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决的主要技术问题 

UDIS 产品所解决的主要问题也是目前数据应用和 ETL 产品所面临的问题。 
目前基于数据的应用市场已经比较明确，但大部分实施的数据应用项目存在以下问题： 

 缺少完整的软件架构支撑，存在“孤岛”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存储孤岛”普遍存在着“应用开发与数据存储单一对应”的问题，往往是一个新的

应用开发，便相应地增加一个信息存储产品，不同应用产生的信息存储在不同的模块中，由

于分别存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数据共享。 
二是“应用孤岛”由于在设计时没有采用开放的体系架构，各系统体系结构往往是“蜂

窝煤”式的，系统之间互相隔离，其应用不能被其他系统所集成。 
 

 缺少相应的工具来统一数据标准和规范数据 
缺少支持数据统一的工具，不方便数据格式的标准化和规范化。 
在业务上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数据定义和口径不一致：不同用户对同一数据名称或统计口径有不同理解，对不同

口径的产生原因又缺少明确的解释和说明；同一统计口径在系统中有不同的计算方式。 
二是指标结构单一：缺乏分析模型和专业化的深入分析来验证指标的合理性；不能根据

不同类型的特征，按行业和种类采用针对性的预警指标。 
究其根源主要的还是缺少技术手段或工具来帮助实现数据模型的规范和标准。 
 

 缺少软件服务和组件的管理 
数据应用必然需要和产生大量的软件服务模块和服务组件，如何更好的管理和重用这些

服务和组件将变得非常重要，也大量的节省 BI 的开发和维护成本。 
目前数据应用，业务信息没有集中管理，多头应用、多头发布，重用性差，主要表现在

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报表多头发布，缺少集中管理和发布渠道，造成了信息发布的不规范和低效率 
二是没有集中的、专用的数据应用服务，重用性差，各系统仍需承担大量的重复的查询、

统计等应用，无法“瘦身”，影响了系统运行效率，也增大了运营成本； 
 

 用户定制不方便 
数据应用项目是和用户的需求紧密相关的，用户的需求和场景是经常变化的，因此满足

用户的个性化定制将变的非常重要。目前数据应用项目在个性户定制方面主要表现在以下两

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系统后端部分缺少统一的架构和统一开放的应用模型定义，有的虽然采用了模型，

但模型不完整，效果不好。这样用户在使用时，不能根据其需求动态的调整后端的业务规则

和运行环境，不利于用户的使用。 
二是前端部分组件化差，缺少前端模型和模板，有的虽然采用了模板，但缺少模型描述，

重用性不好。这样用户在使用时，不能根据其需求动态的调整前端显示组件的组合，不利于

用户的扩展使用。 
 

 数据应用适时性差 
数据的时效性将和数据的应用效果紧密相关的，如何提供快速、高效的、适时的处理结



果是用户非常关注的，也往往决定数据应用项目的成败。而目前的很多数据应用在时效性方

面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问题： 
一是数据来源的适时性抽取差，不能监控源数据的变化，不能做变化数据的抽取，不能

做适时抽取。 
二是数据抽取和数据处理慢，影响了数据应用的效果，由于不能对变化的数据准确把握，

因此处理细分的颗粒度比较粗，就增加了数据后续处理的工作量，延长了处理的时间，使本

应该日出的结果，变成了周出，周出的结果，变成了月出，极大地影响了的应用效果。 
 

 元数据管理差 
元数据是描述数据的数据，涉及数据处理、规则、表等相关信息。元数据是很有价值的

数据，应该很好地描述、处理和重用。数据应用项目会产生大量的元数据，元数据的管理将

变得非常重要。目前很多数据应用在元数据管理方面主要存在在以下问题： 
一是缺少统一管理元数据，目前分散的元数据不利于统一的管理、维护和二次开发。 
二是缺少合理分类元数据，目前不合理的分类让元数据的管理比较困难。 
三是缺少可视化管理元数据，目前元数据的管理需要比较专业的知识，增加了元数据管

理的和二次开发的难度。 
 
为了很好的解决以上问题，我们提供如下解决方案 
 
 

 

 
该方案主要是基于统一的架构模型，该架构主要由数据源部分、UDIS 部分、统一数据

存储模型部分、统一元数据部分、前端业务应用组件部分组成。该方案主要是围绕统一的数

据存储模型而服务的，UDIS 是为统一数据存储模型提供和加工数据的数据推送引擎。 
统一数据存储模型提供了基于业务的统一数据标准和规范化数据，包括统一的 ODS 数

据模型、数据仓库模型、数据集市等。其中，ODS：存放近期的一些细节数据，用于支持数



据的明细查询和报表；数据仓库：存放历史的分析数据信息，用于大量的历史分析和数据挖

掘；数据集市：存放某一业务领域的数据，用于支持该领域的数据分析和挖掘等。 

 
UDIS 支持统一数据存储模型 

 
数据处理路径可以有如上图所示的几种路径。数据的加工和处理主要由统一数据集成服

务产品 UDIS 来实现。 
UDIS 是支持“全程数据推送”的数据集成产品，其 ETL 部分 UDIS-ETL 主要实现数据

的抽取、传输、清洗、转换、装载等处理服务。如下所示： 

 

UDIS-ETL 支持“全程数据推送” 



 
在这里，数据的抽取可以基于批量的抽取、变化的抽取、适时的抽取方式抽取数据，抽

取后的数据如果位于广域网或分布式的网络环境下可以做分布式的数据传输，做可靠的数据

传输处理，然后将数据的复制加载到 ODS 库中，然后调预定义的转换处理、SQL 调用等作

相应的加工；再调用对数据仓库的实事表加工、业务主体的再加工等处理给数据仓库中的实

事表或专题信息表加载数据；仓库完成后，还可以调用相应的数据集市加工服务，对数据集

市加载数据，也可以调用前端显示的预处理，给显示部分加载合适的结果集。当然，一些

BI 项目可能仅用到其中的几步操作。 
UDIS 在这个解决方案中主要起到： 

 帮助数据模型的规范化、标准化，给统一的数据模型提供经过加工处理的规划化、

标准化的数据，并给数据模型的规范化、标准化提供帮助工具。 
 实现全程数据的推送处理，支持从数据的抽取、传送、清洗、转换、实事表加工、

专题数据的再加工等一条龙服务，所有过程自动完成，并将处理后的数据推送到结

果集中。 
 提供规则引擎，满足基于规则的数据抽取、专题数据的加工等需要。 
 提供元数据的集中管理，将数据加工过程中生成的元数据合理分类、并将数据加工

处理模型化，生成预定义模型，方便使用模型的使用，更好的重用业务人员的知识

积累。 
 

主要的应用范围 

 

UDIS 应用场景图 

UDIS 是数据集成服务产品，用于从企业已有的业务系统中集成数据，并给分析型应用

或操作型应用提供数据，满足企业数据分析和数据应用的需要。UDIS 主要包括数据集成服



务和数据集成基础架构。 
数据集成服务主要包括历史数据迁移、数据同步、数据合并、数据交换、数据仓库、数

据联邦等服务。 
 历史数据迁移：实现历史遗留数据的重用，将历史数据迁移到新的目标数据库中。 
 数据同步：实现分布的数据库中数据的上传、下载，保证分布数据库中的数据的一

致性。 
 数据合并：实现不同应用的数据库中的个性化数据到统一结构的数据库中的数据的

合并，包括清洗、转换等操作。 
 数据交换：实现分布的数据库和集中的数据库之间的交互。包括数据集中、数据分

发、格式转化等。 
 数据仓库：实现将分散的数据集中到统一的数据仓库中，并建立统一的数据模型来

存储。包括：数据的上传、转换、将处理后的结果装载到事实表中，结合维度表形

成数据立方。供 OLAP 分析、报表、预测等 BI 应用使用 
 数据联邦：保存数据源的映射关系，数据仍在原系统中存储，主要满足数据的实时

处理、统一结构视图等需要。 
数据集成基础架构是各种数据集成服务的运行环境，各种数据集成服务作为插件“插入”

到基础架构中，由架构实现对集成服务的查找激活、输入/输出参数生成、生命周期的管理、

运行的监控、意外的处理等。该架构内置了工作流、变量管理器、规则引擎、元数据管理等

部件。 
 工作流：实现数据集成处理的流程自动化，基于流程自动化可以实现数据应用项目

中“数据全程推送”。工作流引擎可以自动调用每个处理节点的数据服务，同时通

过调用变量管理器给数据集成服务提供输入参数；工作流支持数据加工并行处理、

串行处理、混合处理。 
 变量管理器：实现数据集成服务的变量的描述和实例的生成，主要满足工作流处理

过程中各处理节点变量参数输入的需要，满足规则引擎中动态表达式的变量实例的

生成需要。 
 规则引擎：通过提供规则服务将业务处理中所需的规则独立出来处理，满足业务规

则预定义和运行时规则更改的需要。可以满足流程服务和服务对规则的使用需求，

业务人员按需求定义业务规则，将规则及相关设定录入规则模型库中。 
 元数据管理：实现对数据集成服务、流程处理、源数据库、目标数据库等模型的描

述、配置、编辑等。给运行引擎提供运行元数据模型。各元数据是以 XML 格式描

述，方便提供第三方使用，同时也方便引入第三方的元数据。 
 



 
UDIS 集成方式选择 

UDIS 为了方便数据应用的实际需要，提供灵活的数据抽取捕捉方式、数据交付方式，

方便数据应用项目根据情况选择不同的数据集成方案。其中， 
数据抽取捕捉方式支持： 

 批量数据抽取：定期批量的抽取数据源的数据 
 变化数据抽取：根据数据源的变换，抽取变化的数据（包括：新增、修改、删除等） 
 实时数据抽取：实时捕捉数据源的数据，并抽取。 

数据交付方式支持： 
 加载到物理目标的 ETL 方式：将抽取过滤的数据经过清洗、转换处理后加载到目

标库中，这里可以进行事实表和立方体的处理，也可以仅作转换处理到目标表，也

可以不作转换直接到目标表等。 
 生成虚拟视图：做数据联邦处理，不做数据的集中，数据分散存储在各自的业务系

统中，目的是提供统一视图供其他系统使用数据。 
 发布到 Web Service：将集成的数据发布到 Web Service 供其他系统使用。 
 发布到消息总线上：将集成的数据发布到消息总线上供其他系统使用。 

 
其中，ETL 处理是 UDIS 很重要的功能之一，其功能图如下所示。 



 

UDIS-ETL 处理功能图 
UDIS-ETL 处理主要包括数据抽取层、数据的传输层、数据的加工层。数据抽取层主要

实现数据源的批量抽取、变化抽取、适时抽取，支持数据库、非结构化数据、数据报文、文

本文件、XML 等多种数据源，经过数据抽取后，将各种数据来源的数据在技术层面上实现

格式统一；数据的传输层实现对于分布式的部署系统的数据传输，可以根据网络的情况选择

不同的传输方式，对于网络条件比较差的情况，提供可靠性传输机制，支持数据的压缩、加

密、FTP 等处理；数据的加工层实现传输后的数据的加工，主要包括数据的清洗处理、转换

处理、数据的复制、数据的聚类处理、事实表加工和 SQL 调用等，同时还支持数据的再加

工，可以为数据的前端显示等操作作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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