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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企业信息管理系统的数据整合

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更新，信息系统整合将是企业信息化深入建设必要手段。信息系统整合是从

数据层、应用层、界面层的全方位整合。本文结合燃气企业数据整合的实施案例，论述了数据整

合的难点，数据整合的思路以及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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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在信息化飞速发展的今天，信息技术已经在企

业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各种信息系统为不同的

业务提供合适的解决方案，优化了业务流程，规范了

管理，提高了效益。城市燃气企业的信息化管理在近

年也实现了大的飞跃，其历程大多是首先实现财务管

理，然后在生产调度上逐步建立SCADA系统，GIS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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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以及仿真系统；同时在营销客户服务管理方面也建

成了相应的信息系统；而在人力资源管理、公文管理

等方面的应用差异较大。由于成熟的商品软件（如：

SCADA，ERP，HRM等）和定制开发的软件系统之间

存在系统数据标准不统一，数据库格式不同，统计口

径不一致，使得企业在利用系统进行业务管理的过程

中操作复杂，给企业带来很多问题和烦恼。因此异构

系统的数据整合已经成为企业信息化向深度发展的必

然途径。

2     数据整合的技术难点

各个业务系统由于系统建设时的技术支持能力和

选择技术不同，使得不同业务系统之间必然会出现不

同程度的技术障碍。

2.1  数据库异构导致的数据交互困难

经过多年的信息化建设，企业已经建成并投运

了各种业务系统，但这些业务系统后台支撑的数据

库往往是不同的，这些数据库包括：ORACLE，SQL 

SERVER，DB2，SYSBASE，MYSQL等；又或者同类

型的数据库，但版本不一致，例如：ORALCE 9I、

ORALCE 10G、SQL SERVER 2000、SQL SERVER 

2005等。不同类型数据库、不同版本数据库，给业

务系统之间的数据交互造成了障碍。如何能在异构

数据库之间实现数据交互是应用整合要解决的首要

任务。

2.2  数据标准不一致带来的统计困难

业务系统由于建设的时间不同，为保证业务系统

运行，各个业务系统均建立了一套数据标准，这些数

据包括：（1）支撑不同业务系统正常运行基础代码

数据，包括：组织机构、人员信息、物资代码数据、

供应商数据等；（2）支撑业务系统统计报表数据，

包括：报表格式数据、统计公式数据等。数据标准不

一致，使得业务系统统计数据不能被其他业务系统直

接利用，为企业综合统计带来困难。

由于上述难点的存在，在实施异构系统数据整合

时需要注意如下问题：（1）不同业务系统共享数据

存储利用模式；（2）确保整合后基础数据标准的唯

一性；（3）整合后数据使用的接口模式；（4）统计

数据的应用模式。 

3     整合思路

数据层的整合是企业应用整合的基础，主要解决

异构系统间的数据交互难点，针对异构系统数据整合

需要注意的问题，因此进行异构系统数据整合将通过

以下几个方面来实现。（1）建立共享数据库，将需

要共享的数据统一存放；（2）建立企业基础代码标

准，统一各个业务系统基础代码；（3）建立企业数

据服务总线，提供统一的接口服务，实现不同数据库

之间的数据交互；（4）建立统一的综合数据统计模

型，按照企业管理要求统一提供报表服务。

3.1  建立共享数据库

建立共享数据库的目的是将不同业务系统中可以

共享的数据集中存储，集中对外提供数据支持，增强

数据共享性和重用性。按照数据用途，共享数据库可

以分为：

（1）主数据管理库：用于各个业务系统都需要

的标准数据和保证业务顺利流转的控制数据。该部分

数据的特点是：数据具有很强的可共享性和可重用

性，数据变化慢，数据量小，但是查询量大，包括：

①标准的具有指导企业运行的关键数据，例如：人员

数据、组织机构数据、物资代码数据、供应商数据

等；②确保企业业务能正常流转控制类数据，例如：

流程数据等。

（2）统计分析数据库：用于存储各个业务系统

管理决策需要统计分析数据。统计分析性数据的特点

是：数据量大，但数据一旦生成并最终确认后，数据

基本不变化，数据可利用性很高，应用范围广，例

如：各个业务系统报表数据。

通过对数据的分类，建立共享数据库的思路是：

将基础数据和统计数据从业务系统中分离出来，建立一

个所有业务系统均可访问的数据库，提供数据访问。

3.2  建立基础代码的标准体系

基础代码的标准体系就是将存放在共享数据库中

的基础业务代码，按照企业管理要求进行统一编码，

统一的内容包括：代码、名称、含义及代码维护来源

等。然后将代码标准向各个业务系统发布，并清洗各

个业务系统的原有代码数据。

3.3  建立企业数据服务总线，统一接口模式

数据服务总线是一组数据服务程序集，在这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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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服务程序集中综合应用了多种技术，包括：跨平台

访问数据库技术，ETL数据抽取，DTS数据迁移，自

行开发的数据同步程序等。将这些技术整合并形成统

一发布的数据服务接口，解决异构数据库之间数据格

式和数据结构的差异，以及不同业务系统架构差异。

建立数据服务总线的主要思路是：

（1）建立共享数据存储的数据库。建立的共享

数据库包括：主数据管理数据库、统计数据库，两个

数据库必须是同一类型，同版本的数据库，并且数据

库具有稳定，高效和很强远程访问特性。例如：可以

选择ORACLE建立。

（2）建立远程数据库访问策略，利用数据库

远程访问特性，实现远程数据库访问。例如：利用

ORACLE的DBLINK技术可以在不同数据库之间远程

访问特性，建立主数据库和其他业务系统数据库之

间的数据连接。数据连接模式包括：ORACLE高版

本对ORALCE低版本模式；ORALCE对SQL SERVER

模式。

（3）把握数据维护源头，将标准数据向共享数

据库迁移。例如：人员信息数据和组织机构信息，按

照管理模式是由人力资源部维护，因此人员信息和组

织机构信息以人力资源系统的信息为标准，将人员信

息和组织结构信息向共享数据库迁移。

（4）按照标准数据的定义对业务系统中的数据

做清洗，然后建立数据迁移策略。清洗数据的方法包

括：变更数据的ID、数据的标准名称，增加或减少业

务系统数据记录，确保业务系统的数据和标准数据一

致。例如：将经营管理系统中组织机构代码按照标准

组织机构代码做变更。清洗完成后，在主数据库中建

立一个数据同步逻辑，按照远程数据访问策略实现远

程数据更新，采用逢变则报的策略，当数据有更新

时，由主数据库向相关业务库实施数据同步。例如：

新增了组织结构代码，数据通过数据服务总线直接更

新到主数据库，然后按照数据同步策略，将新的组织

机构数据向各个业务系统发布。

3.4  建立统一的综合数据统计模型

建立综合数据统计模型就是把各个业务系统用

于统计分析和决策支持的数据，从业务系统中抽取出

来，向共享统计数据库迁移，然后按照统一的业务规

则及参照标准数据的管理定义对统计数据做进一步的

加工，形成符合管理需要的并可以由各个业务系统引

用的统计数据。具体思路如下：

（1）建立统计分析主题。分析业务系统管理决

策各个方面，并为每一角度建立一个统计分析主题。

分析主题包括：报表模型建立，数据统计汇总算法

等。例如：为企业收费统计设计统计主题，主题包

括：收费统计的报表格式，统计收费数据范围，收费

数据直接的统计关系等。

（2）建立数据抽取策略。按照统计分析主题设

计，通过数据服务总线把业务系统的数据提取到共享

统计数据库。并建立定时数据抽取策略，抽取策略包

括：数据抽取的范围，数据抽取的时间，数据抽取的

方法等。例如：将每天的收费数据向统计共享数据库

迁移。

（3）建立报表发布平台。报表发布平台主要提

供报表模型展示，统计数据输出等功能。报表发布平

台主要提供两大类报表发布：①固定格式报表，主要

针对报表格式复杂，但格式固定，且数据应用范围广

的报表，例如：每月的综合经营管理报表；②具有

数据挖掘性质的统计报表，主要针对数据量大，报

表格式不固定，统计结果需要通过界面操作动态完

成报表。

4     结语

按照上述整合的思路，重庆燃气实现对内部办公

系统和外部经营管理系统中各个独立的业务系统进行

了数据整合，打破了业务系统的技术壁垒，构建了一

个统一的综合办公平台。在综合办公平台上，实现了

单点登录，消息传递，统一的报表管理。提高了数据

共享性和重用性，提高了数据综合利用的程度，更好

地支撑企业的管理决策，为系统的业务整合积累了宝

贵的经验。

信息系统的应用整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从数

据层到应用层、界面层的全方位整合，重庆燃气的信

息系统数据整合虽然取得一定的成果，但还处于应用

整合的初级阶段，随着对业务进一步分析和整理，以

及新技术的不断应用，重庆燃气的信息系统整合将向

系统应用整合发展，并深入到业务各个领域，为企业

带来更大地管理效益和经济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