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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EAM 系统的核电厂数据导入方法① 
赵 堃, 孙为群, 张红兵 
(核工业计算机应用研究所, 北京 100048) 

摘 要: 数据作为企业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来在大型的企业级系统软件实施过程中占据关键的位置. 立足

于核电厂 EAM 项目 AS 产品的实施背景, 通过数据源模型重构、模型间数据映射和视图导入程序开发等方法高

效、准确、低成本的解决了企业级系统数据导入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对于 ERP 等大型的企业软件数据导入

工作也具备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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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for Nuclear Power Plant Data Loading Based on EAM 
ZHAO Kun, SUN Wei-Qun, ZHANG Hong-Bing 
(Computer Application Institute of Nuclear Industry,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Data,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enterprise informatization, have always been in the key position in the process of  
a large enterprise system implementation.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nuclear power plant EAM project AS product of the 
implementation, through refactoring data source model, data mapping between models and views, import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methods etc, this paper uses efficient, accurate and low-cost solution to solve all sorts of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data import. This also has guidance value for large companies such AS ERP software data im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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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背景及研究内容 
1.1 中核核电 EAM 项目简介 

EAM(Enterprise Asset Management)是面向资产密

集型企业的信息化解决方案. 以提高资产可利用率、

降低企业运行维护成本为目标, 通过信息化手段, 合
理安排工作计划及相关资源与活动, 提高设备可利用

率、优化安排企业各种资源, 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

益和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中核集团在 2012 年上线的 AS 系统是以企业资产

及其维修管理为核心的商品化的 EAM 应用软件, 它主

要包括: 工作管理、预防性维护管理、设计变更管理、

行动跟踪管理、库存管理、采购管理、应付账管理、合

同管理、运行管理、文档管理、辐射防护管理等基本功

能模块, 以及决策分析、数据挖掘等可选模块.  
1.2 中核核电 AS 系统数据导入面临的问题 
AS 系统的主要作用是对核电维修信息、设备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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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和库存信息等进行有效整合, 而这些信息的载体

和表达都要通过数据完成, 但数据准备和导入工作难

度却 大.  
首先, 基础数据涉及面广, 涵盖了核电厂中所有

可见信息和不可见信息. 如物料基本信息, 设备基本

数据, 会计科目, 工厂、仓库、车间等可见信息, 不可

见信息如维修工单数据、排程计划数据等.  
另外, 数据准备的工作量大, 以上各类信息数量

从几个到几十万都有, 而每条记录包含的字段又可多

达上百个, 通常造成项目延期的原因有 90％来自于数

据整理.  
再次, 数据的正确性是非常重要的, 系统的数据是许

多程序正确运行的基础, 如果其中任何一个数据与实

际不符, 将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正是因为数据具有这些特征, 从而造成了收集准

备工作量大、难组织, 数据导入要求准确率高, 一般需 
 
 



2014 年 第 23 卷 第 1 期                       http://www.c-s-a.org.cn                      计 算 机 系 统 应 用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研究开发 203

要多个部门协调, 投入的人力和时间都比较多, 见效

周期长等复杂性特点.  
1.3 研究内容 

目前的企业级软件数据导入方法有手工录入或

使用软件自带导入工具导入. 手工录入的方法, 在动

辄几十万上百万的数据面前, 所花费的人力和时间

成本将会很高, 使用软件自带的导入工具有时候却

不能满足和覆盖所有的业务数据导入范围.  
本文将在核电 EAM 项目实施的基础上, 探讨如

何高效、准确、低成本的对核电的基础数据、主数据

进行归类、收集、整理并通过分析和开发的手段有效

的将数据导入到 AS 系统中的过程和方法, 对目前的

大型的企业级软件实施如 ERP 等同样有很大的借鉴

意义.  
 
2 核电AS系统数据导入方法研究 

数据导入问题实质上是要解决数据源和目标库之

间的数据通道问题, 目标系统的数据模型结构是固定

的, 因此确定和建立数据源的导入结构模型、建立导

入模型与目标系统数据模型之间的数据映射完成数据

通道成为整个工作的重点和关键, 在此基础上再通过

软件开发的技术手段驱动数据流动, 就可以较好的完

成系统数据的导入工作. 基于此思路本文提出了以下

系统数据的导入方案. 
 
 
 
 
 
 
 
 
 
 
 
 
 
 
 
 
 
 
 
 

 
图 1 数据导入方案 

 
2.1 建立系统数据源的导入模型 

对于每一款企业级的系统软件来说, 对业务对象

信息的组织都有其内部的特殊的一套机制和模型,用
户必须识别软件角度来讲支撑其数据模型所需要的必

要信息,软件业务对象以及表结构的组织结构,这些信

息一般的软件提供商会有详细的文件资料进行查阅, 

但对于用户业务数据模型, 从用户管理的角度出发, 
可能也存在支撑其业务流程的必要信息, 因此通过系

统的数据模型分析和用户业务的数据模型分析, 用户

才能 终确定数据导入的需求和范围, 并根据两者的

要求制定出合理的数据导入模型, 供电厂的业务人员

进行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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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定数据导入模型过程中, 必须遵循以下几个

原则和顺序:  
① 按数据领域划分. 按照核电厂数据领域的划

分, 用户可以将数据划分为文档数据、设备数据、物

资/库存数据、辐射防护数据、工单数据等, 并为每一

领域的数据进行编号, 如 EC 系列数据(设备数据)、DO
系列数据(文档数据).  

② 按数据类型划分. 数据的类型一般可分为基

础数据、主数据基本信息和主数据属性信息, 基础信

息是指构成整个业务对象的基本元件信息, 如人员信

息、库存位置、仓库信息等. 主数据是指系统间共享

数据, 具备完备的生命周期管理的数据, 如设备数据、

物资数据、文档数据等, 同时由于主数据信息庞大, 用
户可以将某一领域内的主数据分为一个主数据基本信

息和多个主数据参数信息来进行业务数据模型的组织. 
如 EC10(设备基本信息)、EC20 设备参考文件信息、

EC30 设备运行参数信息等.  
③ 导入顺序划分原则. 对于通过以上原则划分

好的数据模块来讲, 各个领域内的模块导入顺序和领

域之间的导入顺序也是需要用户考虑的问题, 应该遵

循基础信息在主数据信息之前、主数据基本信息在主

数据参数信息之前, 静态主数据在动态主数据之前的

原则.  
2.2 建立数据源的数据库环境 

通过数据导入模型的建立, 数据的导入需求、范

围和结构都已经确定了, 这样用户可以通过在数据库

中建立表结构的方法将数据模型固化下来, 作为数据

源使用, 采集和转换数据库就是为了固化导入模型规

范数据源而建立的,两者在其表结构的组织上没有差

异,都属于源数据库的范畴, 但是在整个数据的导入过

程中却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和责任.  
采集数据库由用户业务数据收集部门自行维护,

它的上游数据可能为第三方的系统业务数据、用户自

行收集的电子版业务数据或纸质版的业务数据, 当所

有的这些数据进入采集数据库前, 都应该经过用户手

动的第一次数据清洗工作.  
转换数据库由数据导入实施者或是专门的实施用

户进行维护, 数据来源于采集数据库, 数据导入人员

在此数据库上进行一些数据导入前的技术性第二次清

理工作.  
2.3 建立数据源导入模型与系统数据模型的映射 

数据导入模型被固化到采集数据库和转换数据库

后, 数据源的环境已经搭建好了, 此时用户需要梳理清

楚数据导入模型与 AS 系统数据模型之间的映射关系, 
同时进行记录和描述, 形成数据导入映射文件, 为下面

的导入程序的开发做准备. 文件的编制应该包含所有

的已确定的数据导入模型的内容, 并且也应该包括各

模型数据之间的导入顺序. 映射文件内容如图 2 所示. 
 
 
 
 
 
 
 
 
 

图 2 数据映射文件实例 
 

上图左侧表示的 AS 系统数据模型数据库字段, 
右侧表示数据导入模型数据库字段, 通过这样的文件

组织形式, 可以清晰的将用户采集的业务数据和目标

系统数据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实现了源和目标数据的

可视、可查和可依据文件.  
2.4 视图及导入程序的开发 

经过数据导入模型建立及持久化、数据源与目标

数据库映射活动后, 导入开发已具备条件, 数据导入

程序的业务目标是提取用户完成收集、清理过程后的

源数据, 按照数据映射规则进行数据转换, 转换后由

导入程序导入到 AS 数据库中. 为此数据导入的开发

阶段包含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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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入视图的建立. 用户所建立的源数据环境

是综合了用户业务管理需求、数据采集便捷性和 AS
系统功能需求等多方面的因素形成, 在数据结构的组

织上与目标数据结构会存在明显的差异, 为了消除这

些差异, 用户可以目标数据库结构为出发点根据映射

文件建立视图对源数据进行抽取, 形成满足条件的可

导入数据.  
(2) 导入程序的开发. 通过视图抽取形成满足目

标数据库结构的源数据, 还不能满足导入的需求, 必
须通过开发相应的导入程序来验证数据的有效性并驱

动验证后的正确数据流入目标库. 其功能可简单描述

如下:  
源数据有效性验证功能: 包括字符类型校验和字

符长度校验, 根据提取的源数据字段, 检查其类型和

长度是否符合数据映射文件中的源数据信息定义.  
数据映射功能: 包括灵活选择源数据库和目标数

据、选择源数据表和目标数据表、选择源字段和目标

字段、选择过滤条件、选择校验字段的校验类型等.  
数据驱动功能: 引导和驱动导入程序验证后的正

确数据流入目标数据库.  
日志和错误处理功能: 对于数据导入过程中可能

出现了数据连接错误、源数据校验错误、数据驱动错

误进行详细记录.  
2.5 AS 系统数据的导入 

经过上述环节,数据导入的条件已准备就绪,数据

导入的过程可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① 收集和清理源数据. 数据导入模型的建立就

为用户的数据收集提供了规范化模板和数据标准, 用
户应该完全按照导入模板的要求进行数据收集和清理

工作, 确保数据进入源数据库环境前的数据质量.  
② 冻结导入数据. 数据收集过程中经常存在业

务数据不断调整的情况, 因此在采集数据进入源数据

库环境之前, 必须冻结导入数据, 确保导入数据的准

确和稳定性.  
③ 抽取源数据为符合导入程序要求的数据格式.

数据导入程序对数据结构有要求, 源数据经过视图转

换才能满足这些要求. 转换过程中同时也应该按照映

射文件对数据规则进行校验, 对于不符合的数据应生

成错误报告, 尽快找出错误位置, 以便更正相关数据.  
④ 导入数据到目标系统. 完成了数据的清洗和

校验工作后, 就可以使用导入工具将数据导入到目标

系统中.  
⑤ 系统页面校验. 数据导入的结果是否成功和

准确, 需要在数据导入之后进行页面流程验证才能确

定, 用户可以根据导入的数据类型, 到系统的相关页

面进行数据有效性检查, 如发现页面数据错误, 则需

要重新导入.  
 
3 结论 

本文上述数据导入方案, 目前在中核集团核电

EAM 项目实施过程中正在使用, 得到了各方的认可, 
经过项目验证此方案达到了高效、准确、低成本的数

据导入目标, 同时方案中的数据源导入模型的建立和

导入模型与系统模型间的映射方法, 对于大型的企业

级系统数据导入活动也有极大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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