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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数据仓库工具箱》

内容概要

作为数据仓库和商业智能领域最有影响力的思想领袖，KimballGroup开发了一系列开拓性的技术，均
已成为DW/BI系统设计、开发和管理的业界标准。在这本畅销书的新版本中，KimballGroup中经验丰
富的专家介绍了如何快速掌握SQLServer的新商业智能版本：SQLServer2008R2。
《Microsoft数据仓库工具箱（第2版）--使用SQLSever2008R2和MicrosoftBI工具集》涵盖
了SQLServer2008R2中全套的数据仓库和BI工具，介绍了项日的整个生命周期，包括设计、开发、部署
和维护。《Microsoft数据仓库工具箱（第2版）——使用SQLSever2008R2和MicrosoftBI工具集》更新了
上一版的大量内容，介绍了SQLServer2008R2的新功能，例如PowerPivot和MasterDataServices，还用翔实
的示例说明如何更好地应用《Microsoft数据仓库工具箱（第2版）：使用SQL Server 2008 R2和Microsoft
BI工具集》描述的技术。
作者分享了他们使用Microsoft工具构建DW/BI系统的经验，读者可以从中了解他们遇到的挑战，分享
他们的成功。还可以学习在使用Kimball生命周期建立自己的DW/BI系统时，应如何遵循4个基本原则
：关注业务，构建信息基础架构，提供有意义的增量价值以及交付完整的解决方案。有了这4个原则
，就可以构建成功的DW/BI系统，以支持大多数公司都有的商业智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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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Joy Mundy在斯坦福大学、WebTV和Microsoft SQL Server产品研发小组中一直关注DW/BI系统。Joy在塔
夫茨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然后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工程经济系统硕士学位。
Warren Thornthwaite自1980年起就开始了DW/BI生涯。在离开Metaphor咨询公司后，他为斯坦福大学
和WebTV工作。Warren从密西根州立大学获得传媒学的学士学位，从宾夕法尼亚州的沃顿商学院获得
决策学的MBA学位。
Ralph Kimball是Kimball Group的创立者，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是DW/BI行业中维度方法的
思想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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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Albert Einstein指出了使用维度模型的主要原因：能使任何事情尽可能简单，但绝不
是简化。结果证明，简单是相对的。人们普遍认为，在数据仓储和商业智能中，维度模型是给用户显
示信息的首选结构。维度模型比典型的源系统规范化模型更便于用户理解，即使维度模型所包含的内
容与规范化模型完全一致也是如此。维度模型中的表更少，信息分组为对用户有意义的、一致的业务
类别。这些类别称为维度，有助于用户浏览模型，因为可以忽略与特定分析无关的全部类别。 但是，
尽可能简洁并不意味着模型一定简单。模型必须反映业务，而业务通常都比较复杂。如果简化得过多
，一般来说只表示了聚合数据，模型就会丢失对理解业务非常重要的信息。无论如何进行数据建模，
数据内容内在的复杂性都使大多数人最终愿意通过结构化报表和分析应用程序来访问DW／BI系统。 
要达到第二个目标，即良好的性能，可能更需要依赖平台。在关系环境下，维度模型能提供更好的查
询性能，这是因为在创建维度时采用了反规范化的方法。通过预先连接各种层次结构和查询表，优化
程序考虑的连接路径较少，创建的中间临时表也更少。通过采用维度结构而不是完全规范化的结构
，SQL Server关系数据库的分析查询性能会更好——通常会好得多。从更基本的层面上看，优化程序可
以识别出维度模型，并利用其结构大幅度减少返回的行数。这称为“星型连接优化”，当然这也是企
业版的功能。 在Analysis Service OLAP环境下，专门把引擎设计成支持维度模型，主要通过在维度之内
和之间进行预聚合来提高性能。 达到第三个目标需要采用各种设计模式，以创建出精确捕获和跟踪业
务的模型。下面从最基本的模式开始。维度模型由一个或者多个中心事实表和与其相关的维度构成。
事实表位于中心，而维度环绕在其周围，类似于星型结构，因此又把维度模型称为星型模式。为避免
混淆，本书始终使用维度模型这一术语。 从关系数据建模的角度来看，维度模型是由一个规范化的事
实表和反规范化的一些维度表组成的。本节将定义维度模型、事实表和维度等基本组成部分，以及在
处理随时间而发生的改动时涉及的一些重要概念。 2.1.1 事实表 每个事实表都包含与特定业务过程相
关的度量，例如下一个订单，显示一个网页，接待一位患者或者处理一个顾客的服务请求。事实表中
的一条记录是一个度量事件，这些事件通常有数字值，用来量化大量的事件，如订购的数量、销量或
呼叫持续时间等。这些数字称为事实（或在Analysis Services中称为度量）。 事实表的键通常是多部分
的键，由业务事件涉及的每个维度表的外键子集构成。 1.事实 大多数事实都是数字型的，且可以累加
（如总销量或单位销量），这意味着可以对所有维度求和。可加性很重要，因为DW／BI应用程序很
少检索单个事实表记录。用户查询一般一次选择数百或数千条记录并合计。查询去年每个月的销售量
仅返回12行结果，但它合计了成千上万行（或者更多）。一些事实具有半可加性（如市场份额或账目
结算），一些事实则具有非可加性（如单价等）。 并非所有的数字型数据都是事实，包括离散的描述
信息，例如用来描述产品的包装尺寸或重量，以及用来描述商店面积的平方英尺。通常这些不大变化
的数字值是维度表中的描述性属性。这种描述信息自然也用来约束查询，而不是在计算中求和。决定
将一个数据元素作为维度或事实的一部分时，这一区别是非常有用的。 一些业务过程跟踪没有任何实
际度量的事件。如果发生这种事件，源系统就添加一项，反之源系统就没有任何记录。这类事件的常
见示例有雇佣活动，例如聘用或者解雇某个雇员；参与事件的人数，例如学生何时加入某个班级等。
跟踪这类事件的事实表没有任何实际度量值，因此也称为没有事实的事实表。通常的做法是向表中添
加一列，该列称为EventCount，并且包含数字1。这就为用户提供了一种统计事件数量的简便方法，即
通过累加EventCount事实来实现。 有些事实是从其他事实派生或计算得到的，如纯收入是从销售总额
减去营业税后得到的。一些半可加性的事实可以使用基于查询上下文的派生列来处理，例如月底结算
是累加多个账户，而不是对日期进行累加。对于非可加性的单价，可以把它定义为平均单价，即Total
Amount（总额）除以Total Quantity（总数量）。有几种方法可以处理这种派生或计算得到的事实。可
以把它们作为ETL过程的一部分计算，并在事实表中存储：也可以把它们存储在事实表的视图定义里
；还可以把它们包含在Analysis Services数据库的定义中。唯一不能接受的方式是把这一过程留给用户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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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数据仓库工具箱》

编辑推荐

《Microsoft数据仓库工具箱(第2版):使用SQL Server 2008 R2和Microsoft BI工具集》描述如何使
用Microsoft SQL Server产品集设计并构建一个成功的商业智能系统及其底层的数据仓库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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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o(*￣▽￣*)o 我会说读过是因为这是教材么。。
2、相当好的一本书，容易实践，值得推荐！
3、纸质差，表面被画了一下，有些地方印刷不好
4、以为技术大牛推荐我买的书。但是我要说，翻译的太差劲
5、书很不错，印刷很好，对工作很有帮助。
6、还没自己看，纸质还不错是正版
7、还可以，实践性不强
8、感觉很不错的哦。～
9、买书之前看了目录感觉不错，看了书很失望，内容很多，太过简单，对于程序员来说，不实用
10、发货很快，昨晚下的单子，今天中午就收到了，赞一个！书的质量还好，内容写得也不错
11、计算机图书更新太快了
12、就是一本骗钱的书，每个章节简直就是简单的概括，说的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不但没有具体的事
例，连最基本的操作过程都没有，然后每个章节都给你一些来自于kimboll⋯⋯或者MSDN上面的引用
链接，全都是英文的，还特么不如自己百度算了！都是垃圾！这种书我能出100本，就是东拼西凑的码
字，然后告诉你，请baidu知识文章，搜索关键字“BI”，就是这个意思。
13、内容比较偏重流程和理论方面，具体操作/技术技巧相对比较少。
14、内容不错，就是有些术语不明白，
15、虽然作者很大牛，不过这本书很一般，涉及的知识面虽然很广，但都是蜻蜓点水的一带而过比如
里面介绍SSIS，看完之后依然不知所云，因为太浓缩了，很难懂如果不是之前看过一些SSAS的书，对
这个里面的相关章节肯定也看的云里雾里不过有点好的是，它把整个BI的流程，部署都讲的还行，属
于提纲挈领型的著作吧，在你对这些知识面都懂了后，看一遍有助于提升一个level，但如果是新手想
入门，不建议先看这本书。
16、很适合有工作经验人
17、大数据是今后的社会发展方向，这本书还是有点用滴。
18、容易阅读，价格便宜
19、概念性书籍，不实用，也可能自己级别不够。
20、比较喜欢这个系列的书，讲得很透彻，有一些实用的案例。一直觉得老外写的书比较详细，既可
以学习，又可以当工具书使用
21、第一次在网上购买书籍。既省时又省力更省财。比实体店实惠多了。还看上两本，但是可惜不在
本次活动促销只能，可能是书太好了。再凑机会吧。
22、我是冲着书的内容买的，包装的袋子都烂了， 物流大叔送的货，我看别的包装都是好好的，我的
都烂了好几个地方，这本书的书角都碰坏了，心疼死了！给他反映也不理，抽了单子就走。怕麻烦，
就没有进行更换。买了5本书，建议当当下次给弄个小纸箱包装下。
23、发货很快，没有磨损
24、书很好，谢谢，物流慢投诉到当当网，没人给我任何回复，让我很失望，虽然我会继续从当当买
书，但是但凡有其他选择我一定不会再选择当当。
25、买来是当做我们的教学用书，不过很不错，写的很好！数据仓库嘛，未来BI大趋势下，学好还是
不错的，这是一本好书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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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Microsoft数据仓库工具箱》的笔记-第5页

        每当您因为过度喜欢设计方法或者只是过度热心而反驳作者的时候，请考虑您的反应是由技术便
利驱动的，还是由业务用户的需求驱动的。绝对不要忽视业务。

2、《Microsoft数据仓库工具箱》的笔记-第111页

        5.3.7 插入未知成员行

如果使用标识列属性生成维度代理键，就可通过下面的逻辑添加未知成员行
set identity_insert off
insert dim_mydim (mydim_key,mydim_tk,Attribute1,Attribute2)
values (-1,NULL,'Unknown','Unknown')
set identity_insert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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