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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PDA 的无线餐饮点菜应用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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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深入分析无线餐饮点菜应用系统的业务流程, 详细介绍该应用系统的开发过程、系统整体设计, 重点介

绍了 PDA 与 PC 之间通信的关键技术 WinS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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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Restaurant Management’s System
Based on Wireless Network and PDA

LI Zhen-kun, LAN Fang-hua
( Faculty of Computer,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90,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presents a restaurant management’s system based on wireless network and PDA. It introduces all modu-
le’s function, and discusses the software processing. It mainly discusses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PDA and PC by winsock
control, and TCP/ IP network connection protoc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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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信息化是提高企业经营效率的一个重要方式 , 目前多

数通过有线网络建立管理信息系统 , 但是有很多场合不适合使

用有线网络 , 因为采集到的数据不完全或者需要增加人工处

理, 极大制约了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和发展。因此利用无线网络

技术和 PDA( 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 设备进行数据的采集、

处理、显示来提高这些方面的管理信息化水平就十分必要了。

1 系统分析与设计

餐饮行业中 , 传统的点菜方式是通过服务员手写 , 再传给

厨房, 最后结账。这种方式经过多个环节、多个人, 各个环节都

是手工处理 , 因此比较容易出错 , 并且不容易查找到出错的环

节。目前餐饮行业多数采用了一些电子信息管理技术, 在收银

环节使用计算机进行处理 , 而厨房、点菜、预订等环节很少采用

计算机处理数据 , 即使采用计算机处理 , 各个环节的数据相互

独立, 因此最后还是很难做到对菜品销售、顾客口味、客流等数

据的营销统计分析 , 直接影响餐厅经营的效益。在点菜环节上

通过计算机处理数据是整个流程中最初的数据处理部分 , 也是

餐饮管理信息系统的关键。采用 PDA 作为点菜的终端设备 ,

不仅可以保证整个数据流畅通 , 而且可以方便客户 , 提高工作

效率和餐厅形象。

1. 1  业务流程分析

本系统的业务流程如下 : 顾客点菜时 , 服务员利用手中的

PDA 进行点菜。顾客确认后通过无线局域网发送给接收系

统, 将菜单数据传给后台数据库。系统收到数据后把菜单自动

分类传送到各厨房的打印机和吧台的打印机 , 同时数据库系统

保存交易数据记录。收银也同步更新数据 , 并按规定格式分别

打印菜单或酒水单。

1. 2 系统软硬件设计

根据系统分析和数据库实际运行的需要 , 对软硬件的配置

选择如下。硬件环境 : PDA 采用华硕 MyPal A620 系列 , PDA 的

操作平台是 PocketPC 2002 Premium Edition 版本 ; 数据库服务

器选用高档 PC 服务器; 无线局域网传输系统是基于 802. 11b

协议搭建 , 覆盖整个餐厅 ; 其他设备有扫描仪、打印机等; 客户

机为一般 PC 机即可。

软件选用的原则是立足于业务管理的需要 , 既要满足应用

系统的基本功能要求 , 同时还要考虑其性价比和软件技术的发

展前景等因素。操作系统可以是 Windows NT, Windows 98,

Windows 2000 或 Windows XP; 应用系统开发环境为 Microsoft

Embedded Visual Basic 3. 0( EVB) ; 开发语言为 Visual Basic 6. 0

( VB 6. 0) ; 数据库开发平台选用 SQL Server 2000 服务器版和

客户端。

1. 3 系统网络架构

目前常用的网络架构是浏览器 /服务器 ( Browser/Server,

B/S) 和客户 /服务器 ( Client /Server, C/S) 。两种方式各有优

缺点 [ 3] 。根据餐饮点菜系统和 PDA 的特点, 本系统采用客户

机 /服务器方式。客户端的应用程序由 EVB 开发, 运行在 PDA

上, 负责发送和接收来至数据库的数据 ; 服务器端的应用程序

由 VB 6.0 开发, 负责接收客户端的数据和处理数据, 并且通过

ADO 与数据库连接。SQL Server 2000 作为后台数据库。系统

逻辑结构图如图 1 所示。

1. 4 系统整体设计

为了保证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协调以及整体目标

的顺利实现 , 在无线餐饮点菜系统的开发和构建过程中 , 运用

软件工程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统一的系统分析。为了使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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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数据共享和软件共享的双重性能 , 并且具有在全行业推广

应用的功能 , 应采用统一的数据模型、标准的代码体系、规范的

图式图例、约定的处理方式和通用的软件接口。力求开发出友

好的用户界面 , 并进行集成化和商品化包装。无线餐饮点菜系

统的总体结构图如图 2 所示。

PDA 通过 AP实现与数据库服务器通信 , 后台管理、厨房

打印、收银、预订都是与数据库连接的, 所有数据同步一致。

AP( Access Point, AP) 是无线接入点, 用户接入半径 50m ～

100m, 它的作用是提供无线和有线网络之间的桥接。在理论

上每个接入点可容纳 1 024 个终端的接入 , 但是由于数据实际

传输的要求 , 一般一个接入点可以支持 15 个 ～63 个客户端的

无线终端 [ 5] 。如果范围比较广, 可以采用多个 AP的方式。

为了实现无线通信 , PDA 需要插无线网卡 , 本系统采用的

无线网卡是 CF 11M 无线网卡。后台管理、厨房打印、预订管

理、收银由C ++ Builder 开发。

1. 5  模块设计

PDA 无线点菜管理系统是一套用于餐饮业无线智能化、

移动化、网络化、现代化的管理软件。本系统包括的主要模块

如图 3 所示。

2 系统实现

2. 1  运行在 PDA 上程序的实现

根据实际项目需求分析, 选择 EVB作为开发 PDA 上应用

程序的开发平台, EVB为开发基于 Windows CE 平台和设备的应

用软件提供了完整的集成开发环境。与 EVC比较 , EVB具有开

发简单, 尤其适合作数据库方面的开发。EVC功能强大 , 但是开

发难度大, 开发速度慢。EVB 3.0 可以从微软的官方网站下载。

运行在 PDA 上的程序的主要作用是显示数据库中的相关

数据和采集数据。主要功能模块为开台管理、开台修改、菜式

增加、预订查询。开台管理主要负责登记客户的基本信息 , 如

VIP号等 , 生成一个唯一的菜单号。开台修改主要负责对客户

信息的更改 , 以及台号的更改等。菜式增加主要包括增加新

菜、删除原来点的菜等 , 并把点的菜发送到数据库中 , 供厨房打

印。查询预订主要功能是查询餐厅预订情况 , 显示预订餐厅的

信息。基本界面如图 4 所示。

2. 2  运行在 PC 机上的服务器端程序实现

服务器端程序由 VB 6.0 开发, 服务器主要作用是接收从

PDA 上传来的数据、向 PDA 发送数据和后台数据库连接。

PDA 发送来的数据是 SQL 执行语句 , 服务器接收数据后执行

SQL语句 , 并且把执行的结构反馈给 PDA。服务器运行界面如

图 5 所示。

图 5 服务器端运行界面

2. 3 PDA 与 PC 机之间的通信

PDA 与 PC 之间的通信是整个系统的关键 , 是无线应用系

统与一般应用系统的区别 , 因此设计一个稳定的通信方式有重

要的意义。PDA 与 PC 之间的通信有两种方式 , 即有线方式和

无线方式。有线方式是通过 ActiveSync 同步软件、USB 接口和

数据线实现与 PC 机连接。它的主要缺点是数据不能实时同

步, 并且需要数据线的连接。无线方式是通过 AP 和局域网

( Local Area Network, LAN) 组成, 优点是数据实时同步, 采用

无线技术。本应用系统采用无线方式 , 通过 WinSock 实现 PDA

与 PC 机之间的通信。

在客户端和服务器端都使用 WinSock控件 , 服务器端采用

TCP/ IP方式接受客户端的连入。为实现多客户端的连接 , 采

用控件数组的方式 , 其中用 WinSock1( 0) 专门侦听信息。当有

一个连接请求时 , Load WinSock1( Courrentconnectnumber) , Cur-

rentconnectnumber 为当前连接数。断开连接后, 必须 Unload

WinSock1( Currentconnectno) 。

使用 TCP协议来建立连线 , 客户端和服务器端有不同的

处理功能。客户端程序必须知道服务器计算机名称或者 IP 地

址, 通过 WinSock 控件的 RemoteHost 属性来设置; 此外, 还要

知道进行“侦听”的端口 , 通过 RemotePort属性设置。用 Con-

nect方法建立与服务器应用程序的连接。服务器端应用程序 ,

设置一个监听端口 , 即 WinSock 的 LocalPort 属性 , 并调用 Lis-

ten 方法。当客户端需要连接时 , 将发生 ConnectionRequest 事

情。为了完成连接, 在 ConnectionRequest 事情内调用 Accept

方法。建立连接后 , 任何一方都可以收发数据。发送数据调用

SendData 方法。当接收数据时将发生 DataArrival 事情, 在

DataArrival 事件内调用 GetData方法获得数据 [ 2] 。

2. 4 数据库的实现

PDA 无线点菜管理系统涉及到很多数据 , 需要通过数据

库进行管理。数据库系统应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数据库管理系

统的功能 , 并且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数据操作及数据处理需要 ,

关键是保证数据的同步一致、减少数据冗余。

数据的来源主要是餐厅点菜、预订和仓库。如预订时填写

的顾客信息、联系方式等 ; 点菜时的菜名、数量、重量 ; 仓库管理

中各种供应商的电话 ; 菜的价格等。数据管理一方面实现数据

顺利在各个环节流通 , 更重要的是提供管理层进行决策时需要

的数据。如通过数据分析 , 找到顾客群、顾客喜欢的菜式等。

由 VB 6. 0 开发的服务器端通过 ADO 实现与数据库的连接。
( 下转第 19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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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R, 也可以被网络自重构模块 TSR 访问和修改。RT 在以下

三种情况下被修改 :

( 1) 当 CBR 收到新的订阅条件或者取消订阅的请求时 , 它

采用本文 1.2 节中的分发策略更新 RT。

( 2) 当 TSR 感知某邻居分发器节点加入 , 退出 , 或者崩溃 ,

会根据相关信息修改 RT。

( 3) 当 TSR 参与到网络的自重构操作中 , 会协助其他节点

的 TSR, 按照自重构的策略 , 共同完成自重构操作 , 并最终修改

路由表 RT。

CBR实现了基于内容的路由 , SIENA 系统所采用的连通

无环网络的路由与此类似。CBR 的职能包括传递事件, 分发

订阅条件 , 对 SR 和 TR 更新。当事件 e 到达分发器时 , CBR 首

先检查 ST, 如果有匹配的订阅条件 , 就将 e 传送给订阅该事件

的本地用户 ; 然后 , CBR 检查 RT的每个路由条目的订阅条件 ,

如果有匹配的 , 就将 e 沿指定路径转发。

TSR 提供网络拓扑自重构功能 , 包括网络自恢复和网络优

化的自组织。网络自恢复指网络中某条点对点的连接断开或

者某节点崩溃 , 网络被迫采用的自我修复过程 , 以建立新的网

络拓扑。网络优化的自组织指 TSR 通过某种策略计算出新的

网络拓扑 , 它比起当前的拓扑可以有效地减小递送节点的数

目, 因此提高了整个网络的效率。

Interaction Manager 负责与本地用户打交道。Dispatcher

Manager 负责感知邻居分发器节点的加入 , 退出和崩溃, 并通

过与 TSR 交互, 为网络的自重构提供信息。分别讨论这三种

情况: ①如果新分发器节点 A 作为当前节点的邻居加入 , 当前

节点首先判断它的邻居数目是否达到了某一预先设定的临界

值 d, 如果没达到 , 则以一定的概率接收 A 为邻居。②如果分

发器 A 向它的所有邻居节点发出请求 , 表示打算终止它们之

间的连接 , 那么 TSR 模块将启动 , 使网络自恢复。③Dispatcher

Proxy 提供监测邻居节点的机制 , 我们称之为“心跳”, 也就是

说, 每个分发器以固定的频率向它的邻居节点发出“心跳”消

息, 表明它是正常工作的。如果某种原因导致节点崩溃, 那它

的“心跳”将终止 , 周围的邻居将在至多两个“心跳”周期内捕

捉到该节点崩溃的消息。随即 , TSR 启动网络自恢复操作。

HERMES[ 1] , SIENA[ 2] , JEDI[ 3] 等系统由于工作在静态分发器

网络上的系统, 容错性很差 , 而且系统结构僵化, 不能根据事件

交互方( 发布者 /订阅者) 的分布 , 优化系统交互。SOES 的优势

在于, 它工作在动态的分发器网络上, 支持系统的自重构。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讨论了基于内容的 Pub/Sub 系统的网络自恢复和优

化自组织( 统称“网络自重构”) 问题, 并给出了初步的解决方

案。静态分发器网络由于缺乏灵活重构的机制 , 精心设计的事

件路由方案无法在动态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场景下有效的应

用。本文首先讨论了基于内容的 Pub/Sub 系统的特征及各种

导致网络重构的因素。其次 , 解释了什么是网络的自重构 , 然

后分别阐述了网络自恢复和优化自组织的关键步骤。最后 , 介

绍了我们开发的 SOES 系统。本文的贡献在于: 首先 , 提出了

耗时更短的系统自恢复策略; 其次 , 提出了全新的“节点类聚”

标准 , 关联度, 它不但体现订阅者之间的关联 , 还有订阅者和发

布者之间的关联 , 使更有效的类聚成为可能。我们打算在不久

的将来 , 对 SOES 系统进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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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束语

无线餐饮点菜系统的使用 , 提高餐厅的管理效率 , 真正实

现餐饮行业的电子信息化管理。本系统已经在广州市某大厦

试用。虽然存在 PDA 带电时间不长和在小餐厅使用 PDA 带

来工作效率提高不是很明显等问题 , 但是随着 PDA 性能的提

高、无线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管理意识的提高 , 基于 PDA 的无线

餐饮点菜系统也会使用的更加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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