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7卷 第 5期 
2010年 5月 

计 算 机 科 学 
Computer Science 

Vo1．37 No．5 
May 2010 

数据仓库与 OLAP技术在高考志愿数据分析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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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何填报高考志愿，增加考生被 自己心仪院校录取的几率，是每一位高考考生和家长密切关注的问题。以某 

省近 9年积累的高考历史数据建立数据仓库，利用OLAP技术对这些数据进行 多维分析，得到 了一些广大考生可资 

借鉴的结果。重点介绍了考生志愿多维数据集的建立与分析的整个过程，以及涉及到的一些技术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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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to decide the preference to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dream college matriculation is concerned by exalTli— 

nees and their families closely．By employing OLAP technology on the historical preference data，some interesting and 

referential results were mined．This paper was focused on how to build the related data warehouse as well as the related 

technicaI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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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填报是高考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也是考生与 

家长密切关注的问题。志愿填报是否恰当，直接关系到考生 

能否被心仪的高校录取。在高考志愿填报过程中，考生主要 

依据 自己的分析以及家长和老师的经验[1]对前几年高考录取 

情况做单一的离散式分析。然而国家政策经常调整，高考形 

势不尽相同，考生、家长和老师很难凭借个人经验去了解全部 

的院校与专业情况，这些都给考生填报志愿带来很大的影响。 

鉴于此，本文以某省招生 自考办公室招生数据挖掘项 目 

为依托，以该省自实行网络招生以来所积累的近 9年海量电 

子招生数据(其中包含了大量有关考生基础数据、志愿填报数 

据、高校专业设置与院校录取结果等有用信息)为基础，首先 

建立数据仓库，然后根据主题建立多维数据集，最后利用 

OLAP技术从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对考生志愿数据进行分 

析并用前端展现工具对其分析结果进行图形化展现，从而为 

考生填报志愿提供决策支持。 

1 数据仓库总体结构 

数据仓库(Data Warehouse)是支持管理决策过程的、面 

向主题的、集成的、随时间变化的持久的数据集合[23。为了快 

速响应客户的请求，首先需要对关系数据库或其它外部数据 

源中的海量历史数据进行抽取、转换、清洗 ，再将加工后的数 

据装载到数据仓库中。 

OLAP从数据仓库中抽取相关数据并建立多维数据集 ， 

使用户可以从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地考察数据仓库中的数 

据，从而深入理解包含在数据中的信息与规律。下面以高考 

考生志愿数据为例，介绍数据仓库与OLAP技术在高考志愿 

数据分析中的应用，其数据仓库总体结构如图 1所示。 

硬层： 

前端展现 

中间层： 

OtAP服务器 

图 1 数据仓库总体结构 

1)底层是数据仓库服务器，包括数据仓库、数据仓库管 

理和元数据管理。数据仓库负责存储分析、决策数据；而数据 

仓库管理则负责管理数据仓库；元数据管理负责对元数据进 

行管理。 

2)中间层是 OLAP服务器：它是一种介于后端数据仓库 

服务器和前端展现工具之间的中间服务器，为用户提供来自 

数据仓库或数据集市的多维数据。 

3)顶层是前端展现工具：它是多维数据集的门面，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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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报表工具、查询工具和数据分析工具，以表格或图形化的 

手段对分析与挖掘结果进行展现。 

2 OLAP数据仓库建模 

数据仓库的设计方法有两种__3]：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 

自上而下的设计方法强调应用决定数据，有什么应用就获取 

什么数据，设计维度和多维数据集是项 目的开始 ；自下而上的 

设计方法首先要依据系统文档与需求分析来创建数据仓库， 

然后根据不同的分析主题建立多维数据集 。通过对某省市招 

生数据挖掘系统文档与该省招生 自考办公室需求文档等进行 

需求分析，本文采用 自下而上的设计方法，围绕考生志愿数据 

分析为主题来建立数据仓库。 

2．1 OLAP数据仓库建模 

目前最流行的数据仓库多维数据模型有 3种[3]：星型模 

式(star schema)、雪花模式 (snowflake schema)和星系模式 

(galaxy schema)。本文采用星系模式。星系模式是多个事实 

表共享一个或多个维表的情况l3]。该数据模型将数据表分为 

两种：事实表与维度表。相对于星型模型与雪花模型，星系模 

式具有更高的数据准确率l_4]。 

数据仓库的模型设计是数据仓库设计的一个重要方面。 

本文以志愿报考热度与最低录取分为主题来组织数据 ，事实 

表是考生的志愿库与高校招生计划库，以招生年份、科类、计 

划性质、批次、考生、专业、院校、志愿序号、投档单位、成绩比 

较维与成绩过线维为维度表。 

2．2 源数据 

本数据仓库的数据来源于某省 2000—2008年普通高考 

招生的历史数据，涉及到的数据主要有考生基本信息、院校基 

本信息、院校科类信息、院校批次信息、院校计划性质信息、专 

业信息、招生年份信息、历年批次分数线信息、考生志愿填报 

信息与院校招生计划投放信息。 

2．3 数据的抽取、转换与装载 

数据质量是分析结果可靠性的基础，而 ETL(数据抽取、 

转换、清洗和加载)是数据质量的重要保障嘲。为了确保数据 

仓库中的数据更加准确，本文首先对该省近 9年的历史招生 

数据进行分析，形成一套标准的招生数据代码表，然后建立招 

生数据代码表清洗规范，最后采用 SSIS(Microsoft SQL Ser- 

ver 2008 Integration Services)逐年对普通高考招生录取系统 

中的招生数据代码表与事实表进行抽取、转换和清洗，并装载 

到目标数据仓库中。 

2．4 技术难点及解决方法 

数据仓库来源于数据库，其本身也是由数据库管理系统 

进行管理，但是它的结构、功能和设计与传统的数据库设计方 

法却不同。下面对建立高考志愿数据仓库过程中所遇到的主 

要问题做如下总结。 

1)分析业务数据与需求 

业务数据是数据仓库的源数据，而对业务数据的了解是 

设计数据仓库的基础。只有通过对业务数据的分析，才可以 

清楚地知道原有数据库系统中已有什么，再结合用户的需求， 

才能明确当前数据仓库的设计能提供需求中的哪些，还缺少 

哪些。总之，通过对历史数据和需求的分析，可以明确用户正 

在使用的数据现状、他们如何使用这些数据以及将来利用这 

些数据干什么。 

2)事实表的粒度问题 

数据越详细，粒度就越小，数据级别也就越小；数据综合 

度越高，粒度也就越大，级别也就越高。而事实粒度需求的不 

同，一方面将直接导致数据仓库模型设计的差异 ，另一方面将 

直接影响存储容量与分析效果 ，因此粒度的设计极其重要。 

由于本课题需求分析中，不仅需要对细节性数据进行分析，而 

且需要对综合数据进行分析，因此采用了多重数据粒度的设 

计方法。这也是针对业务量大、分析要求比较高的情况采用 

的最佳解决方法[3]。 

3)维度的缓慢变化问题 

高考政策与高校名称时常有所变化 ，数据仓库的维表结 

构必然也会有所改变。既要保留历史信息，又要保留新增信 

息是维表设计非常棘手的问题。例如，本文中需要记录院校 

名称的变化以及考生字段的增加情况等。本文采用的解决方 

法是创建额外字段来记录这些信息之间的关系，在具有缓慢 

变化维表中加入“创建时间”与“更新时间”字段，这样就不需 

要创建额外的数据行，也不需要改变维表中的键值结构。 

4)维表 ETL 

ETL是开发数据仓库项 目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其困难程 

度占用了一个数据仓库项目的50％～7O％，而维表处理占了 

数据仓库 ETL解决方案所需开发时间的最大一部分，是其最 

复杂的组成部分L6]。文中维表 ETL最大的困难在于每年数 

据代码表不尽相同，比如院校有合并、更名情况，院校专业有 

变动，高考加分政策变化以及该省招生管理人员程序编写风 

格不同等等，导致相同代码表 中同一名称在不同的年份对应 

的代码不同，同一代码在不同的年份表示不同的含义，也就是 

说代码与名称含义的对应关系在不同的年份不具有通用性。 

另外，代码表中极其广泛地存在用以表示同一含义所使用的 

名称不同的现象，因此要对数据仓库进行 ETL，首先必须对 9 

年的数据代码表进行统一、规范，然后建立数据维表清洗规 

范，最后按照清洗规范逐年对历史招生数据进行 ETL。在 

ETL过程中，本文主要使用 SSIS具有 的模糊查找、模糊分 

组、数据转换、维度转换、查找、脚本组件、派生列、OLE DB命 

令、条件性拆分等数据流组件依据对业务的了解进行组件组 

合以解决以上问题。 

3 构建多维数据集 

设计好数据仓库，并且将业务数据经过 ETL以后，需要 

根据不同的主题建立相应的多维数据集_7]，在志愿分析数据 

仓库中有以下子主题 ： 

1)院校／专业报考热度分析：通过对考生的志愿填报行 

为与高校招生计划投放进行分析，得出院校或院校某专业的 

报考热度 ，从而为考生选报高校与专业提供有力参考，也可以 

为院校调整专业结构提供有力依据。 

2)最低录取分分析：高校所在地域是考生填报志愿时需 

要着重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_8]，然而相同专业在不同的地域 

往往具有不同的最低录取分。本文从多个角度分析同一专业 

在不同地域的最低录取分，从而为考生填报志愿时根据自身 

情况选择合理的地域或省份提供有力参考。 

本文利用 SSAS(Microsoft SQL Server 2008 Arialysis 

Services)建立多维数据集。首先建立数据源与数据源视图， 

其次建立多维数据集模型，定义维度与事实度量，建立多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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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集。志愿数据分析多维数据集的数据模型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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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多维数据集模型(截图) 

模型中，表头颜色为蓝色的是维度表，有招生年份维、考 

生维、院校维、批次维 、科类维、计划性质维、地域维、志愿序号 

维、专业维、成绩比较维、成绩过线维；表头颜色为黄色的是事 

实表，有高校招生计划表与考生志愿填报表。多维数据集的 

度量值有招生计划人数、考生志愿填报数、最低录取分、报考 

热度。 

其中，报考热度与最低录取分均值用一种访问 Analysis 

Services多维数据集语言MDXE9]来定义： 

[报考热度]一[Measures]．[志愿填报计数]／[Meas— 

ures]．[计划人数] 

多维数 据集的存储方式有 3种：ROLAP，MOLAP和 

HOLAP~”]。本文采用 MOLAP方式存储，它将细节数值和 

合计数值都存放在立方体中，可将多维视图直接映射到数据 

立方体数组结构。这种存储方式的优点是可以对数据立方体 

的数据快速索引_】 。 

多维数据集的操作主要有切片(slice)、切块(dice)，钻取 

(roll—up和drill—down)以及旋转(pivot)_】 。通过多维数据集 

的多种操作，可以从多个角度分析志愿数据，图3可用来分析 

某高校各个专业在各个志愿的报考热度情况。 

图 3 多维数据集的操作(截图) 

通过对特定维度的筛选并对多维数据集进行相应的操 

作，得到相应的报考热度情况。图3选取院校、科类、批次、过 

线、招生年份维度等对部分维度值进行筛选并将志愿序号下 

钻得到某高校各个专业在该省理工类本科第一批的第一、第 

二、第三、第四志愿的报考热度情况。 

4 志愿数据前端展现与结果分析 

商业智能的前端产品负责直接面向用户，将用户的请求 

转发给服务器层、数据层，同时也向用户展现所需信息。本文 

采用 SSRS(Microsoft SQL Server 2008 Reporting Services)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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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的方式展现志愿数据分析结果。 

4．1 院校报考热度分析 

某院校或专业是否热门是考生填报志愿时必须考虑的重 

要因素之一。本文以志愿序号、科类、批次、时间、院校、专业、 

是否师范、考生、投档单位、成绩比较和成绩过线为维度 ，以报 

考热度为度量值，进行院校与专业报考热度分析。考生可以 

从以上 11个维度查看院校或专业的报考热度，以为其志愿填 

报提供极大的便利。图 4为该省理工类本科第一批考生报考 

某校部分专业的报考热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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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某高校部分专业第一志愿报考热度(截图) 

由图 4可知，该校的行政管理 专业报考热度最高可达 

50．83，工商管理专业、英语专业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也保 

持着较高的报考热度，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尤其是法学专业 

的报考热度相对要低很多，第一志愿往往不能完成招生计划。 

这说明如果高考成绩一般的考生在第二志愿甚至第三志愿报 

考该校的行政管理或工商管理专业，与报考该校的法学专业 

相比，第二志愿的作用性会更小，即面临落榜的几率会更高； 

反之，考生在志愿填报时，如果把该校的法学专业作为第二志 

愿，甚至高考成绩不太理想的考生第一志愿报考该校法学专 

业 ，则录取的几率更大。 

由此不难得出，一方面高考考生需慎重地选报第一志愿。 

历年来的录取结果显示 ，在高校的录取结果中第一志愿录取 

率高达 85 l1 ，如果第一志愿报考热度极高的高校或专业， 

比如图4中的行政管理专业，则应该考虑自身的实际情况，切 

忌一味地报考热门专业；另一方面，考生志愿填报时应该注意 

志愿的梯度。选好第一志愿固然重要，但考生不可轻视第二、 

第三志愿的选报，只要第二、第三志愿所报考的学校与专业的 

档次较第一志愿有一定程度上的拉开，那么一旦第一志愿落 

选，第二志愿的作用就可以发挥出来，加大了录取几率。 

4．2 最低录取分分析 

院校所在地域也是考生填报志愿时必须考虑的问题，如 

何在理想地域与自身高考成绩之间找到平衡点，一直是考生 

很头疼的问题 。本文所建立的志愿数据分析多维数据集可以 

从志愿序号、科类、批次、时间、专业、是否师范、考生、投档单 

位、成绩比较与成绩过线 1O个维度来分析同一专业在不同地 

域的最低录取分。图 5可用来分析该省文史类本科第一批考 

生第一志愿报考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在各个地域的最低录取 

分情况。 

2OOO 2001 2002 绷 20O4 2O(36 2006 m07 200B 

年 份 

图5 最低录取分分析(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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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P1>P2>P3，敌机最可能选择“相持”策略。 

如果态势因素在各计划中的权重系数未知，则由多个领 

域专家给出各因素的权重系数，进行加权平均，得到各态势因 

素在各计划中的权重系数，如表 3所列。 

表 3 专家给定态势因素在各计划中权重系数 

各专家权重为0．3，0．3，0．4，则加权结果如表4所列。 

表 4 加权平均后态势因素在各计划中的权重系数 

其他计算步骤同实例，最终得到得分矩阵为 

f。0．．。3 967—--—。0．．4348 1／l—I——0。．．0。1 6 1 【0
． 307—0．489 J 【一0．182 J 

即P1>P2>P3，敌机采取“相持”策略。 

结束语 本文在态势评估领域将直觉模糊理论与计划识 

别相结合 ，建立了基于直觉模糊多属性决策的计划识别模型， 

克服了计划识别中信息在传播中“易”丢失的缺点。实验表 

明，此模型计算量小，能直观地反应出采取某计划的倾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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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5可知，该省文史类本科第一批考生第一志愿报考 

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在各地域保持着较稳定的趋势。其中， 

华北地区的最低录取分一直高于其他地域 ，而西北地区几乎 
一 直处于最低位置，二者在 2002年分数之差高达 53分；另 

外，2006与 2008年各地域的最低录取分都有所升高，而 2007 

年各地域的最低录取分都有所下降。 

因此，倘若考生在填报志愿时第二志愿为华北高校，则落 

榜的风险较大。反之，如果考生的第一志愿为华北地区高校 ， 

而第二志愿为西北地区高校或者直接避开录取分数较高的华 

北、华东地区而选择西北地区同类高校，可以扩大自己的选择 

范围，降低风险，提高录取几率。总之，考生填报志愿时需要 

正确处理地域问题。 

结束语 本文利用某省招生 自考办公室丰富的数据资 

源，将普通高考招生录取系统的海量数据经过抽取、转换、清 

洗预处理后装载到 0LAP数据仓库中，并建立志愿数据分析 

多维数据集，最后对这些数据进行多维分析并将结果以图形 

的方式进行展现。本文的分析结果对高考考生填报志愿具有 

指导意义。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借助数据挖掘技术，利用已 

建立的数据仓库或多维数据集 ，进一步揭示出隐含在志愿数 

据中的规律和信息，从而为考生的志愿填报进行合理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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