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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产品简介 

一、 产品说明 

DreamBI 摒弃了原有数据采集及开发应用系统建设时间长、花费

高的传统建设模式，提供了一套方便易用的元数据管理平台，并以此

为基础，采用独有的拖拽式可视化操作，为用户提供了一整套简单快

捷的数据采集、查询统计、在线分析、资料制作、信息发布等功能模

块。 

二、 产品特点 

让每个人都会用的可视化展现及分析系统 

 拖拽即成，人人会用 

 跨平台、跨设备轻松展现 

 全程元数据管理 

 完美中国式报表，符合国情 

 OLAP 分析、即席查询、交互式图表分析、数据挖掘四项项全

能 

 

三、 系统架构 

总体架构设计采用云服务的架构模式系统建设总体架构图如下： 



 

如上图所示，项目功能整体设计以服务为理念，自下而上分别提供： 

一、Iaas（设备即服务）层 

这一层，利用服务器、存储设备、网络设备等硬件设施，同时配合操作系统、

虚拟化管理软件、数据库、网络管理系统为整个项目的部署、运行提供高效可控

的硬件设施服务。  

二、Daas（数据即服务）层 

数据层，作为整个系统的信息存储层，这里主要存储信息包括：元数据、企

业名录库、共享数据、私有数据以及应用信息库（用户权限信息、系统配置信息、

日志信息等）。 

三、Paas（平台即服务）层 

作为开放、可扩展、成熟的应用系统，大部分的应用模块都应该是通过完善

可靠的应用开发平台，结合实际的业务需要，通过二次开发或配置完成，配合本

期项目的实际需要以及未来可扩展性的考虑，我们将提供元数据管理平台、智能

搜索平台、信息交换平台、信息报送平台、统计分析平台、应用支撑平台这六大

基础服务平台，大部分的功能模块将通过这六大平台二次开发或配置完成，同时

保证业务模块的快速调整或功能扩展。  

四、Saas（软件即服务）层 



软件既服务这一层，将根据用户实际的业务需求，结合基础服务平台，提供

具体的功能模块，包括： 

（一）、信息报送子系统 

➢ 任务发布 

➢ 信息报送 

➢ 数据审核 

➢ 信息归档 

➢ 任务监控 

➢ 报送情况统计 

（二）、数据处理子系统 

➢ 企业名录库 

➢ 数据加载 

➢ 查询、统计、计算、报表设计、图表设计 

➢ 信息发布 

➢ 批处理脚本 

（三）、信息共享门户 

➢ 信息发布审核 

➢ 共享目录 

➢ 智能检索 

➢ 统计出版物 

➢ 专题分析 

➢ 分析报告 

➢ 数据解读 

（四）、微信服务号及移动应用 

➢ 用户绑定 

➢ 智能应答 

➢ 信息推送 

➢ 报送审核 

➢ 辅助功能 



➢ 管理功能 

四、 基础架构 

 

五、 平台架构 

 

第二章功能介绍 

2.1. 元数据管理平台 

数据共享平台，作为一个以资源信息库为核心的建设项目，数据标准的制定



和管理是这个项目是否成功的主要因素，所以，元数据管理平台是支撑数据共享

平台的主要组成部分。通过该平台来规范管理全系统数据资源的规范定义、命名、

分类等。同时，元数据管理平台也将帮助我们从技术的角度梳理所有的信息系统，

了解所有数据资源的生产、存储、转换和同步等所有相关活动，从而建立数据元

的血统世系，帮助我们理解每一个数据的来龙去脉。元数据管理系统将提供如下

一些主要的功能： 

2.1.1. 业务元数据管理 

根据全系统信息资源规划的结果和行业信息资源标准体系，从业务的视野出

发，建立的关键数据元、指标等的分类、规范定义体系。具体功能如下： 

2.1.1.1. 元模型定义 

元模型定义用于定义元模型结构，一般包括编号、名称、说明、同义词、语

境、标注字段命名、值域、备注等要素。为建立与行业标准的对照，建议元模型

应包含与行业标准的对照项。一个推荐的业务数据元元模型如下（最后一栏为国

标行政区划的案例）： 

序号 项目 案例（行政区划） 

1 编号 SDT0001 

2 名称 行政区划 

3 说明 设有国家政权机关的各级地区的名

称，按层级顺序表示：省（自治区、

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市（地区、

自治州、盟）、县（自治县、市、市

辖区、旗、自治旗）。 

4 数据表示 C..40 

5 计量单位  

6 同义词  

7 标准字段名 DIV_NAME 



8 值域 采用 GB/T 2260 《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区划代码》中的名称 

9 语境 通用 

10 国标对照编号 1110 

11 备注  

数据元编号建议采用特征组合编码方式进行编码，一个建议的编号模式如下： 

 

2.1.1.2. 元数据维护 

根据业务需求，制定统一的技术元数据和业务元数据标准，覆盖多种来源统

计数据采集、加工、清洗、加载、多维生成、分析利用、发布、归档等各个环节，

建立相应的管理维护机制，梳理并加载各种元数据。根据统计业务特点，制定元

数据标准，要满足统计元数据在口径、分类等方面的历史变化。支持对派生元数

据的管理，如派生指标、代码重新组合等，对元数据管理实行权限控制。 

2.1.1.3. 统一管理和利用 

通过元数据，实现对各类数据的统一管理和利用，包括： 

➢ 填报数据：与各级业务数据系统的无缝集成。 

➢ 基础数据管理：建立各类基础数据与元数据的映射关系，实现统一的数

据查询、处理、报表管理。 

➢ ETL：通过元数据获取 ETL规则的描述信息，包括字段映射、数据转换、



数据转换、数据清洗、数据加载规则以及错误处理等。 

➢ 数据库：利用元数据实现对数据库结构的描述，包括仓库模式、视图、

维、层次结构维度描述、多维查询的描述、立方体（CUBE）的结构等。 

➢ 版本控制及追溯 

➢ 对于元数据的维护版本进行控制和追溯。 

2.1.2. 指标元数据管理 

作为一项特殊的业务元数据，指标元数据在业务应用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元数据管理系统的基础上，实现对信息资源的指标元数据的管理与维护功能： 

➢ 对指标元数据的分类管理 

 

 

➢ 基本信息维护 

 



 

➢ 使用情况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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