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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仓库的综合查询系统的设计和实现
,

张凤荔** 葛晓峰 卢显 良
(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 成都 61 0 0 54 )

【摘要】 在详细论述数据仓库思想
、

体系结构与工作原理以及相关的重要技术的基础上
,

给出了

厂长综合查询 系统的数据仓库结构和数据仓库中数据采集
、

数据的可视化的方法和实现示例
。

最后讨论

了建立行之有效的决策支持系统的构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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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仓库
1

.

1 数据仓库

随着数据量的迅速增大以及查询要求的复杂化
,

人们对服务于 O LT P ( 0 。 一

iL n e
rT an s ac it on

rP oc e ss in g) 的数据库中的原始数据进行再加工
,

形成一个综合的
、

面向分析的环境以支持决策的产

生
,

逐渐形成数据仓库的思想
。

数据仓库最主要的四个特征为面向主题的
、

集成的
、

稳定的
、

随时

间变化的
,

它的一种典型的结构如图 1所示 [l]
。

数据仓库分为早期细节级
、

当前细节级
、

轻度综合级和高度综合级四级
。

原始数据首先进人当

前细节级
,

进一步进行综合后进人轻度综合级乃至高度综合级
,

老化的数据进人早期细节级
。

数据

仓库中存在着不同的细节级别
,

称之为
“
粒度

” 。

粒度越高表示细节程度越低
、

综合程度越高
,

回

答细节问题能力下降
。

粒度既影响到数据仓库中数据量的多少
,

也影响到数据仓库所能回答询问的

种类
。

在数据仓库中
,

多重粒度是必不可少的
。

高度综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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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数据仓库结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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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 w 的体系结构

数据仓库系统由三部分组成 11
’

2 ]: 数据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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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数据仓库体系结构

( D w )
、

数据仓库管理系统 ( D WM )S 和数据仓库



电 子 科 技 大 学 学 报 第 82卷

工具
。

在图 2中可以看出
:

数据仓库居于核心地位
,

是信息挖掘的基础
;
数据仓库管理系统负责管

理整个系统的运转
,

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
而数据分析工具则是整个系统发挥作用的关键

,

只有通

过高效的工具
,

数据仓库才能真正发挥数据宝库的作用
,

如图 2 所示
。

图中
: 1 为数据仓库工具

;

2 为可视化工具
; 3 为数据挖掘工具

; 4 为多维分析工具
; 5 为多维数据

; 6 为数据仓库
; 7 为多维

数据
; 8 为关系型数据库

; 9 为轻度综合数据
; 10 为当前细节数据

; 11 为早期细节数据
。

2 应用数据仓库实现厂长综合查询
2

.

1 厂长综合查询系统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厂长综合查询系统的结构为
:

各个部门的 0 LT P 数据库位于三个不同的服务器上
,

两个 Fox p or

数据库运行在服务器 N vo l 和 N vo Z 上
,

一个 s y b as
e

数据库运行在小型机上
,

涉及到全厂的销售
、

生产
、

财务
、

设备
、

物料
、

供应
、

人才
、

仓储管理等诸多方面 (财务用 N vo l
,

其他部门公用 N o vZ )

图 3 D w 工作流程示意

的管理
。

厂长综合查询的 O LT P 数据库适用于厂长了解各

个部门的业务情况
,

位于小型机 (u N Ix )上
。

两个 F o x p r o
服

务器通过网络交换机和小型机相连
,

进行数据交换
。

厂长

查询数据仓库位于厂长查询的数据服务器上
,

它定期从

0 LT P 数据库中取得数据并予以综合
,

得到面向全厂的查询

和数据分析
,

其完整的工作过程如图 3 所示
。

(虚线框表示

在这里用的是 自己开发的模型化的工具 )
。

2
.

2 厂长查询数据仓库的逻辑结构

厂长查询数据仓库最初主题为
“
销售

” 、 “

生产
” 、 “

财

务
”

和
“

人才
” ,

它的逻辑设计采用了流行的星型模式 (S atr
s c h e m a)

。

星型模式是基于关系型数据库
,

面向 0 L A (P 0 n

l in e A n a l y t i。 a一 P r o c e s s )的一种多维化的数据组织方式
。

关系

数据库将多维数据库中的多维结构划分为两类表
:

一类是

事实表
,

用来存储事实的度量值及各个维的码值
;
另一类

是维表
,

每个维至少有一个表保存该维的元数据
,

包括维

的层次及成员类别等
。

这里以厂长查询数据仓库的主题之

一
“
销售

”

为例来说明
。

选择销售金额与销售费用和与之

相关的四个维

—
时间

、

市场
、

产品和客户组成事实表

结构
。

事实表的时间维精确到每天
。

市场维分为省
、

地区
、

县三个层次
;
产品维表除产品代码

、

时间外
,

还含有名称
、

规格
、

单价等信息
;
市场维表和产品维

表的时间粒度定为一年
。

客户维表由 D w 定期根据 0 LT P D B 客户档案进行刷新
。

D w 中还存放其

他和销售有关的基础信息和统计信息
,

为 D w 拓展主题
、

加大规模时
,

提供充实的资源
。

.2 3 数据采集的实现

数据采集是数据仓库建设阶段的关键所在
。

它的实现需考虑
:

采集的周期和时机
,

以满足数据

的及时性和实时性要求
,

同时净化
、

集成数据
,

生成纯净
、

统一的企业数据视图
。

目前
,

将旧数据

转换为数据仓库数据采用的方法有
:

综合
、

重构
、

筛选
、

重新格式化
、

转换和统一风格
。

数据采集

的工作是通过用 oP w e rB iul de
:
编制的前端应用来完成的

,

支持异质 /异构数据库间的批量数据传输
。

2
.

4 数据的可视化呈现

由于后端数据表中存放的数据未必适合于用户从多种角度来观察
,

因此数据在到达统计图之前

形成一种多维的数据视图
,

即数据的多维化
。

数据多维化成什么形式需视数据本身的情况而定
,

多

维化的途径仍然是通过 s Q L 语句来重组数据
。

例如表 1所示的人员的多维数据视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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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人员多维视图

来又一ù勺 4
火一 00

2
,

沪一ō了月z
项目

性别

性别

学历

分科

男

女

博士

部门 销售

只要有项 目和分科两个维即可确定一个数据对象 (人数 )
,

它是一个二维的数据视图
。

其重组的

s Q L 语句如下
:

5 E L E e T o l s T rN e T
`

性别
, ,

性别
, c o u n t ( * )

F R O M 人事档案表 G R 0 uP B Y 性别

U N TO N

s E L E e T D v s T rN e T
`

学历
, ,

学历
, c o

un t (* )

FR O M 人事档案表 G R O --LPJ
B Y 学历

U N IO N

s E L Ee T D l s T rN e T
`

部门
’ ,

部门
, e o u n t (* )

F RO M 人事档案表 G R o
UP

B Y 部门

维的操作主要有切片和切块
。

当对某一维只保留单一值时称为对该维切片
,

例指定 日期 =

一9 9 7 20 7 / 2 4 是对日期的切片
;
而指定如

`

旧期在 19 9 7 / 0 6 20 1 到 1 99 7 20 6 23 0 之间
”

一类范围的过滤称

为切块
。

上例中
,

用户只关心本厂所有职员的某种构成分布
,

使得可操作的维只有
“
项 目

” ,

而操

作方式只可能为切片
。

在其他的情况下
,

必须仔细地分析各数据维的可操作性以及固有的相关程度
,

有时统计图类型 (折线图
、

条形图
、

堆积图
、

饼图以及散点图等 ) 也不得不作为一个维来对待
,

在

制作多样化动态报表
、

全面进行数据分析与挖掘的工作中
,

数据多维化都是强有力的基础工具和必

不可少的技术手段
。

3 数据挖掘与决策支持系统一数据仓库的最终目标
数据挖掘主要依赖于以下技术的支

持程度 3[] :

大规模数据采集
、

功能强大

的多处理器计算机
、

数据挖掘算法
。

数

据挖掘可自动预测趋势
、

行为并自动发

现以前未知的模式
。

图 4 示出了对大型数据仓库进行分

析的结构
。

目前
,

D w + O L A P + D M 的

结构已被公认为是 D SS 的有效解决方

案
。

这种构架的真正意义在于重新展示

信息的本质
,

表明了信息系统的设计观

念从处理驱动到数据驱动的转变
。

今

后
,

信息的重点将转移到数据模式分析
,

图 4 集成的数据挖掘结构

处理技术则是应数据分析的需要而产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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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介绍

3 r n ll l 雪崩振荡器系列

主研人员
:

唐小宏 吴正德 樊 勇 张永鸿 张显静

该项 目完成如下研究内容
:

1) 3 m m 连续雪崩振荡器及注人锁定放大器完成了边续波雪崩振荡器的电路设计
,

研制了适用于国内外器件

的振荡器结构
。

在 3 m m 频段上
,

输出功率大于 10 0 m w
,

注人锁定放大器输出功率大于 700 m w
,

注锁增益大于 17

d B
,

锁定带宽大于 500 M H z 。

2) 3 m m 脉冲雪崩振荡器及收发组件完成了脉冲雪崩振荡器和脉冲驱动源的电路设计
,

研制了适用于国内外

器件的振荡器结构
。

在 89 G H o 95 G H z 范围内点频工作时
,

输出功率大于 10 W
,

脉宽 20 n * 50 n s ,

重复频率为 10 kH oz

研制成功非相干脉冲收发组件
,

在 94
.

8 G l l z 上
,

脉冲发射功率大于 s w
,

脉冲宽度为 26 ns
,

重复频率为 11 川
z ,

接收机中频 1 G I J z ,

射频一中频变损耗 11 dB
。

该成果性能优良
,

工作稳定
、

实用
,

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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