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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交通信息基础数据元系列标准标准制修订的背景和使用意义ꎬ 从技术层面论述数据元概念ꎬ 分析标准的编

制原则和方法ꎬ 阐述该系列标准在交通运输行业标准中的基础地位及其对行业数据标准发展起到的引领作用ꎬ 并对标准在

交通运输行业信息化建设和数据共享应用中发挥的作用进行分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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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交通信息基础数据元标准发展概况

１１　 标准编制背景

随着交通运输行业信息化建设的进一步深入ꎬ

不同系统间的数据整合和共享需求越来越突出ꎮ

建立规范的信息数据标准、 规范标准应用才能有

效地解决互联互通问题ꎮ 为此ꎬ 在 “十一五” 期

间ꎬ 交通运输部完成了交通信息基础数据元系列

标准 Ｖ１ ０ 版(２００７—２００９)的编写工作ꎬ 为政府开

展大规模的电子政务建设和交通运输行业开展信

息化建设打下了较好的基础ꎮ

“十二五” 期间ꎬ 由于大部制改革ꎬ 业务领域

扩展ꎬ 需要在总结收集标准应用情况的基础上ꎬ

结合交通运输行业管理业务的调整ꎬ 针对原有标

准 ＪＴ∕Ｔ ６９７ １ 总则中数据元属性内容不能完全

适应交通运输行业信息化建设的问题ꎬ 为弥补

前期标准未纳入英文名称、 同义名称、 相关关

系、 关键字和关系等属性内容的技术缺陷ꎬ 满

足在不同用户或不同业务应用中产生的新的分

类和新数据元信息需求和变化ꎬ 使标准全面覆

盖现有行业业务领域ꎬ 更好地适应实际需要ꎬ

有效指导交通运输行业公路水路信息化建设ꎬ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交通运输部进一步组织开展了该

系列标准的修订工作ꎬ 通过标准修订完善数据

元属性描述的准确性ꎬ 满足交通运输信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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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 数据交换、 应用系统开发等信息化建设

要求ꎬ 也为 “十三五” 期间交通运输信息化大

数据、 云计算、 数据交换与共享等建设任务打

好数据标准支撑基础ꎮ

１２　 标准范围及组成

根据 ＪＴ∕Ｔ ６９７ １—２０１３«交通信息基础数据元

第 １ 部分:总则»的规定ꎬ 交通信息基础数据元标

准规定了交通信息基础数据元的分类方法、 数据

元编制规则、 数据元值域引用代码编制规则ꎮ 同

时ꎬ 该系列标准的总则既是现有交通信息基础数

据元标准编制的依据及技术指导ꎬ 也是今后交通

信息基础数据元标准扩充和修订的总体指导和编

制大纲ꎬ 并对各部分标准乃至行业其他数据元标

准的编制具有原则指导作用ꎮ

该系列标准由第 １ 部分的总则和第 ２－１４ 部分

的交通运输业务领域信息基础数据元组成ꎮ 具体

信息业务领域组成分类见表 １ꎮ

表 １　 业务领域组成分类及其代码

业务领域 字母代码 业务领域 字母代码

公路 ＧＬ 交通统计 ＴＪ

港口 ＧＫ 建设项目 ＪＸ

航道 ＨＤ 船舶检验 ＣＪ

船舶 ＣＢ 船载客货 ＣＺ

船员 ＣＹ 收费公路 ＳＧ

道路运输 ＤＹ 城市客运 ＣＫ

水路运输 ＳＹ

１３　 同类标准技术发展

数据元是一种方法论ꎬ 数据元标准化是信息

技术标准化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数据作为管理与生

产业务的中心ꎬ 已经成为现代信息化建设中最重

要、 最核心的基础资产内容之一ꎮ 通过定义、 标

识、 表示以及允许值等一系列属性可以科学地给

出数据元的名称、 定义、 类型、 格式和值域等准

确规范的描述ꎮ 数据元的分类可以深层次地反映

业务流程与信息数据之间的关联关系ꎬ 可以使

数据通过点、 线、 面不同侧面将杂乱无章的、

没有 “规律” 的数据进行科学分类ꎬ 并且有序

地组织在一起ꎬ 使这些看似无关的数据之间形

成一种层次结构关系ꎬ 并通过这种分类层级关

系反映数据间的深层涵义ꎮ 数据元作为对数据

的一种 “元” 描述ꎬ 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各类

业务之间协同和信息共享对数据理解的统一与

规范化ꎬ 因此ꎬ 无论是对数据元的理论探索、

标准研究ꎬ 还是数据元在实践中的应用都越来

越受到极大的重视ꎮ

１) 国际数据元标准化发展 １ ꎮ

早在 １９９４ 年ꎬ 国际标准化组织 ＩＳＯ∕ＩＥＣ 就在

数据元规则方面开始了系列标准研究ꎮ 澳大利亚、

加拿大、 美国、 德国等国家的数据元标准化采用

的是面向对象导向和模型驱动的理论方法ꎮ 该方

法以人们能够理解的管理对象为分析的出发点ꎬ

以对象的类别及类之间的关系建立图示的模型ꎬ

再对这些模型元素的属性进行详细的描述和定义ꎮ

这些经过规范的描述和定义的数据元素经过标准

组织的批准便成为标准数据元ꎮ 这些国家以美国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Ｌｅｖｅｌ Ｓｅｖｅ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ＨＬ７ＩＭ) 为参考标准模型ꎬ 以 ＨＬ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ＨＤＦ)为方法学ꎬ 达到数据元语义上的

一致性、 结构上的互用性和构件的再用性ꎮ 通过

建模、 数据管理、 信息分类指导ꎬ 应对各类信息

系统之间在互操作性上以及数据共享交换等应用

层面的挑战ꎮ 数据元标准化的良好结构及规范的

属性定义为实现标准再用性和数据与业务间的可

操作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ꎬ 充分体现了数据元标

准可以分层级的思想ꎮ

２) 国内及交通运输行业数据元标准发展ꎮ

我国标准化组织对信息化基础性标准建设越

来越重视ꎬ 数据元的基础研究已经取得显著进展ꎮ

基于 ＩＳＯ / ＩＥＣ ｌｌ１７９ 的国家标准 ＧＢ / Ｔ １８３９１«信息

技术元数据注册系统»已经颁布多年ꎬ 国家电子政

务标准 ＧＢ∕Ｔ １９４８８«电子政务数据元»系列标准也

相继颁布实施ꎮ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ꎬ 交通信息基础数据元系列标

准 １ ０ 版的发布实施ꎬ 开创了交通运输领域数据

元标准的先河ꎬ 使交通运输行业数据元标准从无

到有ꎮ 标准编制采用了对大量数据的采集、 分析、

归类、 协调、 聚合等技术手段ꎬ 在数据元标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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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指导下建立的属性及格式表达方面具有行业特

色ꎬ 围绕交通运输行业管理形成了公路水路交通

信息基础数据元标准系列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ꎬ 交通信息基础数据元系列标

准 ２ ０ 版陆续发布实施ꎮ 该标准补充了城市客运

业务领域ꎬ 基本涵盖了当前公路、 水路和城市交

通运输信息化建设中涉及的主要业务领域ꎻ 增加

了数据元英文名称ꎬ 补充了同义名称、 相关环境、

关键字、 关系等必要属性描述ꎬ 为 “十三五” 交

通运输信息化建设提供了较好的数据标准基础ꎮ

２　 交通信息基础数据元标准编制思路

２１　 标准制修订原则 ２ 

在交通信息基础数据元标准制修订过程中ꎬ

始终坚持以业务需求为导向ꎬ 标准服务于实际业

务工作ꎬ 采用统一规划、 服务应用、 急用先行、

科学发展的编制原则和思路ꎬ 以滚动发展的模式

开展标准编制工作ꎬ 为行业信息化建设和数据共

享奠定标准基础ꎮ

１) 协调一致性原则ꎮ

各ꎮ 部分标准修订的要求、 范围、 工作流程

和计划安排与«总则»保持一致ꎻ 修订完善的内容

应与已经发布的其他行业标准协调一致ꎮ

２) 服务应用原则ꎮ

标准修订ꎮ 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业务应用ꎬ

适应业务需求发展变化ꎬ 及时补充新增业务及其

数据元、 扩充数据元必要的属性内容ꎮ

３) 纠错补遗原则ꎮ

标准修订实现对已发布标准中存在的错误和

遗漏的数据元进行纠正或补充ꎬ 使各部分标准更

贴近实际需求ꎬ 适应今后行业信息化建设ꎮ

２２　 交通信息数据元分类方法

标准通过数据元分类ꎬ 既做到业务分开ꎬ

又体现业务交叉ꎬ 采用相同的数据元相互引用

的方法ꎬ 达到数据元的唯一性目的ꎬ 为交通运

输行业开展信息化建设ꎬ 特别是系统开发中为

不同系统统一相同的数据元标准起到了关键的

作用ꎬ 较好地解决了同一数据元在不同部分中

的重复出现问题ꎬ 减少了大量的数据元冗余ꎬ

这也是本系列标准较为突出的编制特点ꎬ 为标

准的推广使用ꎬ 并达到标准应用的一致性奠定

了很好的基础ꎮ

１) 分析数据方法ꎮ

在研究业务流程的基础上ꎬ 收集大量数据库

信息资源、 技术属性数据和管理统计指标等信息ꎬ

分析交通行业数据共享和数据交换应用环境条件

和技术基础ꎬ 采用职能与流程建模技术方法ꎬ 深

入调研应用情况和管理模式ꎬ 在数据元技术理论

和国际、 国内数据元相关标准的指导下ꎬ 借用

ＩＲＰ 提出的 Ｃ￣Ｕ 矩阵理论ꎬ 参考行业和标准权威

专家的意见ꎬ 抽取不同业务管理中的系统业务信

息ꎬ 使数据分类与管理职能、 电子政务应用和信

息服务紧密结合ꎬ 科学合理地进行各业务领域的

数据元分类ꎬ 既使数据元符合数据元技术理论ꎬ

又使数据元分类与行业业务紧密联系ꎬ 还要最大

限度地减少数据冗余ꎬ 解决交通行业各业务领域

间数据交叉重复的实际问题ꎬ 使数据元能保持唯

一性特征ꎮ

２) 数据元筛选方法ꎮ

标准在数据元的分类提取中ꎬ 业务数据梳理

涉及交通运输行业公路水路管理的公路、 港口、

航道、 船舶、 船员、 道路运输、 水路运输、 建设

项目、 交通统计、 船舶检验、 船载客货、 收费公

路、 城市客运等 １３ 个管理业务及其管理对象的基

础信息ꎬ 使整套系列标准的数据元的分类与组织

是一个整体ꎬ 做到全套标准数据元唯一ꎬ 避免重

复ꎬ 减少不一致性ꎮ 采用直接复用与间接复用相

结合的方法ꎬ 对通配数据元、 基础数据元、 应用

数据元等进行提取和筛选ꎬ 较好地解决了该标准

与国家公共数据元素、 行业其他数据标准统一与

衔接的问题ꎮ

３) 数据元分类方法ꎮ

标准的数据分类点面结合ꎬ 从行业管理的主

要业务领域出发ꎬ 数据元内容分别针对公路管理、

水路管理、 水上安全管理、 行业统计管理等业务

数据进行分析提取ꎬ 研究内容涉及范围广、 专业

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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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宽 (公路、 港口、 航道、 船舶、 车辆、 运输、

水上安全、 工程建设、 城市交通等多个业务领

域)ꎬ 确定以业务领域划分为基础ꎬ 以管理业务及

管理对象为边界ꎬ 形成由面、 带线、 向点展开的

分类路线ꎬ 以面分类与线分类相结合的方式ꎬ 形

成一套科学合理的数据元分类方法ꎬ 且制定一套

合理的数据元分类编号规则ꎬ 并为后续业务发展ꎬ

标准的扩充留有补充的空间ꎬ 系列化涵盖了交通

运输行业的主要领域ꎮ

２３　 交通信息数据元属性选取

交通信息基础数据元标准规定数据元属性包

括分类编号、 数据元名称、 英文名称、 中文全拼、

版本、 注册机构、 定义、 数据元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状态、 计量单位、 备注等内容ꎬ 并给出了

数据元属性的约束条件(表 ２)ꎮ

表 ２　 数据元属性约束条件

数据

元属性

约束∕
条件

出现

次数

数据

元属性

约束∕
条件

出现

次数

分类编号 Ｍ １１ 关键字 Ｏ ０ｎ

数据元名称 Ｍ １１ 关系 Ｏ ０ｎ

英文名称 Ｍ １１ 数据元类型 Ｍ １１

中文全拼 Ｍ １１ 数据格式 Ｏ ０１

版本 Ｍ １１ 值域 Ｍ １１

注册机构 Ｍ １１ 计量单位 Ｏ ０１

同义名称 Ｏ ０ｎ 状态 Ｍ １１

相关环境 Ｔ ０ｎ 备注 Ｏ ０１

定义 Ｍ １１

注: １ Ｍ—必备ꎬ Ｏ—可选ꎬ Ｔ—条件可选ꎮ

２ “０１” —不出现或出现一次ꎻ “ １１” —出现且仅出现一

次ꎻ “０ｎ” —不出现或出现 ｎ 次ꎮ

３　 交通信息基础数据元标准的作用

３１　 基础性地位

交通信息基础数据元标准对行业的数据标

准建设和信息化系统建设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ꎬ

标准内容全面ꎬ 基本涵盖了当前公路水路和城

市交通运输行业信息化建设中涉及的主要管理

业务领域ꎬ 其中各类业务信息数据元的分类提

取科学、 严谨ꎬ 具有典型的基础性和实用性ꎬ

为交通运输领域开展数据标准建设奠定了较为

坚实的基础ꎮ

该系列标准于 ２０１３ 年已经被交通运输部列为

第一批必须执行的行业标准ꎬ 在全行业信息化建

设中大力推广ꎬ 随着交通信息基础数据元标准的

不断完善ꎬ 也带动了交通运输行业其他信息数据

元标准和信息交换标准的发展与建设ꎬ 交通信息

基础数据元标准已经成为行业各类数据标准或数

据交换标准的引用标准ꎬ 标准的指导和引用层级

关系如图 １ 所示ꎬ 足以显现了该系列标准的基础

性地位和作用ꎮ

图 １　 交通信息基础数据元与行业其他各类数据

标准的引用层级关系图

３２　 规范数据共享应用

交通信息基础数据元标准的发布实施为最大

限度地实现交通运输行业业务系统互联互通和信

息高度共享奠定了数据标准基础ꎬ 为交通运输行

业各级管理部门的信息化系统设计和建设实施提

供了技术依据和建设指导ꎮ “十二五” 期间该标准

已经在公路水路安全畅通与应急处置系统、 公路

水路交通出行信息服务系统、 公路水路建设与运

输市场信用信息服务系统、 交通运输经济运行监

测预警与决策分析系统等四项重大工程建设中得

到贯彻应用ꎬ 有效地促进了跨地区、 跨部门间的

信息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ꎬ 逐步形成发展合力ꎮ

为 “十三五” 期间实现交通运输行业大数据整合

应用ꎬ 实现一数一源ꎬ 消除行业信息孤岛ꎬ 促进

部、 省市、 地市三级数据共享ꎬ 实现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和技术跨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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