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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 id="原则1-载入详细的原子数据到维度结构中">原则 1 载入详细的原子数据到维度结构中</h3>
<blockquote>
<p>维度建模应该使用最基础的原子数据进行填充，以支持不可预知的来自用户查询的过滤和分组请
，用户通常不希望每次只看到一个单一的记录，但是你无法预测 用户想要掩盖哪些数据，想要显示哪
数据，如果只有汇总数据，那么你已经设定了数据的使用模式，当用户想要深入挖掘数据时他们就会
到障碍。当然，原子数据也可以通过概要维度建模进行补充，但企业用户无法只在汇总数据上工作，
们需要原始数据回答不断变化的问题。</p>
</blockquote>
<h3 id="原则2-围绕业务流程构建维度模型">原则 2 围绕业务流程构建维度模型</h3>
<blockquote>
<p>业务流程是组织执行的活动，它们代表可测量的事件，如下一个订单或做一次结算，业务流程通
会捕获或生成唯一的与某个事件相关的性能指标，这些数据转换成事实后，每个业务流程都用一个原
事实表表示，除了单个流程事实表外，有时会从多个流程事实表合并成一个事实表，而且合并事实表
对单一流程事实表的一 个很好的补充，并不能代替它们。</p>
</blockquote>
<h3 id="原则3-确保每个事实表都有一个与之关联的日期维度表">原则 3 确保每个事实表都有一个
之关联的日期维度表</h3>
<blockquote>
<p>原则 2 中描述的可测量事件总有一个日期戳信息，每个事实表至少都有一个外键，关联到一个日
维度表，它的粒度就是一天，使用日历属性和非标准的关于测量事件日期的特性，如财务月和公司假
指示符，有时一个事实表中有多个日期外键。</p>
</blockquote>
<h3 id="原则4-确保每个事实表中的事实具有相同的粒度或同级的详细程度">原则 4 确保每个事实
中的事实具有相同的粒度或同级的详细程度</h3>
<blockquote>
<p>在组织事实表时粒度上有三个基本原则：事务，周期快照或累加快照。无论粒度类型如何，事实
中的度量单位都必须达到相同水平的详细程度，如果事实表中的事实表现的粒度不一样，企业用户会
搞晕，BI 应用程序会很脆弱，或者返回的结果根本就不对。</p>
</blockquote>
<h3 id="原则5-解决事实表中的多对多关系">原则 5 解决事实表中的多对多关系</h3>
<blockquote>
<p>由于事实表存储的 是业务流程事件的结果，因此在它们的外键之间存在多对多(M:M)的关系，如
个仓库中的多个产品在多天销售，这些外键字段不能为空，有时一个维度可以为单个测量事件赋予多
值，如一个保健对应多个诊断，或多个客户有一个银行账号，在这些情况下，它的不合理直接解决了
实表中多值维度，这可能违反了测量事件的天然粒度，因此我们使用多对多，双键桥接表连接事实表
</p>
</blockquote>
<h3 id="原则6-解决维度表中多对一的关系">原则 6 解决维度表中多对一的关系</h3>
<blockquote>
<p>属性之间分层的、多对一(M：1)的关系通常未规范化，或者被收缩到扁平型维度表中，如果你曾
有过为事务型系统设计实体关系模型的经历，那你一定要抵抗住旧有的思维模式，要将其规范化或将 
:1 关系拆分成更小的子维度，维度反向规范化是维度建模中常用的词汇。在单个维度表中多对一(M:1
的关系非常常见，一对一的关系，如一个产品描述对应一个产品代码，也可以在维度表中处理，在事
表中偶尔也有多对一关系，如详细当维度表中有上百万条记录时，它推出的属性又经常发生变化。不
怎样，在事实表中要慎用 M:1 关系。</p>
</blockquote>
<h3 id="原则7-存储报告标记和过滤维度表中的范围值">原则 7 存储报告标记和过滤维度表中的范
值</h3>
<blockquote>
<p>更重要的是，编码和关联的解码及用于标记和查询过滤的描述符应该被捕获到维度表中，避免在
实表中存储神秘的编码字段或庞大的描述符字段，同样，不要只 在维度表中存储编码，假定用户不需
描述性的解码，或它们将在 BI 应用程序中得到解决。如果它是一个行/列标记或下拉菜单过滤器，那
它应该当作一个维度属性处理。尽管我们在原则 5 中已经陈述过，事实表外键不应该为空，同时在维
表的属性字段中使用“NA”或另一个默认值替换空值来避免空值也是明智的，这样可以减少用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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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p>
</blockquote>
<h3 id="原则8-确定维度表使用了代理键">原则 8 确定维度表使用了代理键</h3>
<blockquote>
<p>按顺序分配代理键(除了日期维度)可以获得一系列的操作优势，包括更小的事实表、索引以及性
改善，如果你正在跟踪维度属性的变化，为每个变化使用一个 新的维度记录，那么确实需要代理键，
使你的商业用户没有初始化跟踪属性改变的设想值，使用代理也会使下游策略变化更宽松，代理也允
你使用多个业务键映射到一个普通的配置文件，有利于你缓冲意想不到的业务活动，如废弃产品编号
回收或收购另一家公司的编码方案。</p>
</blockquote>
<h3 id="原则9-创建一致的维度集成整个企业的数据">原则 9 创建一致的维度集成整个企业的数据<
h3>
<blockquote>
<p>对于企业数据仓库一致的维度(也叫做通用维度、标准或参考维度)是最基本的原则，在 ETL 系统
管理一次，然后在所有事实表中都可以重用，一致的维度在 整个维度模型中可以获得一致的描述属性
可以支持从多个业务流程中整合数据，企业数据仓库总线矩阵是最关键的架构蓝图，它展现了组织的
心业务流程和关联的维度，重用一致的维度可以缩短产品的上市时间，也消除了冗余设计和开发过程
但一致的维度需要在数据管理和治理方面有较大的投入。</p>
</blockquote>
<h3 id="原则10-不断平衡需求和现实-提供用户可接受的并能够支持他们决策的DW-BI解决方案">
则 10 不断平衡需求和现实，提供用户可接受的并能够支持他们决策的 DW/BI 解决方案</h3>
<blockquote>
<p>维度建模需要不断在用户需求和数据源事实之间进行平衡，才能够提交可执行性好的设计，更重
的是，要符合业务的需要，需求和事实之间的平衡是 DW/BI 从业人员必须面对的事实，无论是你集
在维度建模，还是项目策略、技术/ETL/BI 架构或开发/维护规划都要面对这一事实。</p>
</blockquote>
<p>转自：<a href="https://ld246.com/forward?goto=http%3A%2F%2Fwww.cnblogs.com%2
hadoopdev"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ugc">http://www.cnblogs.com/hadoopdev</a><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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