化内容聚合运行模型[1-2]。自 2003年以

来互联网上出现了一些中心化信息聚合服务商,以 Feed 在线聚合、阅读为基础服务,派生出多种服务方式

[3]。RSS(信息聚合)在电子商务网站中的应用方式:创建新型信息发布平台,提供 RSS 推送服务;提供个性

化 RSS服务;自动跟踪功能[4]。 

RSS 本身是一种 XML 格式[5]。RSS（Rich  Site Summary）以建立开放、标准、简易的内容收集机

制及频道描述框架为目标，一种可以共享新闻与其他 Web 内容的 XML 格式[6]。一个 RSS文件就是一段规

范的 XML（标准通用标记语言的子集）数据。RSS 订阅是一种方式，即 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简易

信息聚合)，它执行方式比较简单，主要被用于不同站点之间传递分享资料信息。基于 RSS 的内容聚合技

术解决了互联网中的站点之间内容共享的问题[7]。RSS 技术广泛使用在网上新闻频道和 Blog，通过使用

RSS 订阅功能大大加快了信息获取，在一个站点中增添 RSS 订阅功能，能使用户更快、更准确的获取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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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新闻。普通用户可以通过电脑或者手机下载 RSS阅读器，能够随时阅读最新的新闻资讯。这种可以不

用打开网站详情页面就可以阅读网上新闻的方式受到众多好评。 

2 信息服务系统 

设计信息服务系统是基于 B/S 结构的一个信息系统，集合了新闻订阅和文件上传下载功能，系统设计

在 Windows7 操作系统平台下进行编程。通过设计该系统，用户不仅可以查看最新新闻资讯，还可以订阅

新闻资讯，并且方便的下载自己所需要的文件。 

系统中使用 MVC设计模式并基于 J2EE平台的多层架构的设计。采用该方式可以使系统的扩展性较好。

带来的便利是在满足当前用户需求的同时还兼顾系统可能的功能扩充。本系统在设计的时候，根据功能模

块互相独立的特性，将系统分成了不同的模块，并且在对这些模块进行管理的时候是集中式的。 

系统的用户可以查看最新的新闻消息。当用户被新闻资讯吸引，并且想在最快时间内掌握最新新闻资

讯时系统可以提供的消息订阅功能。当用户对于相关文件有需求时，用户可以浏览文件，查看文件的详细

信息，可以对文件按时间或下载顺序进行查看，并且可以下载文件和发表对文件的评论。系统还可以增添

其他站点的 RSS和对文件进行高效率的管理。 

3 系统设计 

3.1 系统需求分析 

登录系统的角色包括系统管理员和普通用户。以下对每个角色需要实现的功能进行分析和说明。                                                                                                                                                                                                                                                                                                                                                                                                                                                                                                                                

1.系统管理员 

设计管理员登录功能，主要是考虑到系统的安全性。信息服务系统中只有系统管理员才能发布新闻和

文件的上传和下载。系统管理员只有当验证通过后，管理员才能对系统进行管理。 

由于本系统只有一个管理员，所以系统管理员有如下权利来管理系统： 

(1)新闻消息发布：系统管理员可以随时发布最新新闻资讯 

(2)文件的上传：文件上传功能仅对系统管理员有效，系统管理员在进入到文件管理页面中可以选择

添加文件，添加的文件包括对该文件的详细描述，文件的说明以及类型选择。 

(3)文件管理：当管理员通过验证身份后，会获取对文件修改的权限，之后管理员可以添加文件，修

改文件以及删除文件。 

(4)添加 feed：系统管理员可以通过添加其他新闻网站的 feed，将其发布的最新新闻资讯添加到自己

站点中，这样大大节省了发布相同新闻所浪费的时间。 

(5)生成自己的 feed：当系统管理员在添加了许多网站的 RSS 后，为了方便用户在本网站中方便读取

其他站点的新闻资讯，于是与我们就将添加的 RSS 统一起来，然后生成自己 RSS，这样一来，就实现了不

同网站之间的新闻的统一。 

2.普通用户 

(1)新闻浏览:用户可以根据自己喜好浏览新闻。 

(2)订阅喜欢的新闻资讯：当用户看到一个自己感兴趣的新闻资讯，并且想实时了解新闻事件的发展

情况，这里我们提供了一个新闻订阅功能，用户只要通过这个功能，就能够随时获取到最新的新闻动态。 

(3)文件查看：进入网站首页，页面中会罗列出数据库中已经存在的文件，用户可以清晰明白的看到

1916

Advances in Computer Science Research (ACSR), volume 61



 

 

文件名、文件大小和更新日期、以及文件的下载次数和系统管理员对该文件的详细描述。用户可以根据自

己需要，查看或下载文件。 

(4)文件搜索：文件搜索功能在任何系统中都存在，它是一个简单的功能，具体是当用户进行文件搜

索的时候，根据用户输入的要查询的内容的关键字，系统会与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比对，同时将搜索到的

并带有和关键字相同的文字的文件的结果显示出来。用户通过此功能，来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文件。 

(5)文件下载：本系统还提供了文件下载功能，当用户找到需要下载的文件时，只需点击下载，系统

就会弹出要下载的文件的对话框，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需要，有选择性的选择下载路径，文件在下载完成后，

文件的下载次数就会加 1。 

3.2 系统总体设计 

信息服务系统设计是基于新闻消息订阅功能的，并且通过 RSS技术来实现。在设计过程中，增添了文

件的上传和下载的功能。RSS 技术实现了多源信息的个性化聚合。[8] 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管理者在生成 

RSS 文档之后，会对其进行主题聚合， 然后再加入到 RSS 提要库中。此后， 就需要内容集结器发挥其

作用了[9]。 

普通用户可以查看新闻资讯，同时订阅喜欢的新闻，还可以查看文件，对文件进行排序，并且用户还

可以对文件进行评论，系统管理员与普通用户相比，可以发布新闻，将其他站点的 RSS添加到本站点中，

同时生成自己站点的 RSS，也能对文件进行有效删除，适当修改，不重复添加等操作。普通用户可以直接

进入文件下载管理系统的首页，进入首页后就可以对文件进行排序。一方面可以通过下载次数的多少排序，

另外一方面可以根据最新系统管理员的推荐进行排序。文件搜索同时还可以对文件评论。系统管理员进入

到管理首页需要验证登录，只有登录成功后才能对系统进行管理。系统中管理员管理的功能具体包括新闻

消息的发布，解析其他站点的 RSS 源，已经发布的文件修改，新的文件的添加以及已经存在的文件删除。 

通过对上述系统的分析，可以画出系统的功能模块图，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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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系统功能模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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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系统设计，用户可以订阅和查看最新新闻资讯，并且可以方便的下载自己所需要的文件。在网页

设计代码中添加 RSS 的语句。RSS feed，亦可称为 RSS 种子或 RSS 文件，其形式就是一段标准的 XML 格

式数据,它通常括<channel>, <image>, <item>, <textinput> 等 4个元素 [10]。 

4 结语 

在本系统中用到了 RSS技术，通过 RSS技术很容易的实现了信息聚合。本系统设计的是基于 B/S结构

的一个信息服务系统，它集合了新闻订阅和文件上传下载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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