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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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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平台 数据接入质量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大数据平台数据接入过程中数据质量保障的规范及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内蒙古自治区各数据提供单位接入大数据平台过程中的数据质量保障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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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1.1  信息技术词汇 第1部分：基本术语 

GB/T 36344  信息技术 数据质量评价指标 

3 术语和定义 

GB/T 5271.1、GB/T 36344和SY/T 6227-2005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

下重复列出以上标准的一些术语和定义。 

3.1 

数据  data 

信息的可再解释的形式化表示，以适用于通信、解释或处理。 

注：可以通过人工或自动手段处理数据。 

[GB/T 5271.1-2000，定义01.01.02] 

3.2 

元数据  metadata 

关于数据或数据元素的数据（可能包括其数据描述），以及关于数据拥有权、存取路径、访问权限

和数据易变性的数据。 

[GB/T 5271.1-2000，定义17.06.05] 

3.3 

数据质量  data quality 

在指定条件下使用时，数据的特性满足明确的和隐含的要求程度。 

[GB/T 36344-2018，定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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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原始数据  raw data 

终端用户所存储使用的各种未经过处理或简化的数据。 

注：原始数据有多种存在形式，如文本数据、图像数据、音频数据或者几种数据混合存在。 

[GB/T 36344-2018，定义2.4] 

3.5 

数据生命周期  data life cycle 

将原始数据转化为可用于行动的知识的一组过程。 

[GB/T 36344-2018，定义2.5] 

3.6 

数据集  data set 

具有一定主题，可以标识并可以被计算机化处理的数据集合。 

[GB/T 36344-2018，定义2.6] 

3.7 

数据标准  data standard 

数据的命名、定义、结构和取值规范方面的规则和基准。 

[GB/T 36344-2018，定义2.8] 

3.8 

检核任务  inspection task 

数据核查的最小调度单位。 

4 概述 

大数据平台支持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等异构数据源采集数据，实现各类离线

数据、实时数据的采集与接入。针对大数据平台的数据接入，执行相应的质量评价标准，保证数据质量，

为各数据使用单位提供优质的数据服务。 

5 数据质量评价维度 

数据质量是保证数据应用和提供优质数据服务的基础，数据质量的评估标准主要包括八个维度：完

整性、规范性、一致性、准确性、唯一性、关联性、时效性、可访问性，本标准从以上八个维度评价数

据质量，详细请参考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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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数据接入质量技术要求 

大数据平台为了保障数据质量，须从四个层面进行数据质量控制，数据标准体系质量控制、数据采

集质量控制、数据存储质量控制、数据使用质量控制进行全流程数据质量管控。数据接入质量整体框架

图见图1： 

 

 

 

 

 

 

 

 

 

 

图 1  整体流程图 6.1  数据标准体系质量控制 

6.1.1  数据标准制定 

数据标准的制定按照数据标准管理的业务分类和定义规范指导要求，基于行业数据管控需求，进行

数据标准规范的制定,要求大数据平台按照该标准规范进行统一的数据管理。 

数据标准制定包括数据标准的编制、数据标准的审核、数据标准的发布。数据标准化管理组织将数

据标准以正式发文的方式在内部进行发布，并在发布后将数据标准、版本说明保存备案。最终将发布的

数据标准更新至数据标准管理模块中，数据标准制定流程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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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数据标准制定流程 

数据标准制定流程描述如下： 

a) 数据标准管理组织协调者组织数据提供者和执行者参与数据标准属性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并按

照协商一致的原则形成数据标准初稿； 

b) 数据标准初稿进行多次的讨论和丰富后，形成数据标准送审稿提交给数据标准管理决策者； 

c) 经过数据标准管理决策者的讨论审核后，由数据标准管理组织协调者再次进行数据标准的修改

完善，并完成数据标准的发布。 

6.1.2数据标准执行 

数据标准管理执行流程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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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标准执行的流程步骤描述如下： 

a) 数据标准制定发布后，将数据标准录入到数据标准管理模块； 

b) 数据标准管理执行者按照发布的数据标准，制定和发布数据标准接口； 

c) 数据标准管理模块将标准要求提供给数据质量管理，根据已录入系统的数据标准形成稽查规则，

对数据标准管理执行者制定和发布的数据标准接口中的内容进行相关的标准稽核监控； 

d) 将标准稽核结果发送给数据标准管理模块，并反馈给数据标准管理决策者和数据标准管理执行

者。 

6.1.3  数据标准维护 

数据标准的维护指数据标准建立后，根据业务需求的发展变化或外部数据标准要求不一致时，对数

据标准的内容进行变更和版本管理，见图 4： 

 

图 4  数据标准维护流程 

数据标准维护流程描述如下： 

a) 对执行的相关数据标准进行变更请求的申请，组织该数据标准相关执行层和各数据运维者进行

讨论和变更需求汇总； 

b) 由数据标准管理组织协调机构进行标准变更的审核； 

c) 讨论审议数据标准项的变更内容，并形成标准变更需求审批表提交给数据标准管理决策层进行

审批； 

d) 决策层将审批结果反馈给标准管理组织协调者，并由其进行数据标准发布及版本维护。 

6.1.4  数据标准监控 

数据标准监控实现对数据标准执行过程的监控，包括对数据标准的执行、效果、问题进行监控管理，

为后期数据标准维护管理提供依据。数据标准的监控通过数据标准管理和元数据管理、数据质量管理协

同实现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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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数据采集质量控制 

为了保证数据质量，根据数据仓库建设的总体目标和设计对数据的采集阶段提出严格、明确的质量

要求及必要的标准，具体要求如下： 

a) 待采集数据字段长度、精度、类型等应优先遵循遵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约定； 

b) 采集过程支持元数据的保留，包含技术元数据和业务元数据； 

c) 支持对元数据的监控，控制数据库和表结构的异常修改，保证数据质量； 

d) 支持采集阶段初步数据检核； 

采集阶段具体流程图见图5： 

 

 

 

 

 

 

 

 

图 5  采集阶段流程 

6.3  数据存储质量控制 

在数据存储阶段需通过多种检核规则及任务调度方式对数据进行检核，数据存储阶段要求如下： 

a) 支持从 5个维度、7种检核规则和自定义检核规则对数据进行数据质量检核； 

1) 5个维度包含完整性、规范性、准确性、唯一性、关联性； 

2) 7种检核规则包含空值校验、值域校验、格式校验、长度校验、精度校验、唯一性约

束校验、主外键校验； 

3) 自定义检核规则指根据具体业务场景，用户可以通过自定义 SQL语句的方式完成对数

据质量的检核； 

b) 支持检核任务的创建，检核规则的设定； 

c) 支持检核任务的创建和检核任务调度方式的设定； 

d) 检核任务调度支持自动调度和手动调度； 

e) 支持对数据质量报告的查看的下载； 

f) 支持数据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g) 支持对元数据的版本管理。 

基于检核规则对数据检核流程图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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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数据检核 

 质量检核流程说明： 

a) 接入待检核数据源； 

b) 创建检核方案； 

1) 针对系统内置的检核规则，选择检核规则，具体包含空值校验、值域校验、格式校验、

长度校验、精度校验、唯一性约束校验、主外键校验；针对自定义检核规则，通过自

定义 sql 语句实现检核规则； 

2) 确定待检核的对象，即选取待检核的数据库、待检核的表以及字段； 

c) 关联检核方案，创建检核任务； 

d) 配置检核任务的调度方式，可通过定时器实现自动调度，亦可通过人为实现手工调度； 

e) 任务被调度后是查看任务执行日志； 

f) 支持生成数据质量报告并提供下载功能，基于质量报告可实现异常数据发现并处理。 

6.4  数据使用质量控制 

数据使用要求如下：  

a) 支持对数据进行监控，明确数据的来源和去向； 

b) 支持数据地图、血缘分析、影响分析等方式的数据展现； 

c) 支持对数据资产的安全性管控； 

d) 支持对操作日志以及用户登录、退出的日志审计； 

e) 支持数据质量报告分析的查看及下载； 

f) 支持问题数据的告警； 

g) 支持对问题数据进行整改分析。 

数据使用阶段流程图见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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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数据全流程监控流程图 

数据使用阶段流程说明： 

a) 在数据采集和数据存储基础上，实现血缘分析、数据地图、影响分析、版本管理、质量报告、

问题数据整改分析、数据告警、质量评分； 

b) 使用阶段支持数据及功能的权限控制； 

c) 支持系统审计，包含操作日志审计和登录登出日志审计； 

7 数据质量评分方法 

7.1  规则评分 

                                    *(100-W)……………………………………（1） 

式中： 

R ——每个检核规则得分； 

I ——数据集D上被检核出的异常数据总量； 

D ——需要进行检核的数据集，对于关系型数据库来说，一个数据集由若干条记录组成； 

W ——规则对应权重值，需人工设置每个规则的权重。 

7.2  任务评分 

                           
     

  
  

          
 
  

 
                      ……………………（2） 

 式中： 

 T ——检核任务评分； 

I ——数据集D上被检核出的异常数据总量； 

W ——规则对应权重值，需人工设置每个规则的权重； 

D ——需要进行检核的数据集，对于关系型数据库来说，一个数据集由若干条记录组成； 

 n ——条检核任务中检核规则的个数。 

 注：一个检核任务可包含多条检核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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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绩效评分 

  =(1-错误数据总量/检核数据总量)*    

  =(1-错误数据表数量/检核数据表数量)*    

  =(1-错误数据表数量/照管数据表数量)*    

P=(           )/4                …………（3）             

式中： 

   ——评分计算指标之数据问题评分； 

   ——评分计算指标----数据问题权重； 

   ——评分计算指标之检核指标问题评分； 

   ——评分计算指标----检查指标问题权重； 

   ——评分计算指标之指标问题评分； 

   ——评分计算指标----指标问题权重； 

P ——照管人对应数据库评分； 

   ——评分计算指标之自定义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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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数据质量评价维度 

A.1  完整性 

按照数据规则要求，数据元素被赋予数值的程度。即完整性指的是数据信息是否存在缺失的状况，

数据缺失的情况可能是整个数据记录缺失，也可能是数据中某个字段信息的记录缺失。不完整的数据所

能借鉴的价值会大大降低，完整性是数据质量评估标准的基础。 

表 A.1  完整性评价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描述 计算方法 

1 数据元素完整性 

按照业务规则要求，数据集中应

被赋值的数据元素的赋值程度。 

计算公式：X=A/B  

式中 

A=被赋值的数据集中元素的个数； 

B=预期被赋值的数据集中元素的个数 

2 数据记录完整性 

按照业务规则要求，数据集中应

被赋值的数据记录的赋值程度。 

计算公式：X=A/B  

式中 

A=被赋值的数据集中元素的个数； 

B=预期被赋值的数据集中元素的个数 

A.2  规范性 

数据符合数据标准、数据模型、业务规则、元数据或权威参考数据的程度。 

表 A.1  规范性评价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描述 计算方法 

1 数据标准 

数据符合数据标准的度量。 

注1：评价数据质量时需要收集数据在命名、创建、定义、

更新和归档时遵循的标准，包括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地方标准或相关规定等。 

注2：和数据归档一样甚至更重要，在一个完整的数据规

则中，旧数据的销毁一般也有一个比较详细且具有可行性

的规定。 

计算公式：X=A/B  

式中 

A=满足数据标准要求的数据集中

元素的个数； 

B=被评价的数据集中元素个数 

 

2 数据模型 

数据符合数据模型的度量。 

注1：数据模型是一种直观描述组织数据结构的手段，是

数据表达的规范。 

注 2：评价数据质量时需要检查是否存在清晰且可理解的

数据模型定义以及这些数据的组织形式。 

计算公式：X=A/B  

式中 

A=满足数据模型要求的数据集中

元素的个数； 

B=被评价的数据集中元素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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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续）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描述 计算方法 

3 元数据 

数据符合元数据定义的度量。 

注1：元数据标注、描述或刻画其他数据、以使检索或使

用数据更容易。评价数据质量时需要检查是否提供可解读

的元数据文档。 

计算公式：X=A/B  

式中 

A=满足元数据定义的数据集中元

素的个数； 

B=被评价的数据集中元素个数 

4 业务规则 

数据符合业务规则的度量。 

注1：业务规则是一种权威性原则或业务方针，用来描述

业务交互，并建立行动和数据行为结果及完整性的规则。 

注2：评价数据质量时需要检查是否存在良好归档的业务

规则。 

计算公式：X=A/B  

式中 

A=满足业务规则的数据集中元素

的个数； 

B=被评价的数据集中元素个数 

 

5 
权威参考数

据 

参考数据是系统、应用软件、数据库、流程、报告及交易

记录和主记录用来参考的数值集合和分类表。 

注1：评价数据质量时需要收集参考数据列表。 

计算公式：X=A/B  

式中 

A=满足参考数据规则的数据集中

元素的个数； 

B=被评价的数据集中元素个数 

6 安全规则 

安全规则是安全和隐私方面的规则，包括数据权限管理，

数据脱敏处理等。 

计算公式：X=A/B  

式中 

A=满足安全规范的数据集中元素

的个数； 

B=被评价的数据集中元素个数 

A.3  一致性 

数据与其他特定上下文中使用的数据无矛盾的程度。即一致性是指数据是否遵循了统一的规范，数

据集合是否保持了统一的格式。数据质量的一致性主要体现在数据记录的规范和数据是否符合逻辑。 

表 A.2  一致性评价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描述 计算方法 

1 相同数据一致性 

同一数据在不同位置存储或被

不同应用或用户使用时，数据的

一致性，数据发生变化时，存储

在不同位置的数据的同一数据

被同步修改。 

计算公式：X=A/B  

式中 

A=满足一致性要求的数据集中元素的个数； 

B=被评价的数据集中元素个数； 

2 关联数据一致性 

根据一致性约束规则检查关联

数据的一致性。 

计算公式：X=A/B  

式中 

A=满足一致性要求的数据集中元素的个数； 

B=被评价的数据集中元素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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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准确性 

数据准确表示其所描述的真实实体（实际对象）真实值得程度。即准确性是指数据记录的信息是否

存在异常或错误。 

表 A.3  准确性评价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描述 计算方法 

1 数据内容正确性 

数据内容是否是预期数据。 计算公式：X=A/B  

式中 

A=满足数据正确性要求的数据集中元素的个

数。 

B=被评价的数据集中元素个数； 

2 数据格式合规性 

数据格式包含（数据类型、数据

范围、数据长度、精度等）是否

满足预期要求。 

计算公式：X=A/B  

式中 

A=满足格式要求的数据集中元素的个数。 

B=被评价的数据集中元素个数； 

3 数据重复率 

特定字段、记录、文件或数据集

意外重复的度量。 

计算公式：X=A/B  

式中 

A=重复数据集中元素的个数 

B=被评价的数据集中元素个数； 

4 数据唯一性 

特定字段、记录、文件或数据集

唯一性的度量。 

计算公式：X=A/B  

式中 

A=满足唯一性要求的数据集中元素的个数； 

B=被评价的数据集中元素个数； 

5 脏数据出现率 

正确字段、记录、文件或数据集

之外无效数据的度量。 

计算公式：X=A/B  

式中 

A=有脏数据出现的数据集中元素的个数； 

B=被评价的数据集中元素个数； 

A.5  唯一性 

数据唯一不重复。即唯一性是指度量哪些数据是重复数据或者数据的哪些属性是重复的。 

A.6  关联性 

数据的关联不可缺失的。即关联性是度量哪些关联的数据缺失或者未建立索引。 

关联性评价因素： 

a) 查找到的信息和主题不完全一致，但确是其中某一方面的阐述； 

b) 查找到的信息集合多数在用户需要的检索主题内； 

c) 提供的信息主题与用户检索主题相匹配； 

d) 查找到的信息多数与用户需要的信息无关； 

e) 信息必须和用户需求有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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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时效性 

数据在时间变化中的正确程度。即及时性是指数据从产生到可以查看的时间间歇，也叫做数据的延

时时长，及时性对数据分析本身要求并不高，但如果数据分析周期加上数据建立的时间过长，就可能导

致分析出的结论失去借鉴意义。 

表 A.4  时效性评价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描述 计算方法 

1 基于时间段的正确性 

基于日期范围内的记录

数或频率分布符合业务

需求的程度。 

计算公式：X=A/B  

式中 

A=满足有效性要求的数据集中元素的个数； 

B=被评价的数据集中元素个数； 

2 基于时间点的及时性 

基于时间戳的记录数、

频率分布或延时时间符

合业务需求的程度。 

计算公式：X=A/B  

式中 

A=满足及时性要求的数据集中元素的个数 

B=被评价的数据集中元素个数； 

3 
时序性 

 

数据集中同一实体的数

据元素之间的相对时序

关系。 

计算公式：X=A/B  

式中 

A=满足时序性要求的数据集中元素的个数； 

B=被评价的数据集中元素个数； 

A.8  可访问性 

数据能被访问的程度。 

表 A.5  可访问性评价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描述 计算方法 

1 可访问 

数据在需要时的可获

取性。 

计算公式：X=A/B  

式中 

A=满足可访问性要求的数据集中元素的个数 

B=被评价的数据集中元素个数； 

2 可用性 

数据在设定有效生存

周期内的可使用性。 

计算公式：X=A/B  

式中 

A=满足可用性要求的数据集中元素的个数； 

B=被评价的数据集中元素个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