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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一卡通系统作为数字校园建设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在

各高校全面推广和普及，通过对校园一卡通数据的挖掘可以了

解学生生活、学习、消费情况等。关于校园一卡通数据挖掘和分

析的研究主要从系统架构和数据库关联、数据处理方法等角度

讨论。罗华群[1]以校园一卡通日常消费数据为研究对象，利用语

言 Mathlab 对数据进行编程，对学生每月消费额进行分析，判断

是否是贫困生；张丽丽[2]以校园卡信息资源数据为研究对象，对

校园卡信息系统建立了模型，仅仅属于理论上进行了描述；王

德才[3]用支持向量机、关联规则的数据挖掘方法将消费按群体

分类等角度进行建模，只将所有本科生消费额进行分类，并没

有更细致的考虑其他情况；曾秋凤[4]利用 K-means 聚类方法对

学生消费水平、用餐高峰时期进行了分析，初步实现了校园卡

数据挖掘学生消费行为。
本文是以学生校园一卡通食堂就餐消费数据为研究对象，

分别从年龄、性别、出生地、学院的角度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对

午餐与晚餐的消费金额、用餐消费金额与刷卡次数进行了相关

性分析，对学生管理和饮食就餐等方面有重要意义。
1 数据来源与挖掘

本文数据是来自于吉林省某高校 2017 年 7 月到 12 月份在

校本、专科生校园一卡通食堂就餐消费数据，包括学号(idserial)、

身份证号码(identity)、学院(deptstr)、消费时间(jdatetime)、消费金

额(tranamt)等。
利用 Toad for Oracle、SQL 语句和 exp 系统命令 exp system/

***@ table file=e:\daochu.dmp full=y 将所研究数据从 Oracle 数

据库中导出，形成 Access 文件，同时为了提高数据利用率和导

出的时效性，利用 BUFFER=（）命令扩展缓存空间。在 Access 数

据库信息筛选过程中，为了保证数据质量，去除冗杂数据记录，

保留学号、身份证号码、学院、年级、消费时间、消费金额等有效

数据，再将 Access 文件转换成 Excel 表格。
由于 Excel 表格行数的局限性，将数据存放在多个 Excel 子

表格中，对消费时间进行“分列”、“排序”，筛选出午餐消费数据

和晚餐消费数据分别存放在 Excel 表格中，利用函数 IF(MOD
(MID("身份证号码所在位置",17,1),2),"男","女")从身份证号码中

提取学生性别，利用 MID 函数获取学生出生地和出生日期，出

生日期与 2017 做差可获取学生年龄，再利用 COUNTIF、SUMIF、
SUM 等函数获取学生出生地人数、学院人数、年级人数、用餐次

数、消费总额等，最终生成 SPSS 文件 [5-6]。
筛选午餐消费人数 15109 人，晚餐消费人数 13899 人，合计

数据 1478903 条消费记录。去除中午在食堂就餐晚上不在食堂

就餐和中午不在食堂就餐晚上在食堂就餐的同学消

通信。此外还编写了 Http Client Util 工具类来提高开发效率，

对 Http Client 操作的常用方法进行封装，如实例的创建、GET、
POST 请求等，还提供判断网络是否可用等基本方法。

数据的请求。在 Activity 类或 Adapter 类中，开启请求数据

异步线程，由服务层中相应类调用 Http Client Util 工具类向远

端服务发送 GET 请求。GET 方法获取的数据格式为 JSON，再由

服务层中的相应类解析 JSON 格式的数据，最后返回数据。
数据上传。在 Activity 类或 Adapter 类中，开启数据上传异

步线程，由服务层中相应类对上传的数据进行封装 (JSON 格

式)，再由相应类调用 Http Client Util 工具类向远端服务发送

POST 请求，提交数据。
数据保存与同步。本系统在进行数据上传和请求时是以

JSON 格式进行，使用 Jackson 框架可完成数据的封装与解析。
在数据保存与同步时，可调用 execute Post 方法使用 Http Client
访问网络资源并上传数据，上传成功后更新上传服务器的时间

和状态。
3.5 数据分析模块。体征数据异常提醒。本系统会实时对用

户测量的各类体征数据进行监测分析，当体征数据出现异常或

接近阈值时，会通过特殊文字或图形提醒用户，引起用户的注

意。

健康建议推送。本系统会在移动终端推送符合用户的健康

建议，这些建议是由与健康服务平台合作的医疗机构对用户的

健康数据进行分析后所提出的。
3.6 数据展示模块。用户可通过健康体征数据的综合展示来

快速了解自己的体征状况，也可了解某一类健康体征的数据详

情，还可通过健康体征数据的图形化展示，更为直观的了解自己

近期的健康体征数据走势。
4 结论

本系统虽然能够为人们提供一种高效、便捷的个人健康管

理手段，但系统不是很成熟，还有很多有待完善的地方，一些关

键技术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不过，目前整个学术界和产业界

已经充分认识到移动健康的意义，随着研究的深入，移动健康

管理技术必然会促进医疗事业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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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记录，最终保留了中午和晚上同时在食堂就餐来自 18 个学院

13484 名学生的 1448934 条消费记录。
2 数据的描述性分析

从年龄角度分析，就餐学生中，年龄最大是 29 岁，年龄最小

是 15 岁，用餐最多为 19 岁，中数为 20 岁；从就餐学生性别角度

分析，各年级食堂女生就餐人数明显高于男生，总体超出近

75%，超出最高是 2014 级，女生就餐人数是男生的 1.8 倍，最低

是 2016 级，女生就餐人数超出男生 67%；从年级角度分析，低

年级学生在食堂就餐人数高于高年级学生。
从学生出生地角度分析，来自各省市自治区的学生午餐单

笔刷卡消费均低于 8 元，其中来自上海、吉林和黑龙江的学生

午餐单笔刷卡消费高于自其他省份的学生消费金额；学生晚餐

单笔刷卡消费基本情况显示，来自吉林、黑龙江和辽宁的学生

单笔刷卡消费略高于来自其他省份的学生。
汉语、体育和艺术 3 个学院的消费均值略高于其他学院，通

过数据图表构建程序，学生午餐刷卡次数在 300 次以内较多，晚

餐刷卡次数主要集中在 250 次以内，多数学生午餐刷卡次数与

晚餐刷卡次数成正比，说明多数学生就餐选择食堂；男生单笔

刷卡消费金额高于女生。
3 数据的相关性分析

3.1 午餐消费与晚餐消费的相关性分析

由于用餐学生习惯不同，对午餐和晚餐消费方式也不同，下

面我们对两餐的消费数据进行分析，首先进行相关性分析，结

果如表 1 所示。表 1 表明：学生午餐消费与晚餐消费的相关性显

著，两者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即午餐消费多，晚餐消费也多。

如果将午餐消费设成变量 X，晚餐消费看成变量 y，午餐消

费与晚餐消费大体呈线性关系。下面用线性回归分析再进行研

究。
表 2 表示：常量和解释变量的 p 值都小于 0.001，及其显著，

因此晚餐消费和午餐消费的线性方程可以表示为 Y=14.004+
0.6X，说明学生午餐多消费 1 元时，晚餐将多消费 0.6 元。

3.2 消费额与刷卡次数的相关性分析

在进行数据整理期间，发现存在单笔刷卡金额由不足 1 元

到几十元，并且存在较多的小金额刷卡记录，通过 POS 机交易

记录和食堂窗口定价的分析，大金额单笔刷卡记录是几位同学

在同一个窗口使用同一张校园卡消费，小金额刷卡记录是购买

主食时消费的，比如购买二两两米饭或一个馒头等。

我们知道刷卡次数增加，消费总额一定增加，那么，刷卡次

数的明显增加是否会带来总消费额明显增加呢？下面我们对刷

卡次数与消费总金额进行相关性分析[7]。

由表 3 可知，午餐消费与刷卡次数的相关性十分显著，说明

即使有小金额单笔刷卡消费存在，不影响整体数据关系走向。
我们将刷卡次数看成变量 X，午餐消费金额看成变量 Y，可

以得到两个变量之间存在正相关的线性关系，下面用线性回归

分析再进行研究。

从表 4 可以得到常量和解释变量的 p 值都小于 0.001，及其

显著，因此午餐消费与午餐刷卡次数的关系可以表示为 Y=
63.176+5.711X，说明午餐消费每刷一次卡将带来平均 5.711 元

的就餐消费。
对晚餐消费与晚餐刷卡次数进行相关性分析，二者也具有

较强的线性关系，将晚餐刷卡次数看成变量 X，晚餐消费金额看

成变量 Y，得出晚餐消费与晚餐刷卡次数的关系为 Y=26.632+
6.581X，这说明晚餐消费每刷一次卡将带来平均 6.581 元的就

餐消费。
本文的研究结果，对食堂用餐窗口的设置、管理与服务的改

善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为贫困学生的认定与资助工作带来

了帮助，由于部分学生不在食堂就餐，因此本文研究结果只能作

为贫困生认定工作的参考，不能作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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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午餐消费和晚餐消费相关性

表 2 晚餐消费与午餐消费模型系数 a

表 3 午餐消费与午餐刷卡次数相关性

表 4 午餐消费与午餐刷卡次数模型系数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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