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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武汉耳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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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提请注意，声明符合本文件时，可能涉及到与用于企业管理文件数据实时采集分

析系统及其采集终端（ZL 2023 1 0169142.X）相关的专利的使用。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对于该专利的真实性、有效性和范围无任何立场。 

该专利持有人已向本文件的发布机构承诺，他愿意同任何申请人在合理且无歧视的条款和条件下，

就专利授权许可进行谈判。该专利持有人的声明已在本文件的发布机构备案。相关信息可以通过以下联

系方式获得： 

专利持有人姓名：武汉耳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彤新科技有限公司、北京轻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现安科技有限公司、子为科技武汉市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棠路55号联创科技中心1号楼乐客工场孵化器(集-LKGC-B63)。 

请注意除上述专利外，本文件的某些内容仍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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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文件数据采集系统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企业管理文件数据采集系统（以下简称“系统”）的总则、基本要求、系统结构、系

统维护、系统安全。 

本文件适用于企业管理文件数据采集系统的设计、开发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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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7  计算机场地通用规范 

GB/T 8567  计算机软件文档编制规范 

GB/T 16680  系统与软件工程  用户文档的管理者要求 

GB 50174  数据中心设计规范 

YD/T 1658  宽带网络接入服务器安全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总则 

系统应覆盖企业主要业务活动，适合企业运行管理的模式。 

系统功能应综合化、集成化，各子系统应能独立进行正常工作,完成各自的职能和任务，能互相联

系，互相支持,互相提供所需的信息，实现数据交换和共享。 

系统应预留各种接口，支持不同系统之间、不同企业之间、企业同政府部门之间能交换所需信息，

并应保证企业内部管理文件数据的机密性。 

5 基本要求 

数据 

5.1.1 数据存储格式 

数据存储宜采用下列格式： 

—— 文档数据：*.DOC、*.TXT、*.PDF、*.WPS、*.XML、*.PPT； 

—— 表格数据：*.XLS、*.ET； 

—— 图形数据：*.DWG、*.DGN、*.DXF、*.DWF； 

—— 图像数据：*.JPEG、*.TIF、*.B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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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频数据：*.MP3、*.WAV； 

—— 视频数据：*.AVI、*.MPEG； 

—— 数据压缩：*.ZIP、*.RAR。 

5.1.2 数据质量要求 

数据质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 数据内容真实、完整、准确和有效； 

—— 系统的业务数据满足企业内部管理文件数据的共享要求； 

—— 数据逻辑一致性、数据完整性满足系统的要求。 

5.1.3 数据更新和维护 

系统应提供灵活方便的数据更新手段和方法，包括定期更新和实时更新，确保数据更新的及时性、

准确性、完整性和安全性。 

5.1.4 数据库 

数据库应满足下列要求： 

—— 具有明确的数据定义； 

—— 满足企业管理文件数据存储需求； 

—— 具备有效的安全机制，便于数据备份和恢复； 

—— 具有在分布、异构环境下的共享功能； 

—— 易于使用和维护； 

—— 应统一选型，符合现行相关标准和企业的发展要求； 

—— 数据库设计应面向业务主题，数据模型独立于数据处理，应达到第二范式。 

工作方法 

系统工作方法按图1所示逻辑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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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系统工作方法逻辑 

采集终端 

5.3.1 采集终端内存储有机器可运行指令，指令在被处理器调用和运行时，终端设备可启动和操作企

业管理文件数据采集系统。 

5.3.2 终端设备应为支持采集的计算机设备，如台式机、笔记本电脑或移动设备。 

5.3.3 应设置用户权限以访问系统的不同功能，例如管理员权限或普通用户权限。 

系统运行环境 

5.4.1 硬件和外设 

硬件和外设的配置应符合企业规模和业务量，满足系统共享、兼容和高效使用的要求，具有通用性，

并易于升级。 

5.4.2 软件和网络环境 

5.4.2.1 应采用与所选硬件平台兼容、适应性良好的系统软件。 

5.4.2.2 应根据企业规模和业务需求选用 C/S、B/S或两者混合的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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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3 网络连接应稳定，网络运行环境应满足操作系统和数据库的要求。 

5.4.3 机房 

5.4.3.1 计算机机房场地应满足 GB/T 2887 的要求。 

5.4.3.2 计算机机房设计应满足 GB 50174的要求。 

系统文档 

5.5.1 系统文档内容和编排应满足 GB/T 8567的要求。 

5.5.2 系统文档管理应满足 GB/T 16680 的要求。 

系统性能 

5.6.1 实时数据采集 

系统应能从不同来源实时采集数据。 

5.6.2 可扩展性 

系统具备可扩展性，可根据需要添加更多的计算节点和资源，以应对不断增长的数据和用户需求。 

5.6.3 用户响应及时 

系统应能在用户发起请求后及时响应，包括登录、查询和报告生成等操作的响应。 

5.6.4 系统稳定性 

系统应能在长时间运行中保持稳定性和可用性，并具有容错能力。 

6 系统结构 

总体结构 

6.1.1 系统总体结构包括用户交互单元、数据处理系统、联网大数据库以及通过无线通讯模块与数据

处理系统实现数据无线交互的系统总监控终端，用户通过用户交互单元与数据处理系统进行交互，且数

据处理系统能够向联网大数据库内提取处理算法。 

6.1.2 系统总体结构图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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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系统总体结构图 

用户交互单元 

6.2.1 用户交互单元包括用户登录模块、文件模型删除模块、数据显示模块、文件模型修订模块、文

件模型查询模块和文件模型转移模块。用户通过用户交互单元与系统互动，用户交互单元接收用户请求

并将其传递给其他系统组件。 

6.2.2 用户交互单元结构图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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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用户交互单元结构图 

数据处理系统 

6.3.1 概述 

6.3.1.1 数据处理系统包括系统后台服务器、第三方数据导入单元、数据采集池、母文件数据库单元、

子文件数据模型创建单元和文件数据对比分析单元。 

6.3.1.2 数据处理系统结构图见图 4，处理流程如下： 

a) 第三方数据导入单元将企业管理文件数据导入数据处理系统内； 

b) 通过数据采集池对导入的数据进行实时采集； 

c) 采集的数据通过子文件数据模型创建单元创建出带有索引符的文件数据子模型； 

d) 系统后台服务器将带有索引符的文件数据子模型发送至文件数据对比分析单元内进行对比分

析，对导入的数据进行归纳存储或创建新项目进行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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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数据处理系统结构图 

6.3.2 系统后台服务器 

系统后台服务器协调各个模块之间的通信和数据流动，还负责处理用户请求、分配任务和管理系统

资源。 

6.3.3 第三方数据导入单元 

第三方数据导入单元包括客户聊天数据导入模块、官方文件导入模块、客户发文导入模块和修改文

件分类导入模块，导入流程如下： 

a) 第三方数据导入单元将企业工作人员的第三方聊天应用软件应用于系统内，并使第三方聊天

应用软件通过企业的局域网内运行； 

b) 客户聊天数据导入模块和客户发文导入模块将第三方聊天应用软件内的沟通内容实时导入数

据处理系统内； 

c) 官方文件导入模块将第三方聊天应用软件内的来往文件实时导入数据处理系统内。 

6.3.4 数据采集池 

数据采集池由多个数据采集模块组成，且数据采集模块能够对第三方数据导入单元导入的文件数

据进行实时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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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母文件数据库单元 

母文件数据库单元由多个项目存储模块组成，且每个项目存储模块内均存储有一个数据处理系统

内预先立项创建好的文件数据模型，即为一个母文件数据模型。 

6.3.6 子文件数据模型创建单元 

子文件数据模型创建单元包括文件类型归纳模块、文件逻辑关系生成模块、文件索引标识创建模块、

文件索引标识整合模块和文件模型生成模块，创建流程如下： 

a) 文件类型归纳模块将采集模块采集的数据以企业工作人员编号和该工作人员名下立项的客户

编号两个标识进行分类归纳处理得到数据包； 

b) 通过文件逻辑关系生成模块识别与该文件相关联的其他关系人，并生成关系图谱，将生成的关

系图谱数据合并至生成的对应数据包内； 

c) 文件索引标识创建模块根据识别的标识创建成二进制代码，即生成索引符； 

d) 文件索引标识整合模块将生成的索引符整合到与之对应的该数据包上，通过文件模型生成模

块生成一个子文件数据模型； 

e) 相同操作进行实时数据处理生成若干个子文件数据模型，并将生成的若干个子文件数据模型

依次发送至系统后台服务器。 

6.3.7 文件数据对比分析单元 

文件数据对比分析单元包括微处理模块、数据对比算法提取模块、文件数据模型分析单元（包括子

文件数据模型提取模块、母文件数据模型提取模块、数据类型对比分析模块和数据类型判定模块）、新

文件数据模型生成模块、初始文件类型判别模块、数据实时更新模块和数据收发模块，对比分析流程如

下： 

a) 微处理模块控制数据收发模块分别接受系统后台服务器发来的子文件数据模型以及母文件数

据库单元内存储的母文件数据模型，通过初始文件类型判别模块对接收的模型索引符进行对

比，判定子文件数据模型存储的位置； 

b) 初始文件类型判别模块向联网大数据库内提取索引符处理算法，进行索引符对比处理； 

c) 若判别出母文件数据库单元内无对应存储位置，则直接通过新文件数据模型生成模块在母文

件数据库单元内生成新的项目存储模块来存储该子文件数据模型，并将该子文件数据模型的

索引符前增加新创建新的存储编码，升级成母文件数据模型，即生成新的索引符； 

d) 若判别出母文件数据库单元内有对应存储位置，则通过文件数据模型分析单元进行同文件数

据模型内的同项目判断： 

1) 子文件数据模型提取模块和母文件数据模型提取模块分别提取待对比数据模型，通过数

据类型对比分析模块进行对比分析； 

2) 数据类型对比分析模块通过数据对比算法提取模块向联网大数据库内提取数据对比算法，

进行对比分析处理后，通过数据类型判定模块判定该子文件数据模型是否为新立项项目。 

联网大数据库 

6.4.1 联网大数据库用于存储文件数据、索引和处理算法，通常包括数据表、索引表、存储过程和查

询接口，具备数据存储、数据检索、数据备份和恢复、权限管理等功能。 

6.4.2 联网大数据库应具备高可用性、高性能、安全性和可伸缩性，能够处理大量的数据并提供快速

的检索和分析功能，并且数据存储应具备冗余性。 

无线通讯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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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无线通讯模块允许数据处理系统与系统总监控终端之间进行无线通信，包括使用无线网络或其

他通信协议，具备数据传输、命令和控制、状态报告等功能。 

6.5.2 无线通讯模块应具备稳定的连接、数据传输的安全性、低延迟和适应不同环境条件的能力，能

够处理错误和中断以确保可靠的通信。 

系统总监控终端 

6.6.1 系统总监控终端用于监控整个系统的用户界面，可以是一个软件应用程序或专用硬件设备，具

备实时监控系统状态、性能指标、警报和日志记录等功能。 

6.6.2 系统总监控终端应提供用户友好的界面，便于管理员和运维人员监视系统的运行情况。 

6.6.3 系统总监控终端应具备报警功能，能够及时通知管理员有关潜在问题或异常情况，便于管理员

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 

6.6.4 系统总监控终端应具备安全措施，保护对系统的访问不受未经授权的访问。 

7 系统维护 

应制定定期的系统维护计划，包括系统备份、性能监测、软件更新、硬件维护等。 

应实施定期的数据备份策略，测试数据恢复过程。 

应监测系统性能，识别潜在问题和瓶颈，使用性能监控工具追踪资源使用情况，及时采取措施优

化性能。 

应定期更新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和应用程序，修复已知的漏洞和提高系统安全性。 

应定期检查和维护服务器、存储设备和网络设备。 

应开启详细的系统日志记录，便于追踪系统事件和安全事件。定期审查日志，检测潜在的异常活

动。 

8 系统安全 

宽带接入服务器应符合 YD/T 1658的要求。 

系统应实施强密码策略、多因素身份验证和访问控制措施，只有授权的用户可以访问系统。 

系统应对数据在传输和存储时进行加密，使用 SSL/TLS 等协议进行数据传输加密，采用适当的加

密算法对存储数据进行保护。 

系统应建立安全审计机制，监测和记录系统的安全事件，及时检测潜在的入侵和异常行为。 

系统应使用防火墙限制网络流量，使用入侵检测系统检测和报告潜在的网络入侵和攻击。 

系统应进行定期的漏洞扫描和渗透测试。 

应为系统管理员和终端适用人员提供网络安全培训。 

应制定紧急响应计划以应对安全事件和数据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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