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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主题的装备保障数据仓库指标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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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装备保障数据仓库实施过程中，科学合理的指标对于集成数据的直观展现及价值挖掘有着重要意义。依据

现有的装备保障指标，结合数据仓库主题，对装备保障数据仓库中的指标集进行设计，形成了主题指标与综合指标

相结合的装备保障数据仓库指标集；该指标集在实践中起到良好作用，对保障人员相关活动的展开起到积极的指导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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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现代化装备列装部队，围绕装备保障活动产生的数
据越来越多。大量的数据只在业务领域内完成简单的交换、

使用功能，并未得到高效利用。为满足数据分析应用的急切

需求，综合性的装备保障数据仓库亟待构建，旨在实现数据

价值的挖掘，在解决“数据孤岛”问题的基础上，实现数据的

综合使用［１，２］。在构建数据仓库的过程中，指标集的构建是

数据展现应用的核心问题之一。科学化、体系化的指标集，

能够有效提高数据的利用率，给用户最直观的数据展现，对

于实现科学管理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３］。目前，在各局

部保障领域，零散的分析指标已经建立并被使用。面对数据

综合性应用的需求，在装备保障数据仓库中必须建立体系化

的指标集，发掘数据的指导价值，辅助领导层决策。



１　装备保障指标集构建分析

１．１　指标集构建原则分析
现有的装备保障指标分布在不同的保障环节中，具体形

式虽不尽相同，但内部联系紧密，形成了相互关联的整体，服

务装备保障工作。在装备保障的局部保障活动中，这些指标

都发挥了一定的指导意义，在设计装备保障数据仓库指标集

时，既要借鉴现有的各局部指标，又要有条件的进行甄选，确

保指标集科学有效、简单实用，总的来说，应该满足以下

原则［４］：

１）可行性。可行性是指指标集合的来源可行性和应用
可行性，指标集应具有稳定的数据来源支撑，同时在实际应

用中符合装备保障活动的实际需求。

２）简明性。在保证完善、全面的前提下，指标应尽量简
洁明了。指标建立的目的是满足一定的评价要求，在满足指

标这一作用的前提下，应保持适量的指标数量，提高指标质

量。精简化的指标可以减少评价的时间和成本，使评价活动

易于开展［５］。

３）体系化。构建装备保障指标集时，应将其作为一个
独立的整体，收集原本分散的局部指标的同时，注重不同指

标的融合，使指标集体系化、系统化，在全领域具有适用性。

４）代表性。指标集的代表性是指其能很好地反映研究
对象的用户需求特性，满足评价的意图。此外，指标集也应

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凸显评价差异，以便于横向比较。

１．２　指标集构建流程分析
图１对装备保障数据仓库指标集的构建步骤进行了说

明［６，７］。一方面，紧紧围绕现有信息系统、保障相关文档对现

有分散的指标进行分析研究，确定各保障领域内的有价值、

有实用性的指标，进一步提取分类；另一方面，在数据仓库开

发中，通过保障活动分析，确定数据仓库主题；最后，将两条

路径成果进行结合，生成装备保障数据仓库适用的指标集。

构建过程是同步展开的，以同步的方式生成指标集，在数据

仓库中才能更好地从统一的视角对装备保障活动进行指导。

图１　多维数据模型维度构建实施步骤

１．３　装备保障数据仓库主题构建
与传统数据库面向应用进行数据组织的方式不同，数据

仓库中的数据是面向主题进行组织的。数据仓库的主题是

在较高层次上将源信息系统中的数据进行归类、综合、分析

形成的抽象概念，每个主题与一个宏观的分析领域相对应。

在逻辑意义上，它是对应领域内某一宏观分析领域所涉及的

分析对象［８］。主题来源于客户的实际需求，代表了系统关注

的内容，同时，主题必须进行提炼，传统业务信息系统时常倾

向于按照业务来划分功能模块。而在数据仓库中，主题的组

织从宏观抽象，这种组织方式能够满足客户变化的需求，数

据仓库以主题的方式应对客户需求的改变。在这种构建理

念的指导下，通过对装备保障活动进行分析，提取了如下的

装备保障数据仓库主题［９－１１］。

图２　装备保障数据仓库主题及联系

　　装备保障数据仓库的主题被划分为了保障人员、单位、
设备工具、装备、保障设施５个主题，如图２所示，连接线显
示了各主题之间的联系。其中，保障人员作为装备保障活动

的主体处于核心位置，将各个主题单元联系在一起。这样的

主题提取方式，既切合装备保障领域内的分类实际，又能满

足决策层对于分析的需求，能够达到数据仓库的数据组织

预期。

３　装备保障数据仓库指标集构建

按照复杂程度，可以将装备保障数据仓库的指标划分为

主题指标和综合指标。主题指标结构简单，侧重从单一的角

度反映装备保障情况，能够满足决策层需求。装备保障中能

够反映装备保障实体的数量、价格、存量等统计信息都可以

列为主题指标。综合指标是几个主题指标的组合，是按照客

户特殊需求生成的，更能指导领导层决策的合成指标［１２］。

按照装备保障数据仓库的主题，结合原有指标，建立数据仓

库体系下的装备保障数据仓库指标集，如图３所示。

图３　装备保障数据仓库指标集

９８谢　峰，等：面向主题的装备保障数据仓库指标集设计




　　主题指标区别于综合指标，反映某一主题范围内的相关
指标，不超出本主题的范畴。而综合指标更侧重各主题之间

的交互联系，结合多个主题内的单项指标，组合成为符合装

备保障需求的综合性指标，反映总体的特征。

３．１　主题指标
１）人员。对于人员主题，主要关注的指标有人员编制

数、现有数；人员满编率；各分类人员数量。人员编制数、现

有数是装备保障人员规定安排人数与现有实际人数。人员

满编率为现有数／编制数 ×１００％。各分类人员数量包括高
级技工、中级技工、普通技工。

２）装备。对于保障对象的装备，主要关注的指标有数
量、装备价值、各质量等级占比。数量包括编制数、应有数、

现有数。装备价值分年度，专业，分类，大单位价值。各质量

等级占比：新品、待修品、废品所占总装备数量的比例。

３）单位。针对装备保障活动的参与单位，主要关注的
指标有数量、单位变更数量、单位变更同比增减额、增幅。数

量为各级别保障单位数量、各类型的单位数量。单位变更数

量按级别、类型统计各年度差额。

４）设备工具。针对装备保障中不可或缺的保障用设备
工具，主要关注的指标有设备工具数量、各质量等级数量、设

备工具完好率。设备工具数量为各种设备工具数量情况。

各质量等级数量反映装备保障设备工具。设备工具完好率

为可用设备工具数量／（可用设备工具数量 ＋损坏设备工具
数量）×１００％。
５）保障设施。设施数量包括设施编制数量、现有数量、

待修数量。设施完好率：（现有数 －待修数）／现有数。设施
库存物资吨数。

３．２　综合指标
装备购维比：装备购置金额与其维修的费用（备件的购

置费＋其他费用）的比，反映装备后期消耗保障资源大小，为
装备开发、购置提供参考。

工作压力指数：各单位需要修理工时和人员修理实际工

时对比。

装备购置费／设备工具购置费：装备购置费用与设备购
置费用之比，反映购置一定价值的装备所附加产生配套设备

工具费用的程度。

装备价值／器材消耗量：装备价值与器材消耗量之比，反
映消耗单位价值的器材，所能维修的得到的装备价值。

４　结束语

构建数据仓库指标集对于保障数据价值的挖掘展现有

着重要意义。本文从提取装备保障数据仓库的主题入手，结

合原有保障指标，对数据仓库中的指标集进行构建。在实际

应用中，该指标集对保障人员的实践活动有着良好的指导

性，既能满足一般的查询需求，又能对业务人员保障计划的

制定提供有效辅助，达到了预期指标集的制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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