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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数据资源体系数据汇聚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一体化数据资源体系数据汇聚技术规范的总体要求、网络要求、汇聚流程、数据清洗

加工、数据更新、数据汇聚安全的要求。

本文适用于指导一体化数据资源体系管理中数据汇聚的规划、实施、运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5273-2020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GB/T 37973-2019 信息安全技术 大数据安全管理指南

GB/T 22239-201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35295-2017 信息技术 大数据 术语

3 术语与定义

GB/T 35295-2017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数据汇聚 data aggregation

将不同数据源的数据按照一定的规则与更新频率，进行采集、清洗加工和整合的行为和过程。

3.2

数据清洗加工 data cleaning and processing

运用一定方法修正识别到的数据问题，提高数据质量的过程。

3.3

全量更新 full update

使用新的数据对历史数据进行完全覆盖。

3.4

增量更新 incremental update

将两次更新间隔发生变更的数据同步到存储区域。

4 总体要求

数据汇聚工作应符合以下总体要求：

安全性：加强数据汇聚过程安全防护保障措施，包括数据的加密、权限控制、防止数据泄露等，同

时，也需要对汇聚后的数据进行安全防护，确保汇聚数据不会受到未经授权的访问、篡改或泄露。

合规性：应按照法定职责和采集标准，以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途径汇聚数据，不应汇聚、披露法

律法规禁止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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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数据汇聚过程应明确数据归集的范围、内容及目标，确保汇聚数据的准确和完整，不应造

成数据的缺失和遗漏。

时效性：应建立明确的数据更新机制，设置合理的数据更新频率和方式，确保数据时效性的同时，

能够满足使用需求。

兼容性：数据汇聚应支持主流数据库与国产数据库，综合考虑国产数据库的性能、稳定性、可扩展

性，制定合理的汇聚方案和办法。

5 网络要求

来源于不同网络环境的原始数据应根据以下要求进行归集：

a） 原始数据位于政务外网环境的，对数据直接归集；

b） 原始数据位于专网环境的，应建立与政务外网之间的安全传输通道，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保障

数据传输安全性，对专网环境数据的归集；

c） 原始数据位于互联网环境的，应建立与政务外网之间的安全传输通道，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保

障数据传输安全性，对互联网环境数据的归集。

6 汇聚流程

结合汇聚数据的范围、数据传输要求等，确定数据的汇聚方式。汇聚方式主要包括库表、文件、服

务接口三种，其中库表、文件方式适用于对数据传输速度和实时性无特殊要求的情况，服务接口方式适

用于对数据传输速度和实时性有较高要求的情况。

6.1 数据库类型

6.1.1 数据库类型方式汇聚流程

a） 资源提供方在保证业务数据传输安全的前提下，访问自治区一体化数据资源服务平台提供的部

门前置库，建立对应的数据库表结构，并将数据资源推送至部门前置库；

b） 自治区一体化数据资源服务平台将部门前置库的数据汇聚至中心前置库中并完成数据清洗加

工。

6.1.2 数据库类型规范要求

资源提供方在一体化资源资源服务平台前置库创建数据库表应遵循以下规范要求：

a） 数据库表命名：数据库表命名规则应为“T_”+“数据资源编码”，数据资源编码应符合自治

区《一体化数据资源体系数据资源目录体系规范》中的数据资源编码规则要求；

b） 数据库表和字段注释：资源提供方应对数据库表及其业务字段添加注释信息，如记录 ID、批

次号、业务操作标识(如更新、修改、删除等)、更新时间等，便于理解业务含义；

c） 设置主键：资源提供方应对数据库表设置主键，业务字段中存在作为此表主键的字段，应设置

此字段作为主键；业务字段中不存在作为此表主键的字段，应使用 GUID 字段作为主键，使用

时需要在 GUID 字段中上传能代表数据唯一标识的主键值。

6.2 文件类型

6.2.1 文件类型方式汇聚流程

a） 资源提供方将文件资源上传至部门前置机指定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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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自治区一体化数据资源服务平台工具通过连接部门前置机指定目录自动下载新增文件，并把数

据采集至中心库中，同时将具有固定结构的文件解析入库。

6.2.2 文件类型规范要求

资源提供方应遵循以下文件类型规范要求：

a） 文件存储路径：根据前置节点服务器操作系统种类，应明确交换文件的存放路径；

b） 文件命名规范：文件命名规则应为“数据资源编码”+“文件生成时间”+“序号码”+“.”+

“文件类型后缀”，其中“文件生成时间”格式应为“yyyyMMdd”，“序号码”长度为三位，

范围为 001-999。

6.3 服务类型

6.3.1 服务类型方式数据汇聚流程

a） 资源提供方提供服务接口，实现通过接口调取业务应用数据库中的数据；

b） 自治区一体化数据资源服务平台工具通过资源提供方提供的服务地址、用户名密码、传入参数

进行服务调用获取数据，并把数据采集至前置库中；

c） 一体化数据资源服务平台将前置库中的数据采集至中心前置库中。

6.3.2 服务类型规范要求

资源提供方在发布服务接口时应遵循如下要求：

a） 接口协议：资源提供方应满足 HTTP Open API、Restful API、Web Service 三种接口协议中的

一种；

b） 字符编码：应遵循 UTF-8 编码规则；

c） 接口服务接入信息：接口接入信息应包含表 1 所列信息。

表 1 接口服务接入信息

参数 参数说明

接口名称 接口名称

功能说明 接口功能描述

URL 样式 调用接口的 URL 样式

接入接口协议 支持的协议，如：HTTP Open API、RESTful API、Web Service 等

请求方式 支持 POST、GET、POST/GET 等方式

接口参数 参数名称、参数说明、参数数据类型、参数传值要求等

提交数据举例 对于特定格式（json、xml 格式等）参数应举例说明

返回 HTTP 状态 返回 HTTP 状态所对应的状态说明

返回数据参数 返回参数的名称、参数说明等

返回数据格式 字符串/json/xml 或其他格式应举例说明

返回数据举例 对特定格式（json、xm1、自定义格式等）的返回参数应提供示例说明

错误代码 对错误信息进行定义，并进行详细说明

7 数据清洗加工

7.1 数据清洗加工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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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汇聚数据按要求进行数据清洗加工，提升汇聚数据的数据质量。常见的需数据清洗加工的内容包

括：

a） 残缺数据：缺一些记录，或一条记录里缺一些值（空值），或两者都缺；

b） 错误数据：数据没有严格按照规范记录，包括格式内容错误、逻辑错误、不合规等；

c） 重复数据：出现多条相同的记录或多条记录代表同一实体。

7.2 数据清洗加工策略

7.2.1 残缺数据处理

按照字段缺失比例和字段重要性，制定不同的数据处理策略：

a） 对重要性高、缺失率高的残缺数据：尝试通过其他渠道取数据补全；使用其他字段通过计算获

取；去除该字段，并在结果中标明。

b） 对重要性低、缺失率高的残缺数据：去除该字段。

c） 对重要性高、缺失率低的残缺数据：尝试通过其他渠道取数据补全；使用其他字段通过计算获

取；由业务专家根据实际情况将残缺数据主观经验值和估计值。

d） 对重要性低、缺失率低的残缺数据：不做处理进行简单填充。

7.2.1 错误数据处理

根据数据内容格式、事实业务逻辑、合规性等方面考虑，对错误数据进行删除或修正处理。

7.2.1.1 删除处理

采取逻辑推理法，了解数据的事实业务逻辑，对于不符合事实业务逻辑的数据，可直接删除字段内

容，作为缺失值处理。

可设置合规性要求，对于不满足合规性要求的数据，可直接删除字段内容，作为缺失值处理。

7.2.1.1 修正处理

对于数据格式异常，或数据格式不统一的问题数据，应按照数据清洗规则，通过自动化或人工处理

的方式将数据进行修正处理。

对于数据内容中存在多余无效违规字符的数据，可通过自动化或人工处理的方式将数据进行违规字

符删除的修正处理。

7.2.2 重复数据处理

重复问题处理步骤如下：

a）通过元数据血缘关系查询到重复数据的各个来源；

b）通过数据主键或寻找相关信息识别重复数据的含义，不是相同含义的数据不能界定为重复数据

进行去重处理，应分别保留；

c）查询到确定的重复数据，根据权威性和应用场合，选择最恰当渠道来源的数据，或在不影响数

据保真度和完整性的情况下进行合并处理。

7.3 数据清洗加工流程

数据清洗加工流程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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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数据清洗加工流程

8 数据更新

8.1 数据更新方法

对存在更新标识的数据应支持增量更新；对不存在更新标识的数据应支持全量更新。

8.2 数据更新策略

确定数据更新的策略和周期，实时性和频率需根据实际需求确定。根据公共数据平台的使用情况和

业务需求，制定数据更新的频率，可以是实时更新、每日更新、每周更新等。此外，也要考虑相关数据

源的更新频率和数据变动性，建立汇聚前后的对账机制，用于比对数据的更新情况，确保及时获取最新

数据。

9 数据汇聚安全

数据归集安全应符合 GB/T 22239-2019 中等级保护三级的要求，个人信息安全应符合 GB/T

35273-2020 要求，其他安全要求应符合 GB/T 37973-2019。



DB65/T XX-2024

6

参 考 文 献

[1] 《国务院关于印发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国发〔2016〕51 号）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共数据管理办法（试行）》

[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标准化条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前   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与定义
	4　总体要求
	5　网络要求
	6　汇聚流程
	6.1　数据库类型
	6.1.1　数据库类型方式汇聚流程
	6.1.2　数据库类型规范要求
	6.2　文件类型
	6.2.1　文件类型方式汇聚流程
	6.2.2　文件类型规范要求
	6.3　服务类型
	6.3.1　服务类型方式数据汇聚流程
	6.3.2　服务类型规范要求

	7　数据清洗加工
	7.1　数据清洗加工目的
	7.2　数据清洗加工策略
	7.2.1　残缺数据处理
	7.2.1　错误数据处理
	7.2.1.1　删除处理
	7.2.1.1　修正处理
	7.2.2　重复数据处理

	7.3　数据清洗加工流程

	8　数据更新
	8.1　数据更新方法
	8.2　数据更新策略

	9　数据汇聚安全
	参 考 文 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