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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项目开发背景及意义 

随着高速铁路时代的来临，世界发达地区高速铁路网络的不断完善与发展，

高速铁路运输成为各国重要的交通方式之一。同时铁路的高速发展正在影响着人

们的出行方式。 

“铁路 12306”是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推出的官方购票应用软件，与火车

票务官方网站共享用户、订单和票额等信息，并使用统一的购票业务规则，软件

具有车票预订、在线支付、改签、退票、订单查询、常用联系人管理、个人资料

修改、密码修改等功能。于 2013年 12月 8日正式上线试运行。而“铁路 12306”

虽然满足了我们基本的购票需要，但是对一些特殊群体并没有照顾到。为了改变

这种情况，我们为此设计了《路友》这款辅助购票软件。平常乘车高峰期或者票

少的地区导致购票困难，因此一款辅助软件是很有必要的。 

1.2. 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现网络上大多数购票软件仅局限于用户自行选择购票，缺乏智能化购票。该

项目实现预订车票，将智能为用户推荐最优车票。 

1.3. 研究目标 

此项目针对网上订购火车票，实现查看列车信息、实时购票、预订车票等功

能。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9%93%81%E8%B7%AF%E5%AE%A2%E6%88%B7%E6%9C%8D%E5%8A%A1%E4%B8%AD%E5%BF%83/781444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9%8B%E6%9C%BA%E8%B4%AD%E7%A5%A8/417919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B1%E4%BA%AB


   The 14th Hunan Collegiate Programming Contest 
    

第 2 页 共 11 页 

 

2. 可行性分析 

可行性研究的目的，就是以最小的代价、在尽量短的时间内确定问题是否能

够被解决。因此，必须客观的分析问题，找到主要的可能解决法，然后从系统逻

辑模型出发，分析若干种主要的解法，研究每种解法的可行性，从而最终确定这

项工程的可行性。 

2.1. 技术可行性分析 

核心功能是由 Python 实现，这里主要运用了 python 的 requests 库作为模

拟请求的工具。python 是一种面向对象的解释型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因为其有

丰富的库作为支撑，所以能处理各种工作，常用于爬虫数据分析等等。 

2.2. 经济可行性 

经济可行性分析是指进行成本与效益的核算分析，从经济角度判断开发该系

统的 预期经济效益能否超过它的开发成本。当系统开发人员接受开发任务时，

首要研究开 发任务，判断是否具有简单明确合理可行的解决办法。其实，有许

多不可能在预期的 规模内解决的问题，如果某些问题无法很好的解决，那么花

费在该项工程上的任何时间、资源和经费都是浪费的。因此可行性分析必不可少。 

该系统的开发运用 Python来完成，参考图书及网上相关资料，由三人开发完成，

在经济方面成本较低，具有一定的经济可行性。 

2.3. 社会可行性 

随着计算机科技的发展，个人计算机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们接触并使用计

算机， 现今普通人也能熟练地使用计算机，并习惯使用计算机处理生活中大大

小小的事情。而一个好的辅助购票软件，针对于那些需要抢票或者预定很久之后

的票的人来说，《路友》这款软件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E%A1%E7%AE%97%E6%9C%BA%E7%A8%8B%E5%BA%8F%E8%AE%BE%E8%AE%A1%E8%AF%AD%E8%A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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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功能需求 
3.1. 功能划分 

根据系统总体功能，系统功能分“列车查询”，“车票购买”，“个人信息”等

几个模块 

3.1.1. 需求分配表 

序号 功能编号 功能描述 

1 1 主界面 

2 1.1 登陆按钮 

3 1.2 车票预定 

4 1.3 个人信息 

5 2 查询界面 

6 2.1 选择信息 

7 2.2 显示信息 

8 2.3 是否可预定 

9 3 购票界面 

10 3.1 选择乘车信息 

11 3.2 选择方式 

12 3.3 是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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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系统功能描述 

 

 

3.2. 其他功能性需求 

3.2.1. 选择信息 

⚫ 选择乘车地点与时间 

用例名称 选择乘车地点 

优先级 必须实现 

触发器 车票预定按钮 

前提 用户登陆账号 

基本路径 

1. 用户选择“车票预定”，弹出提示对话框界面； 

2. 用户选择出发地和目的地； 

3. 用户选择时间 

4. 弹出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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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预定车票 

⚫ 车票查询 

用例名称 车票查询 

优先级 必须实现 

触发器 查询按钮 

前提 用户进入查询界面 

基本路径 

选择相关信息例如出发地等等； 

点击查询按钮； 

表格显示列车信息 

⚫ 车票的购买或抢购 

用例名称 车票的购买或抢购 

优先级 必须实现 

触发器 购票或抢票按钮 

前提 用户登录账号 

基本路径 

选择乘车信息后然后系统显示车次信息； 

选择目标车次输入席次乘车人等等； 

点击购票或这抢票按钮； 

3.2.3. 个人信息 

⚫ 登陆 

用例名称 登陆 

优先级 必须实现 

触发器 “登陆“按钮 

前提 用户未登录 

基本路径 点击”登陆”按钮进入登陆界面，输入帐号与密码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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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构设计 
4.1. 基本设计概念 

程序的关键在于点击按钮以后获取数据和发送数据 

每个按钮点击后处理如下 

 查询 购票 抢票 个人信息 

用户 

查询目标区

间之间的列

车详情。 

对车次下订

单 
对目表车次进行抢票 

查看个人信息，联系

人，版本信息等等 

4.2.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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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程序运行 
5.1. 用户接口 

 

⚫ 主页面：显示界面 

 

⚫ 查询列车 

⚫ 购票抢票 

显示

选项 

登陆

列

个人

信息 

车票

预定 

查询

列车 

目标

区间 

查询

按钮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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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信息 

 

 

 

 

 

 

 

 

 

 

购票

抢票 

查询

信息 

选择

按钮

选择

信息 

个人

信息 

联系

人 

个人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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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系统测试与总结 
 

6.1. 程序运行 

6.1.1. 执行程序 

打开即可运行。 

6.1.2. 主页面 

执行文件后，首先是主页面，如图所示： 

登录界面有三个选项： “登录”、“车票预定”和“个人信息”。 

“登陆”，如果没有登陆，点击“登陆”，登陆 12306 账号并选择图形验证码。 

“车票预定”，就是查看列车信息和购票抢票。 

“个人信息”，查看登陆用户的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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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登陆界面 

点击登陆按钮后，进入登陆面，如图所示： 

6.1.4. 车票预定界面 

点击车票预定按钮后是预定界面，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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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个人信息界面 

点击个人信息按钮后是信息界面，如图所示 

 

 

 

6.2. 总结 

本次项目从刚开始的选题到项目完成，我们历经千辛万苦，确定选题之后我

们开始讨论要用哪些技术写，因为界面编程我们学 java 的时候用惯了 SWT，然

后就想可不可以把 SWT跟 python结合起来使用，然后找资料发现有 jython这个

东西可以用，但是考虑到时间问题，所以我们最终采用了 python的 qt去写，还

有开发过程中出现的很多错误让我们更加体会到细心坚持的重要性，最后我要感

谢我的组员和任老师，他们的坚持和帮助使我们最终完成了这个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