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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述了一种数据仓库设计与开发的通用框架一←~参照结构。重点描述了参照结构的原理

及各部分构成，最后举例说明了它在数据仓库分析中的两种应用方式一一垂直剖析和水平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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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仓库是面向主题的、集成的、稳定的、不同时间的数据集合，用于支持经营管理中的决策制定过
程~ I - 2 J 。

随着数据仓库技术的兴起，基于数据仓库的各类应用系统、软件、产品应运而生，但同时也有许多这样的

系统半途夭折了。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系统在设计与分析时就不够完善却成了众多数据仓库应用系统失败

的最主要原因。从根本上说是缺少合理、实用的构架[3] 。本文提出一种数据仓库通用框架一-参照结构以

帮助解决这一问题。

1 数据仓库参照结构

1. 1 什么是参照结构?

在拥有多种技术、多个制售商、多种定义和术语的世界里，需要有一种通用的结构来进行比较、作出选

择、评估风险、建立标准，这种结构就称为参照结构[4] 。数据仓库参照结构就是把数据仓库方案的各组成部

分进行分离的通用框架。

1. 2 使用参照结构的好处

1 )提出了一种通用的框架。使得数据仓库应用系统的投资者、开发者和使用者在讨论、评估以及实现

中有通用的结构可供使用。

2) 实现不同的组成方案。例如，有的企业可以只建立数据站场，而以后再逐步建立数据仓库。

3) 帮助用户按阶段完成目标。参照结构为用户提供一个持久的框架，以便用户按阶段完成预定目标。

4)对制售商提供的各种构件和工具进行选择。通过参照结构可以使用户对不同的解决方案进行精心

比较从而选择合适的构件和工具。

1. 3 参照结构总体介绍

数据仓库参照结构把数据仓库应用系统的组成部分划分成块和层。块主要有数据源、数据站场、数据仓

库、存取与使用等。层主要有数据管理、元数据管理、传输和基础结构等。块与特定的数据仓库相关，而层侧

表示用于实现块的环境[5] 如图 l 所示。具体来说:

数据源模块:主要为数据仓库提供原始数据。可以分为内部数据、外部数据和元数据等。

数据仓库模块:是结构的主要支撑部分。分为求精、重构和数据仓库三部分。求精部分负责标准化、净

化、过滤与匹配，以及为所抽取数据的原始信息附加时间标记，还包括一些元数据的抽取和创建等。重构部

分负责检验数据是否满足用户分析的需求，完成数据的集成与分割、概括与聚集、预算与推导、翻译与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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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转换与映射以及元数据的创建等。数据仓库部分是这一模块的主体部分，包括建模、概括、聚集、调整与

确认、建立结构化查询、创建词汇表等。

数据站场模块:该块与数据仓库模块的主要区别在于最终用户的侧重点上。数据站场主要偏重于用户

的商业目标。

数据仓库存取和使用模块:该块帮助数据仓库发挥作用，提供各种对数据仓库进行操作的工具及应用程

序。它包括:存取与检索、分析与报表两部分。存取与检索部分负责对数据进行检索及多维转换等操作。分

析与报表部分是一组作用于数据仓库或数据站场的工具和应用程序集合，比如，报表工具、分析工具、决策支

持工具、数据挖掘工具等。

数据管理层:主要完成数据的抽取、添加、恢复等任务。

元数据管理层:主要负责管理数据仓库所使用的元数据。

传输层:主要完成不同模块间数据的传输任务。比如客户端和服务器端数据接 TCP/IP 协议进行网络

传输等。

基础结构层:包括一些为数据仓库服务的管理和应用系统。比如系统管理、工作流程管理、存储管理等。

1- 4 数据仓库参照结构的应用

如同前面提到的，数据仓库参照结构为数据仓库应用程序的开发者提供了一种搭建各部件的参考框架，

并可以为系统的设计、分析及模拟运行提供便利。下面通过将其运用于系统分析来具体展示它很好的作用

和易用性。

有两种方法将数据仓库参照结构用作系统分析-一垂直剖析与水平剖析。

1 )垂直剖析。垂直剖析就是把块分割开，把各层分为段以形成多个"分割"。在同一"分害。"中的块共享

同一层，也就是共享同一环境。因此垂直剖析创建了硬件和软件平台的边界。垂直剖析非常有用，因为根据

它可以制定许多重要决策。比如，数据源与数据仓库是否应运行于相同平台上?数据站场有没有存在的必

要?

图 2 是某单位对参照结构的垂直剖析方案。该单位将数据源和数据仓库划分在同一分割中，数据站场、

存取与使用则处在另外两个分割中。如同前面说过的，在同-分割中的块共享同一层，也就是共享同一环

境。因此，数据糖、与数据仓库必须处于同一平台上，并且共享相同的传输和基础结构机制。如果数据源程序

运行于主机的 DB2 之上，那么数据仓库也必须运行于基于相同 DB2 的平台上。使用这种结构时，主机功能

必须足够强大以适应数据仓库运行的需要o

数据管理层

元数据管理层

传输层

基础结构层

图 1 数据仓库参照结构

数据源

图 2 数据源与数据仓库位于同一平台的垂直剖析

图 3 是另一种垂直剖析。它把数据源、数据仓库、数据站场和存取与使用全部分割开。这便是常用的基

于主机和客户/服务器的数据仓库应用系统结构。数据源及相应程序环境位于宿主机上，而数据仓库则存在

于能提供充分处理支持的大型服务器上。数据站场则位于同一台或另一台服务器上，负责管理数据站场构

件。存取与使用则位于客户的工作站上。这种结构适合于主机功能不很强大，但拥有数据服务器以服务多

个客户程序的情况。

由此可见，通过对数据仓库参照结构进行适当的垂直剖析可以明确系统建立的分配方式、使用硬件和平

台、功能划分等问题。如何选择合适的垂直剖析，方式，要根据单位以及使用者的具体要求和现有条件来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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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2) 水平剖析。一旦建立了垂直剖析，就必须考虑许多与实现有关的问题，如创建数据仓库需要什么样

的人员、为数据仓库的各个构件选择什么产品和软件等。这时就需要使用水平剖析。水平剖析就是将参照

结构分成不同的"片每一"片"完成各块和层的一部分任务。

图 4 是支持项目成员和技术的参照结构水平剖析方法。它可以帮助单位了解数据仓库应用系统实现过

程中个人的作用，以及个人需完成的任务。比如，数据仓库的创建任务就需要处在不同片中的技术人员完

成，包括数据管理人员、建模人员、报表分析人员等。

垂直剖析

水平剖析

人员和技术 ζL 

数据源 做据仓库 数据站场 恃取使用

图 3 基于主机和客户/服务器的垂直剖析 图 4 基于工程人员及技术的水平剖析

2. 结束语

以上论述了参照结构这一数据仓库通用框架，对它进行一定的操作，比如垂直剖析或水平剖析等，便可

以极大地方便数据仓库开发以及系统分析人员的工作，是设计开发数据仓库应用系统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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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Kind of Universal Framework of Data Warehouse - Reference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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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kind of universal framework of data warehouse - reference structure , and mainly 

describes the principle and each component of the reference structure , finally illustrates two ways of applying the 

reference structureωdata warehouse analysis , i. e. vertical analysis and horizont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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