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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讲述数据库系统的设计与原理，第1-6章主要介绍数据库的设计内容和设计方法，包括数
据库的概念设计、逻辑设计和物理设计；相关的模型主要介绍了实体-联系模型和关系模型。
第7、8章主要介绍数据库的底层存储结构和数据库的索引技术，侧重于文件组织、文件结构和索引结
构，并对实际商用的数据库系统产品SQL
Server
2000的存储技术进行了介绍与分析。
第9-11章主要介绍数据库管理系统的核心技术，包括查询处理、事务管理、并发控制和故障恢复等。
第12-13章主要介绍数据库管理系统体系结构的扩展和数据库技术的研究进展以及当前出现的一些新的
有关数据库研究的课题和应用领域。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专业本科生的数据库课程的教材，也可以作为有关的科技人员和高校
教师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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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数据集市的特征 数据集市的特征有： （1）规模小，面向部门，而不是整个企业
。
 （2）有特定的应用，不是满足企业所有的决策分析需求。
 （3）主要由业务部门定义、设计和实现。
 （4）可以由业务部门管理和维护。
 （5）成本低，开发时间短，投资风险较小。
 （6）可以升级到企业完整的数据仓库。
 关于数据集市在学术界和工业界一直都有两种看法。
通俗地说，一种看法认为是先有数据集市，然后可以根据数据集市再生成数据仓库；另一种看法认为
是先有数据仓库，可以根据数据仓库生成不同的数据集市。
我们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是正确的，第一种是自底向上的不断综合的过程（有点类似在2.7.2节里介绍的
“概括”的概念），第二种是自顶向下的不断细化的过程（有点类似2.7.1节里介绍的“特殊化”的概
念）。
 13.4数据仓库的开发过程 数据仓库既不是某种产品，也不单是一种计算机技术，它是计算机技术与企
业决策管理的结合，是为把握整个企业的运作而提出的信息查询方案。
现在信息技术界的许多专家普遍认为“数据仓库是一种体系结构，而不是一种产品；无法购买现成的
数据仓库，而必须构造它”。
这就产生另外一个概念：数据仓储（data warehousing），与数据仓库（Dw）既有联系又有不同。
前者指分析需求、设计模式、直至建立数据仓库的过程；而后者则指的是适合分析、决策用的特定的
数据存储系统。
 因此针对企业或政府部门的具体需求，建立一个数据仓库的过程步骤如下： 第一步：启动工程。
 确定工程目标； 制定工程计划。
 第二步：建立开发、运行环境。
 选择实现数据仓库的软件资源； 选择实现数据仓库的硬件资源。
 第三步：确定主题进行数据建模。
 根据决策需求确定主题，建立数据模型。
数据模型表示了企业的信息需求，数据模型的建立是不考虑技术因素的。
一个数据模型至少要能说明下列主要内容： 企业的主题； 主题之间的关系； 足以代表主题的关键字
和属性、主题领域之间的连接属性、属性之间的关系等。
 从理论上讲，没有数据模型就建立数据仓库也是可能的，但不管怎么样，在实践中从不这样做。
没有数据模型而试图建立数据仓库就好比让一个没有拿任何地图的人到世界各地旅行一样。
总之，建立或获得数据模型是建立数据仓库的起点。
 第四步：选择数据源。
 数据源是根据企业已有系统确定的，是准备为未来的数据仓库提供数据的。
通常，企业已有系统是比较杂乱的，因此就要用数据模型作为基准来确定什么是“最好的”数据。
换句话说，数据设计人员以数据模型为起点并问手头上哪些数据最好地满足了数据模型所标识的数据
需求。
一般来说表示数据模型的“最好的”数据应当是： 最完整的； 最及时的； 最准确的； 最接近外部数
据源的； 最结构化兼容的。
 第五步：设计数据仓库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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