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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LAP systems，it may be dull for users to find thP interesting information after many 

mu[t dimensiona【operat Lons In fact．each user usually takes ca re of sortie information The different 

sessions c,f every user ntay show sortie similarity On the basis of up conclusions，the concept of session 

view of users is given in this paper．W ith it．user can pay his attention to soH1t information that he is in 

te rested in and find the interesting information quick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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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在数 据库 系统中 ．视图是 由基表或其它视图导出 

的虚表 ，只在数据 耳录中保留其逻辑定义．而不作为一 

个表实际存储 在数据库中。数 据库管理员可 为特定 

的用户或 用户群定义一个或多个视图， 限制或 引导 

他们对数据库的访 问 用户也可 定义视图 ．把 自己的 

视野集中在有意义的范围内 在文[] 中 ，提出了 Web 

用户视图的概念 ，将 Web用户的注意力限制在其感 

趣的范围内 

在数据 仓库中保存了太量的 信 息． 对决策进行 

支持 此时 ．用户的查询主要是对大量数据的综合 聚 

集 ．一般都 比较复杂。OLAP(联机分析处理 )系统的出 

现 ，可 让用户 多维视图的方式 ．方便地对数据仓库 

进行访同 在 OLAP系统 中，用户可 从一个预先设 

定的入 口点 (通 常是某一个查询 的结果 )开始 ，通 过向 

上综台 (roll—up)，向下钻取 (drill down)．旋 转 (pivot 

ing)等多维操作 ，形成一 系列的查询 ，找到 自己感 兴 

趣 的东西 通常 ．用户与 OLAP系统进行的由一 系列 

查询构成的分析过程弥为会话 

虽然．通过 0LAP系统 用户可 方便地访同数据 

仓库 ，但 随着数据 仓库 中数据的增加 ，用户也不得不通 

过大量的 多维操作 ．才能最终找到 自己感兴趣的信 息． 

此时 ，整个多维分析过程也变得枯燥、乏味了。而事实 

上 ．每个用户都关注其特定关心的内容。比如 ．企业的 

高层管 理人 员对关系整个 企业的数据 比较 关心，而各 

部门的中、低层管理人员更关注于本部门的数据。这 

样，某一用户与 OLAP系统进行的不同会话通常就会 

有一定的相似性 。基于此 ，本文引入了数据库中视 图的 

概 念，提出了 OLAP系统中用户会话视图的概念 。这 

样 ，就可 以将用户的注意力集中在其所关心的范围内， 

使其能更好地找到 自己感兴趣的数据 

为了方便对会话过程中用户的查询行为进行分 

析 、比较 ．本 文提 出了一个多维数据模型 ；形式化地给 

出了 0LAP系统用户会话视图的定义 ；并 介绍了一个 

获取 用户会话视 图的方法和一个例子 

2．多维数据模型 

为了对 OLAP系统 中会话 中用户 的查询 行为进 

行分析 ．必须对底层的多维数据进行形式化 的描述 目 

前 ．已经提出了多个形式化的多维数据模型 。⋯  。这里 

我们在文[6]的基础上 ．建立 了一个能够有效支持用户 

查询行为分析的多维数据模型 。 

定义 2 1 一个维的层 是域 dor~(1)中有限个元 

素的集台 表示多维数据所有层的集合。 

定义 2．2 多维数据 中的一个 维 d定义为一个二 

元 组 d：=(日，≤)，其中 日 是组成维 d所有层 的集 

台 ，日 。≤是 日 上的线性 序关系 ，印v ．， ∈日一 

≤ V ，≤ 每一／卜维 d都含有一／卜特殊的屡 d 4 

它用来表示由所有基本数据聚集形成 的层。 

定义 2； 一个多维数据模式是一十元组 MD ： 

=(D．̂f)，其中 _D一 {d，，⋯．以)是 多维数据 所有维的 

集合 ， =《批 ．⋯，m }是所有指标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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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 bel(1)： 一D将一十层映射到所对应的维 。 

例 2 1 如图 1所示的 十跨 圈汽车修理公司面 

向汽车修理主题的 ME／R概念模型 ～一片j我们建立 的 

多维模 式可以表示如下 ： 

M D 一 (D ， ) 

D一 { ．⋯ d⋯  } 

d 一 ({day，t~zonth，year．d⋯ }，day≤ monlh≤ 

Ⅲ r ；d⋯ +al1) 

d 一 ( garagel regionl cou~ttry，d 一 ．all}，garage 

≤ regioxJ≤ countCo≤ d al1) 

d ‘ = f{vehicle，brand～d all：．vehicle≤ brand≤ 

d al1) 

M 一 quantity，co5~$(tatal】 

图 1 一个汽车修理公 司的 ME／R概念模型表示 

5．OLAP系统中用户的会话视图 

在 OLAP系统中，设 是 一十查询 q涉及到 的 

多维数据所有层组成的集台，D ．则作为 一十有效 

的查询 ，口应该满足以下条件 ]： 

(1)Uf∈ ( ) D； 

(2)bel(，】)≠bel(，2)，其中V，1， 2∈D ， 】≠，z。 

条件(1)、(2)确保了查询在每一十维中只涉及到一十 

层 本文所指的查询均为有敛查询 

定 义 s．1 在 OLAP 系统中 ，如果 两个 查询 目，、 

q。．无论底层数据仓库 的内容怎样改变 ．其查询结果都 

完全相同 ，那么我们 就称 和 目：互为等效查询 ，记 为 

ql一 。显然 、对于查询 目l、 、 ，如果 一q z， 目3， 

别有 目l= 

定义 5．2 为了找到一个商务问题的答案或为了 

验证先前的一个假设 ，用 户与 OLAP系统进行的 由一 

系列查询掏成的分析过程称为会话 。会话 由掏成会 话 

的数个 查询按 时间先 后彤 成的序 列表 示 ，即 S ： 

(目 一 )(若其中包含有多个等效查询 ，那 么互 为等 

效 查询的多个查询用 同一个符号表 示)，其中 ， + 是 

由 的查询结果经过一个多维分析 的基本操 作(向上 

综合 ，向下钻取、旋转等)形成的(1≤z< )。 

定义 5．5 会话 S中含有 查询的个数 ，称为 S的 

长度 。 

虽然在数据仓库中保存了大量的数据 ，但通常用 

户都会有相对 稳定的信息需求 ，都有 其特定关心 的数 

据 内容。这样 ，就使得用户为找到其关 心内容 的会话之 

阃 ，有一定的相似性 。此时 ，如果有一个适 当的判别规 

则 ，就可 以根据这个判别规则 ，把 用户与 OLAP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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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进行 的所有会 话过程按照其 相似性的程度加 以分 

类。这拌当用户对某个相似类的兴趣强度超过 丁特 定 

的阈值．我们就可 把它定义为用户的一 个会话视尉。 

定义 5 4 一十用户与 OLAP系统的所有交互 过 

程，可 以看作是用户执行的所有会话形成 的序列(按时 

间先后)，我们称为会话 序列，可表示 为：ES ：一{ ， 

⋯
，S )。设 足是一十给定 的相似性判 断规则 ，r是 ES 

关于 R的相似娄的集台 ，F是一十从 厂到非 负实数的 

函数 (用来度量用户对相似类的兴趣强度 )，H 是一个 

给定的闺值 ，C是 厂在关 系 R下 的一个相似类 ，若 F 

(c)>日 ，则髂 c为该用户的一个会话视尉。 

4．OLAP系统中用户会话视图的获取 

4 1 相似性判别规则 

相似性 判别规则是 用户会 话序列上的一个关 系 

(称为相似关系) 显然 ，用户的每个会话与其本 身是相 

似的。其次 ，若某个会话 ^与会话 B相似 ，则会话 B也 

应该与会话 ^相似。也就是说，相似关系应该是 自反 

的、对称的，因而是一个相容关系。 

由于同一会话中的所有查询都是用户为达到周一 

且标 (找到一个商务问题的答案或为 了验证先前 的一 

个假设 )形成的 ，所 以同一会话中的每个查询都应该有 
一 定的相似之处 此时 ，如果两个会话包含有相 同或等 

效 的查询 ，那 么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两个会话也有 一定 

程度的相似。此外 ，如果会话 ^与会话 B含有相同或 

等效查询 ，会话 B与会话 c含有相 同或等 效查询 ，那 

么即使 ^与 c不含有相 同或等效查询，̂ 与 c也应该 

有 一定程度的相似 这种相似性可以看作是由 ^与 B 

和 B与 c的相似性传递得到的。所以，我们有如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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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判别规则 

设 、B 是用 户的两 个会话 ．我们说 它们是 相 似 

的．如果下面的条件(1)或(2)成立 

(1)如果会话 与会l再B含有相同或等效查询 ； 

(2)存在着会话 A。一^．A ·．A 一B．使得 

与 A，[1 1 一．k)古有相同或等教的查询 

4 2 兴趣强度度量 

根据用户会话的相似性 ．虢们可 以将用 户所有的 

会话划分为不同的相似类 显然 ．用户在同一个相似类 

的会话中．有着相同或相近的信息 需求 。但是 在不同的 

相似类之问 ，用户的信息需求是不 同的 同时 ，用户对 

不同信息需求的强度也有所 不同 ．那么如何度量用户 

的兴趣强度呢，我们认为可 从两个方 面来进行 <1) 

如果用户的某 十会话长度远近 大于其它的会话长度 ， 

我们可 认为用户在这个会话过程 中花费了大量的精 

力；(2)如果有 许多会话都对应 于某种信息需求 ，那么 

可 以认为这是 用户的一个持续的兴趣所在。 

相似类 由彼此相似的会话组成 ．与用户 的某种特 

定的兴趣和信息需求相对应 。所以，我价可 综合考虑 

相似娄中所包古的会话的十敬和这些会话 的长度来度 

量用户的兴趣强度 下面．给出一个简单的计 算公式 ： 

F (C)= ( ／L十  ,／i,I)，2 (1) 

户与 0I AP系统之问的所有会话形成 的会话序列。 

其 中．S．．S ⋯S S．．S ．S ．S．分别 由下面 的查询序列 

构成 ：( ， ．E．F．，，．‘ ．A．B．D．G ．(A，X．Y．z ， 

(X．仉，．了1 ．t )．( ．0．Ⅳ，，f ．J． 则接照相似性 

判别 规jJllj．所有的会话可 分成 3十相 似类{C．，C ． 

c 。其中， 

C 包古 4个会话过程 ：S一⋯S S⋯S．长度为 】7； 

c z包含 i个会话过程 ：S ，长度为 1 

c 包含 2个会话过程 S⋯S ．长度为 6。 

ES的长度为 I 7+i+6—24．则 

F(C．) {]7／24+4／7)，2—0 64 

F(C )一(1／'24+ 1／7)／2=0 09 

F(C )一 (6,"24+ 2／7) 2= 0 27 

可以知道用户 的平均兴趣强度为 ：0 33，如果设定阐值 

为 0．5．则 C 被选出来作为视图提交给 用户。 

结束语 本 文通过 对用户与 OLAP系统 的交互 

过程进行分析 ，提 出了用户会话视图的概念 ，并给 出了 

从中获取用户会话视图的方法 通过用户会话视 图．可 

以将用户 的视野限制 在有意 义的的范围 内，并进一步 

可 进行缓存管理 、浏览引导等方面系统优化工作。 

其中 F是用户兴趣 强度的度量函数，c是一十相似类 ． 1 

，是相似类 c的长度 (c中包含的会话 的长度之和)，L 

是用户所有相似类 的长度的和， 是 C中包含 的会 话 2 

的个数 Ⅳ 是用户所进行 的所有会话 的十数 。从公式 

(1)可以看出，一个相似类包含的会话越长、越多，则意 

味着用户对它的兴趣越太、越持久 ．显然 ，有 

厶  rF(C)一1 (2) 4 

4．5 阀值 

由于会话视 图是 用户特别感 兴趣 的地方 ，固此 阚 5 

值一般应明显高于平均兴趣强度值。 

4．4 视图的获取 

给 定相似性判别规则、用户兴趣度量函效和阈值 ， 

就可 从用户的所有交互过程中得孤视图了 ．下面我 

们给 出一个简单的例子 ，来说 明用户会话视 图的产生 

过 程 。 

例 4．1 设 ES一( ⋯S S ，S⋯S ⋯S S )，是 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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