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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针对海量信息处理对传统的商业智能软件提出的挑战,设计并实现了一种基于并行机制的商务智能(BI)系
统(BI-PaaS)。该系统搭建在中国移动大云基础设施之上, 以云计算的强大并行计算和分布式存储能力为支撑,将
ETL、DM、OLAP、Report等各类BI能力并行化。实验结果表明,基于并行机制的BI-PaaS系统可以大大提高BI能
力的数据处理性能,有效地支持电信运营的海量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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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PaaS: parallel-based business intelligence system

JIANG Zhi-xiong1,2, JIN Hai1, HUANG Xiao-qin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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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cerning the challenge of massive information to the traditional Business Intelligence (BI) 
system, the prototype of a BI system (BI-PaaS) based on parallel mechanism was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The structure was built upon the project named big cloud in China mobile, being powered 
by massively parallel computing and distributed storage and integrated with several technologies in 
terms of ETL, DM, OLAP, Report, etc. The results of the experiment prove that the function based upon 
parallel computing greatly raises the competency of data processing and effectively supports the data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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