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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 了传统数据库与数据仓库的实现技术，讨论 了数据仓库 的主要特征和存储数据的层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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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 20世纪 9o年 代初 ，w．H．Lnmom提 出了“数据仓 

库”的概念，它的 目标是借助于数据仓库全面 、大量 的数据存 

储 ，依靠数据挖掘技术与数据分析工具 ，达到高效 的决策支 

持 。由于数据仓库是数据库 、数据挖掘和联 机分析处理等多 

类技术的结合体 ，故在实现过程中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1 数据仓库与数据库技术的异同 

数据仓库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将 大量 的 、决策分析所必 

需的、历史的 、分散的 、详细的数据加以转换 、清洗 、综合 ，适应 

测算利润 、分析风险 、分析市场以及加强客户服务与营销活动 

的一种新技术。数据仓 库的建立并不是要 取代 数据库 。相 

反 ，它进行复杂分析时 ，需要尽可能全面的数据 。数据仓库实 

质上仍是计算机存储数据的系统 ，由于使用 目的不同，其存储 

的数据在量上和质上都与操作型数据库有所不同。数据仓库 

是以最终用户的观点组织和管理数据 的 ，而传统 的数据库则 

是以提高查询数据的效率为 目的来设计库结构的 。 

2 数据仓库的主要特征 

数据仓库实质 上是 对大量 的 、多 种类 的数据 的集 成策 

略 ，是一种管理技 术 ，目的是使人们更好地 利用 已有信息 

进行有效的决策分析。面向主题 、集成、稳定和随时间变化是 

数据仓库的最主要特征。 

2．1 主题性 

与传统面向应用的数据库不同 ，数据仓库是面向主题的。 

主题是一个在较高层次将数据归类 的标准 ， 每一个主题基本 

对应一个宏观的分析领域。基于主题组织的数据被划分为各 

自独立的领域 ，每个领域有 自己的逻辑内涵 ，互不交叉 ；而基 

于应用的数据则只是为了处理具体的应用而组织在一起的。 

在数据仓库中，每个主题可以包含若干维 ，每个维都与一张维 

表相关联 ，可根据数据的综合程度和所属时间段不同来划分 。 

附图是一个面向天气预报的空间数据仓库。 

2．2 稳定性 

数据仓库存储面向分析的宏 观的历史数据 ，这就要求 数 

据仓库是相对稳定的。对于决策分析来说 ，更关心的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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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分析的某个时间段 内宏观 的历史数据 ，而不是某一时刻 

的细节数据。数据仓库中存在 的数据一经确定后变化不大 ， 

保证了数据仓库的相对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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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气象空间数据仓库的星形模式示例 

2．3 集成性 

数据仓库从各种不同的原始数据源 中定期抽取 、转化数 

据并最终集成为面向决策分析 的数据。由于数据来源 、数据 

类型和存储方式的不一致 ，所以数据从传统数据库进入到数 

据仓库之前 ，必须要进行加工与集成。如现在的气象资料 ，有 

来 自于报表的 EXCEL格式 ，有从中国气象 中心接收过来的文 

本格式等。在把它们转入数据仓库之前 ，必须对它们用相应 

的转化程序转 化成一致的数据格式 ，并进行错值 、缺值等处 

理 ，还要进行一定的加工和集成 。 

2．4 时效性 

为了适应决策支持系统进行趋势分析的需要，仓库数据 

的时限远远长于操作 型环境数据时限 ，一般 在 5—10年。在 

实现上 ，数据的码键都包含时间项 ，它标 明数据的历史时期 ， 

因此时间是数据仓库的一个重要属性 和组织方式。在面向天 

气预报的数据仓库中 ，历史资料样本长度常常在一 二十年甚 

至三四十年 ，资料 的年 、月 、日是必不 可少的属性 ，离开 了它 

们 ，任何资料都失去 了意义 ，也无从寻找天气变化规律。 

3 数据仓库的层次结构 

数据仓库中，由元数据 的时间机制生成的历 史数据和 由 

元数据的综合机制生成的综合数据，形成了决策分析的数据 

基础。根据对数据的不 同粒度处理，可将在数据仓库 中存储 

的数据划分不同的层次，不仅有与原始数据相对应的细节型 

数据 ，也有在细节数据上综合提炼 的综合数据 ，还包括数据仓 

库的结构信息 ，即元数据 。 

具体层次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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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详细数据层 

·  存储历史数据和最新数据 ，是细节型数据 ，供进一步的分 

析和预测所用。如每天的降水量、温度 、涡度场 、敞度场等 ，均 

属详细数据层 ，是作进一步分析的基础。 

3．2 不同程度的归纳总结信息层 

包括多个层次的综合数据 ，根据所需分类和归纳的不同 

深度进行统计。如根据详细数据层总结 出来 的某 一年郑州市 

区域性大雨、暴雨各有几场等信息。 

3．3 结构信息层 

反映数据仓库的内部结构信息 的元数据 ，它包括各种信 

息在数据仓库中的位置分布和处理方式等 ，以便检索查询。 

4 数据集市 

由于数据仓库中的数据往往要满足某团体内所有部门的 

分析需求 ，而建立一个数据仓库 的成本 、周期 常常是 巨大的 ， 

于是就 出现了更简化的、面 向特定应用的易于快速实现的数 

据集市 。这样 ，一个单位 的决策支持系统可 由一个 中心数据 

仓库和几个部 门的数据集市组成 ，或 由几个数 据集 市组成。 

用户可以通过网络访问其它站点 的数据集市的数据 ，从而形 

成一个分布式的数据仓库系统 。 

区别于数据仓库 ，数据集市的特点为 ：就用户和数据库而 

言是小 的；基于特定 的应用 ，快速 实现 ；由业务部 门定 义 、设 

计、开发 、管理和维护 ；可升级到完整 的数据仓库。 

5 结 语 

从本质上讲 ，数据仓 库是一个使用其 自身数据库管理系 

统的数据库应用 ，但其实现还需要高性能的数据库服务器、并 

行数据库技术以及数据库的互操作技术的支持。随着对这一 

领域 的深入研究 ，数据仓库技术会变得越来越完善 ，越来越易 

于被人们掌握和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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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of Data W arehouse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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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带网—— 电视天气预报节目的最佳传递方式 
王其英，张利君，喻谦花 

(开封市气象局 ，河南 开封 475004) 

目前大多数地市级电视天气预报节 目是由当地气象部门 

独立制作完成的，载体一般采用录像带或数据光盘 ，并以人工 

方式进行传递。由于受工作性质影响 ，电视 台和气象部门的 

地理位置很少能够彼此靠近。电视天气预报节目从制作、传 

递到节 目播出完成，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人力 和财力。 

气象节 目制作到播 出的程序为 ：气象部门准备好电视天 

气预报节 目内容 (其 中包括 图像 、声音等文件 )；用编辑系统 

对天气预报节 目内容进行编辑 ，然后合成视频文件 ；录制录像 

带或刻录数据光盘 ；对制作好的天气 预报节 目：录像带或光盘 

进行审核 ；派专人将节 目载体送至当地 电视 台进行播出。 

用这种程序制作的节 目缺点是画面质量不高 ，因为通过 

录像机录制的信号为模拟信号 ，其质量远不如数字信号 ，另外 

录像带长期反复使用受损 ，致使图像失真严重 ；需要专人专程 

送节 目载体 ，浪费了人力和时间；还要考虑 日常交通工具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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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费了资金 ；如果 中间环节出现问题 ，将难以保证天气预报节 

目正常播出。 

目前我国宽带业务已经得到广泛应用 ，理论上其传输速 

度已达到上行 1M带宽和下行 8M带 宽的速度 ，终端用户被分 

配的是固定 IP地址 ，因此用户间可实现点对点传输 。电视 台 

和气象部 门只需各申请一条宽带 专线，任何一方开放一种传 

输服务或借助第三方传输软件，就可实现点对点的传输。因 

此，电视天气预报节目通过宽带传输将成为可能。气象部门 

需要做的只是将天气预报节 目合成为视 频文件 ，在固定时段 

内通过宽带 网络将其“发送”到对方即可 。 

其优点是 ：因无需载体 ，节 目可以实现数字化 ，画面质量 

可得到质的飞跃 ；由于宽带网速度快 ，可大大缩短人工传递所 

耗费的时间 ；可 以节省前期设备投入 (载体制作设备 )；减少 

人力及相关的资金浪费 ；节 目的安全性 、可靠性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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