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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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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８）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信息中心、浪潮软

件集团有限公司、智慧神州（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方正国际软件（北京）有限公司、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

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上海三零卫

士信息安全有限公司、联通大数据有限公司、中国保险信息技术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九次方大数据信息

集团有限公司、中电长城网际系统应用有限公司、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信息中心、中电科大数据研究

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山东省计算中心（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驰、马红霞、马书南、田雪、高亚楠、黄先芝、单震、张慧敏、张煜、顾广宇、吴艳华、

郑金子、尹卓、叶林、干露、关泰璐、李燕超、郎佩佩、闵京华、魏理豪、禄凯、张吉才、冯念慈、赵俊峰、史丛丛、

孙嘉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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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　大数据　数据分类指南

１　范围

本标准提供了大数据分类过程及其分类视角、分类维度和分类方法等方面的建议和指导。

本标准适用于指导大数据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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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７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ＧＢ／Ｔ３５２９５—２０１７　信息技术　大数据　术语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３５２９５—２０１７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

ＧＢ／Ｔ３５２９５—２０１７中的某些术语和定义。

３．１

大数据　犫犻犵犱犪狋犪

具有体量巨大、来源多样、生成极快、且多变等特征，并且难以用传统数据体系结构有效处理的包含

大量数据集的数据。

　　注：国际上，大数据的４个特征普遍不加修饰地直接用ｖｏｌｕｍｅ、ｖａｒｉｅｔｙ、ｖｅｌｏｃｉｔｙ和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予以表述，并分别赋予

了它们在大数据语境下的定义：

ａ）　体量　ｖｏｌｕｍｅ：构成大数据的数据集的规模。

ｂ）　多样性　ｖａｒｉｅｔｙ：数据可能来自多个数据仓库、数据领域或多种数据类型。

ｃ）　速度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单位时间的数据流量。

ｄ）　多变性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大数据其他特征，即体量、速度和多样性等特征都处于多变状态。

［ＧＢ／Ｔ３５２９５—２０１７，定义２．１．１］

３．２

数据集　犱犪狋犪狊犲狋

数据记录汇聚的数据形式。

　　注：它可以具有大数据的体量、速度、多样性和易变性特征。数据集的特征表征的是数据本身或静态数据，而数据

的特征，当其在网络上传输时或暂时驻留于计算机存储器中以备读出或更新时，表征的是动态数据。

［ＧＢ／Ｔ３５２９５—２０１７，定义２．１．４６］

３．３

大数据分类　犫犻犵犱犪狋犪犮犾犪狊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

根据大数据的属性或特征，将其按一定的原则和方法进行区分和归类，并建立起一定的分类体系和

排列顺序的过程。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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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分类主体　犮犾犪狊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狌犫犼犲犮狋

大数据收集、存储、使用、分发、删除等过程中对大数据进行梳理归类的组织或个人。

３．５

分类视角　犮犾犪狊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犪狀犵犾犲

分类主体观察和开展大数据分类活动的角度。

３．６

分类维度　犮犾犪狊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犱犻犿犲狀狊犻狅狀

用于实现分类的数据所具有的某个或某些共同特征。

　　注：常见数据分类维度包括产生来源、结构化特征、业务归属、处理时效性要求等。

３．７

分类方法　犮犾犪狊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犿犲狋犺狅犱

根据选定的分类维度，将数据类别以某种形式进行排列组织的逻辑方法。

３．８

数据分发　犱犪狋犪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犲

将原始数据、处理数据、分析结果等形式的数据传递给内部或外部实体的过程。

　　注：数据分发包括线上或线下等多种方式，如数据交换、数据交易、数据共享、数据公开等。

３．９

类别　犮犪狋犲犵狅狉狔

具有共同属性（或特征）的数据的集合。

４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本文件。

ＥＴＬ：提取、转换和加载（Ｅｘｔｒａｃ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Ｌｏａｄ）

ＦＴＰ：文件传输协议（Ｆｉｌ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ＳＱＬ：结构化查询语言（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Ｑｕｅｒｙ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５　分类过程

５．１　概述

大数据分类过程划分为分类规划、分类准备、分类实施、结果评估、维护改进５个阶段，如图１所示。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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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大数据分类过程

本章规范了大数据的分类过程，并根据大数据实际应用场景，在第６章、第７章、第８章分别对分类

视角、分类维度、分类方法３个关键步骤进行规范，具体分类示例参见附录Ａ。

５．２　分类规划

５．２．１　选择分类视角

选择分类视角过程包括：

ａ）　明确分类业务场景；

ｂ）　根据业务场景选取分类视角。

　　注：分类视角见第６章。

５．２．２　制定工作计划

制定工作计划过程包括：

ａ）　明确规划拟开展分类的数据范围；

ｂ）　明确拟采用的分类维度和方法；

ｃ）　明确预期分类结果；

ｄ）　明确分类工作实施方案及进度安排；

ｅ）　明确对分类结果的评估方法；

ｆ）　明确对分类结果体系的维护方案。

５．３　分类准备

５．３．１　调研数据现状

调研数据现状过程包括：

ａ）　调研数据产生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数据产生的场景、主体、方式、频率、稀疏稠密、合法合规

性等；

ｂ）　调研数据存储现状，包括但不限于数据内容的格式、存储方式、存储位置、存储量等；

ｃ）　调研数据质量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数据的规范性、完整性、准确性、一致性、时效性、可访问

性等；

ｄ）　调研数据业务类型，如组织人事管理数据、经营数据、财务数据等；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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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调研数据敏感程度，包括但不限于数据的涉密程度、安全性、保护需求等；

ｆ）　调研数据应用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数据的使用目的、应用领域、使用方式等；

ｇ）　调研数据时效性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数据处理的时效性要求、数据价值时效性等；

ｈ）　调研数据权属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数据的所有权、管理权、使用权等。

５．３．２　确定分类对象

确定分类对象过程包括：

ａ）　确定数据分类的业务场景；

ｂ）　确定数据产生的起止时间；

ｃ）　确定数据量大小；

ｄ）　确定数据产生频率；

ｅ）　确定数据结构化特征；

ｆ）　确定数据存储方式；

ｇ）　确定数据处理时效性；

ｈ）　确定数据交换方式；

ｉ）　确定数据产生来源；

ｊ）　确定数据流通类型；

ｋ）　确定数据质量；

ｌ）　确定数据敏感程度。

５．３．３　选择分类维度

选择分类维度过程包括：

ａ）　梳理分类视角的数据特征；

ｂ）　根据数据特征选取分类维度。

　　注：分类维度见第７章。

５．３．４　选择分类方法

选择分类方法过程宜明确分类维度的排列顺序和组合方式。

　　注１：分类方法见第８章。

　　注２：若选择混合分类法，还需考虑以哪种分类维度为主，哪种分类维度作为补充。

５．４　分类实施

５．４．１　拟定实施流程

拟定实施流程宜结合大数据的生命周期，拟定具体的分类实施流程，包括但不限于明确实施步骤、

启动实施工作、开展实施工作、总结实施过程等。

５．４．２　开发工具脚本

开发工具／脚本宜根据实施流程、分类维度和分类方法编写分类算法，遵循软件开发或者脚本编制

的规范开发分类工具／脚本。

５．４．３　记录实施过程

记录实施过程宜记录分类实施过程的各个步骤及其分类结果，输出文档。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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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４　输出分类结果

输出分类结果宜梳理各个步骤的分类结果，形成数据分类表。

５．５　结果评估

５．５．１　核查实施过程

核查实施过程包括：

ａ）　核查数据分类表，明确类别划分是否合理；

ｂ）　核查分类过程记录，明确分类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偏离程度；

ｃ）　核查分类维度，确保分类维度符合业务需求、分类目标；

ｄ）　核查分类方法的合理性；

ｅ）　根据核查结果调整大数据分类过程。

５．５．２　访谈相关人员

访谈相关人员包括：

ａ）　访谈数据分类执行者，询问分类视角、范围、维度、方法与业务场景的关联性等；

ｂ）　访谈数据所有者，询问数据分类结果中的数据权属类别划分、产生频率类别划分等是否符合实

际情况；

ｃ）　访谈数据管理者，询问数据分类结果中的数据结构化类别划分、数据存储方式类别划分、稀疏

程度划分、敏感程度划分等是否符合实际情况；

ｄ）　访谈数据使用者，询问数据分类结果中的数据处理实时性划分、交换方式类别划分、业务归属

类别划分、流通类型类别划分等是否符合实际应用情况；

ｅ）　核查意见和问题，调整大数据分类过程。

５．５．３　测试分类结果

测试分类结果包括：

ａ）　对分类后的数据执行分类脚本或程序，查看是否有不符合分类策略的分类结果；

ｂ）　核查意见和问题，调整大数据分类过程。

５．６　维护改进

５．６．１　变更控制

变更控制包括：

ａ）　分析变更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确定是否实施变更；

ｂ）　制定变更计划，评估变更对大数据分类工作的影响，包括分类维度、分类方法的改变等；

ｃ）　执行变更，对分类结果进行更改，记录变更过程；

ｄ）　对新的大数据分类结果进行评估；

ｅ）　发布新的大数据分类结果。

５．６．２　定期评估

定期评估包括：

ａ）　定期评估大数据分类维度和方法的合理性，检查其是否符合业务场景变化和分类视角变化；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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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定期评估大数据分类结果的有效性和应用情况，检查其是否满足业务应用需求的更新；

ｃ）　核查意见和问题，调整大数据分类过程。

６　分类视角

６．１　概述

大数据分类视角分为技术选型视角、业务应用视角和安全隐私保护视角。

６．２　技术选型视角

技术选型视角包括但不限于：

ａ）　理清数据产生频率，明确数据产生规律，确定数据更新周期和存储策略，确定数据存储平台配

型等存储资源分配方案；

ｂ）　理清数据产生方式，分析数据的来源和质量，确定在整个数据处理流程中数据所处的位置，及

数据处理及存储技术；

ｃ）　分析数据的结构化特征，确定数据存储与处理方案；

ｄ）　明确数据的存储方式，确定数据建模模型与数据的访问方式，支撑各类数据应用场景；

ｅ）　理清数据稀疏稠密程度，明确数据稀疏稠密规律，确定数据存储策略和分析方法，选择数据存

储方案和分析方案；

ｆ）　明确数据处理时效性要求，明确数据处理时机，确定数据处理策略，选择包括计算平台和资源

匹配等的数据处理方案；

ｇ）　理清数据交换方式，确定数据共享方式及策略，支撑构建信息交换体系。

６．３　业务应用视角

业务应用视角包括但不限于：

ａ）　理清数据产生来源，明确数据权属和访问权限，便于数据追踪溯源；

ｂ）　明确数据应用场景，确定数据业务主题，判断数据应用价值，选择数据分析方案；

ｃ）　明确数据分发场景，确定数据应用行业，明确可用数据的种类和范围；

ｄ）　理清数据质量情况，明确数据应用需求，确定数据质量管理方案。

６．４　安全隐私保护视角

安全隐私保护视角包括但不限于：

ａ）　明确不同敏感程度的大数据在存储、传输、访问、分发时的安全要求；

ｂ）　明确不同敏感程度的大数据的隐私保护要求；

ｃ）　指导分类主体制定隐私保护方案；

ｄ）　指导分类主体制定安全管理方案。

７　分类维度

７．１　概述

本章从技术选型、业务应用和安全隐私保护三种视角给出不同的分类维度，以及用于描述每种分类

维度的分类要素、数据类别和适用场景。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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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技术选型维度

７．２．１　按产生频率分类

７．２．１．１　概述

按产生频率分类是指根据数据产生的频率（单位时间内产生的数据量或达到指定数据量的频率）对

数据进行分类。

７．２．１．２　分类要素

按产生频率分类的要素包括：

ａ）　数据产生周期，如秒、分、时、天、周、月、季度、半年、年等；

ｂ）　单位周期中数据的产生量，可以以记录条数表示或者以数据占用空间表示，如百万条记录、千

万条记录、ＧＢ级数据、ＴＢ级数据等。

７．２．１．３　类别

按产生频率可分为：每年更新数据、每月更新数据、每周更新数据、每日更新数据、每小时更新数据、

每分钟更新数据、每秒更新数据、无更新数据等。

７．２．１．４　适用场景

按产生频率分类的适用场景，如根据数据产生频率判断资源分配合理性和数据分析价值等。

７．２．２　按产生方式分类

７．２．２．１　概述

按产生方式分类是指按照数据的产生方式对数据进行分类。

７．２．２．２　分类要素

按产生方式分类的要素包括：

ａ）　数据被获取或被采集的方式，如人工采集、通过信息系统采集等；

ｂ）　数据被加工的程度，如原始数据、二次加工数据等。

７．２．２．３　类别

按产生方式分类可包括：人工采集数据、信息系统产生数据、感知设备产生数据、原始数据、二次加

工数据等。

７．２．２．４　适用场景

按产生方式分类的适用场景，如确定数据采集方案、数据保护方案和数据处理方案等。

７．２．３　按结构化特征分类

７．２．３．１　概述

按结构化特征分类是指根据数据的结构化程度对数据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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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３．２　分类要素

按结构化特征分类的要素包括：

ａ）　是否有预定义的数据模型；

ｂ）　数据结构是否规则；

ｃ）　数据长度是否规范；

ｄ）　数据类型是否固定。

７．２．３．３　类别

按结构化特征分类可划分为：结构化数据，如零售、财务、生物信息学、地理数据等；非结构化数据，

如图像、视频、传感器数据、网页等；半结构化数据，如应用系统日志、电子邮件等。

７．２．３．４　适用场景

按结构化特征分类的适用场景，如根据数据结构规划数据处理和存储架构。

７．２．４　按存储方式分类

７．２．４．１　概述

按存储方式分类是指根据数据适合采用的数据存储方式对数据进行分类等。

７．２．４．２　分类要素

按存储方式分类的要素包括：

ａ）　数据建模适合采用的数据模型，如关系模型、文档模型、图模型等；

ｂ）　数据访问使用的查询语言，如ＳＱＬ、类ＳＱＬ、图查询语言等。

７．２．４．３　类别

按存储方式可划分为：关系数据库存储数据、键值数据库存储数据、列式数据库存储数据、图数据库

存储数据、文档数据库存储数据等。

７．２．４．４　适用场景

按存储方式分类的适用场景，如选择数据存储采用的数据库系统、确定应用系统与数据存储系统之

间的数据访问方式等。

７．２．５　按稀疏程度分类

７．２．５．１　概述

按稀疏程度分类是指根据数据的稀疏稠密程度对数据进行分类。

７．２．５．２　分类要素

按稀疏程度分类的要素主要包括数据稀疏程度评价标准，即数据集中数值缺失或者为零的数据所

占比例。如空值或零值小于５０％的数据为稠密数据，空值或零值大于或等于５０％的数据为稀疏数据。

７．２．５．３　类别

按稀疏程度可划分为：稠密数据和稀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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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５．４　适用场景

按稀疏程度分类的适用场景，如根据单位时间内数据的量级进行数据价值密度分析判断等。

７．２．６　按处理时效性分类

７．２．６．１　概述

按处理时效性分类是指根据数据处理的时间延迟要求对数据进行分类。

７．２．６．２　分类要素

按处理时效性分类的要素包括：

ａ）　数据处理延迟时间要求，即应用场景是否对处理延迟时间有明确的上限要求；

ｂ）　数据价值时效性，即数据应用价值随时间推移的有效性；

ｃ）　数据处理量，即延迟上限时间内需处理多少量级的数据。

７．２．６．３　类别

按处理时效性可划分为：实时处理数据、准实时处理数据和批量处理数据。

７．２．６．４　适用场景

按处理时效性分类的适用场景，如根据数据时效要求安排业务顺序和资源投入等。

７．２．７　按交换方式分类

７．２．７．１　概述

按交换方式分类是指根据数据在提供方和接收方之间交换的方式对数据进行分类。

７．２．７．２　分类要素

按交换方式分类的要素包括：

ａ）　数据交换双方之间的网络状况，即交换双方之间的网络是否互通；

ｂ）　数据在交换双方之间的同步实时性要求；

ｃ）　单次交换的数据量；

ｄ）　数据交换的频次，如固定频率交换、固定时间交换或按需交换等。

７．２．７．３　类别

按交换方式可划分为：ＥＴＬ方式、系统接口方式、ＦＴＰ方式、移动介质复制方式等。

７．２．７．４　适用场景

按交换方式分类的适用场景，如根据不同交换方式对大数据共享便利程度的影响，规划信息交换系

统架构等。

７．３　业务应用维度

７．３．１　按产生来源分类

７．３．１．１　概述

按产生来源分类是指根据数据产生的实际情景对数据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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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１．２　分类要素

按产生来源分类的要素包括：

ａ）　数据产生主体，如人工、机器、传感器、应用软件、信息系统等；

ｂ）　数据权属，即数据所有权的归属。

７．３．１．３　类别

按产生来源可划分为：人为社交数据、电子商务平台交易数据、移动通信数据、物联网感知数据、系

统运行日志数据等。

７．３．１．４　适用场景

按产生来源分类的适用场景，如根据数据来源确定数据归集策略、预测服务提供和数据交易定

价等。

７．３．２　按业务归属分类

７．３．２．１　概述

按业务归属分类是指根据数据所属的业务类型对数据进行分类。

７．３．２．２　分类要素

按业务归属分类的要素包括：

ａ）　分类主体的业务类型划分，如生产类业务、管理类业务、经营分析类业务；

ｂ）　生成数据的业务所属的职能，如产品研发、市场营销、财务管理、人力管理等；

ｃ）　生产数据的具体业务，如商品交易、会员注册、人才招聘等。

７．３．２．３　类别

按业务归属可划分为：生产类业务数据、管理类业务数据、经营分析类业务数据等。

７．３．２．４　适用场景

按业务归属分类的适用场景，如按业务属性评价数据应用价值等。

７．３．３　按流通类型分类

７．３．３．１　概述

按流通类型分类是指根据数据在流通交易过程中的交易类型进行分类。

７．３．３．２　分类要素

按流通类型分类的要素包括：

ａ）　数据权责，即数据需求方可获取的数据权益，如所有权、经销权、使用权、可复制权等；

ｂ）　计费方式，即数据供应方和数据需求方之间计算数据交易费用的方式，如按使用量计费、按使

用时长计费等；

ｃ）　交付内容，即数据供应方向数据需求方提供的数据内容，如原始数据集、数据分析报告等；

ｄ）　行业主题，即流通数据所属的行业领域，如农业、林业、医疗、交通、科研等；

ｅ）　敏感程度，即流通数据是否涉及国家秘密、行业秘密、企业秘密或个人隐私等，如公开数据、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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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数据、涉密数据等。

７．３．３．３　类别

按流通类型可划分为：可直接交易数据、间接交易数据、不可交易数据等。

７．３．３．４　适用场景

按流通类型分类的适用场景，如以大数据分析和大数据交易为经营内容的企业进行产品规划等。

７．３．４　按行业领域分类

７．３．４．１　概述

按行业领域分类是指根据数据内容所属的行业领域范畴对数据进行分类。

７．３．４．２　分类要素

按行业领域分类的要素包括：

ａ）　数据产生行业，即产生数据的活动所属的国民经济行业；

ｂ）　数据应用行业，即分析和使用数据的活动所属的国民经济行业。

７．３．４．３　类别

按行业领域分类可划分的类别见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７。

７．３．４．４　适用场景

按行业领域分类的适用场景，如公安、气象、水文等行业大数据分析等。

７．３．５　按数据质量分类

７．３．５．１　概述

按数据质量分类是指根据数据的质量差异对数据进行分类。

７．３．５．２　分类要素

按数据质量分类的要素包括：

ａ）　数据的准确性，即数据是否存在异常、错误或过时；

ｂ）　数据的完整性，即数据是否存在缺失及缺失程度；

ｃ）　数据的一致性，即数据内容是否遵循统一规范；

ｄ）　数据的及时性，即所需数据是否及时到达目标应用；

ｅ）　数据的重复性，即是否存在大量重复数据。

７．３．５．３　类别

按数据质量可划分为：高质量数据、普通质量数据、低质量数据等。

７．３．５．４　适用场景

按数据质量分类的适用场景，如根据不同数据质量的比例确定数据利用的价值和数据质量管理工

作难易程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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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　安全隐私保护维度

７．４．１　概述

按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维度分类是根据数据内容敏感程度对数据进行分类。

７．４．２　分类要素

按安全隐私保护维度分类的要素包括：

ａ）　数据的敏感性，即数据本身或其衍生数据是否涉及国家秘密、企业秘密或个人隐私；

ｂ）　数据的保密性，即数据可被知悉的范围；

ｃ）　数据的重要性，即数据未经授权披露、丢失、滥用、篡改或销毁后对国家安全、企业利益或公民

权益的危害程度。

７．４．３　类别

按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维度可划分为：高敏感数据、低敏感数据、不敏感数据等。

７．４．４　适用场景

按安全隐私保护维度分类的适用场景，如根据数据内容敏感程度确定大数据应用边界、数据保护策

略、数据脱敏方案等。

８　分类方法

８．１　线分类法

８．１．１　概述

线分类法旨在将分类对象（即本标准界定的数据）按选定的若干个属性或特征，逐次分为若干层级，

每个层级又分为若干类别。同一分支的同层级类别之间构成并列关系，不同层级类别之间构成隶属关

系。同层级类别互不重复，互不交叉。

线分类法适用于针对一个类别只选取单一分类维度进行分类的场景。

８．１．２　确定分类类别之间关系

采用线分类法确定分类类别之间关系的过程包括：

ａ）　确定一个分类维度；

ｂ）　确定该分类维度的分类类别；

ｃ）　针对每一个分类类别：如果该分类类别不需要再进一步划分子类，则转ｄ）步，否则确定该分类

类别进行子类划分的分类维度，转ｂ）步；

ｄ）　所有分类类别均不需进一步划分，则分类类别之间关系确定。

　　注：上述过程完成后，将形成一棵分类类别关系树。树的叶节点为最终的分类项，通常称为基本类别；其余节点为

中间类别。

８．１．３　特点

线分类法的特点包括：

ａ）　层次性好，能较好地反映类别之间的逻辑关系；

ｂ）　实用方便，便于机器处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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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结构弹性较差，分类结构一经确定，不易改动；

ｄ）　效率较低，当分类层次较多时，影响数据处理速度。

８．２　面分类法

８．２．１　概述

面分类法是将所选定的分类对象（即本标准界定的数据），依据其本身的固有的各种属性或特征，分

成相互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即彼此独立的面，每个面中都包含了一组类别。将某个面中的一种类别和另

外的一个或多个面的一种类别组合在一起，可以组成一个复合类别。

面分类法是并行化分类方式，同一层级可有多个分类维度。面分类法适用于对一个类别同时选取

多个分类维度进行分类的场景。

８．２．２　确定分类类别之间关系

采用面分类法确定分类类别之间关系的过程包括：

ａ）　确定分类对象的若干个特征面，即分类维度，每一个分类维度构成一个分类面。

ｂ）　确定分类面的排列顺序，应当按照分类维度的重要性或使用频率的高低由左向右进行排列。

ｃ）　划分每一个分类维度的分类类别。为每一个分类维度确定一个分类规则，并按此规则划分各

个分类维度的分类类别。

ｄ）　通过上述步骤所得到的各个面的类别将分类对象划分成了若干个对象类。

８．２．３　特点

面分类法的特点包括：

ａ）　弹性较大，一个“面”内类别的改变，不会影响其他的“面”；

ｂ）　适应性强，可根据需要组成任何类别；

ｃ）　易于添加和修改类别；

ｄ）　可组配的类别很多，但实际应用的类别不多。

８．３　混合分类法

８．３．１　概述

混合分类法是将线分类法和面分类法组合使用，克服这两种基本方法的不足，得到更为合理的分

类。混合分类法的特点是以其中一种分类方法为主，另一种做补充。混合分类法适用于以一个分类维

度划分大类、另一个分类维度划分小类的场景。

８．３．２　特点

混合分类法的优点包括：

ａ）　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两种分类方法进行灵活的配置，吸取两种分类方法的优点；

ｂ）　适应一些综合性较强、属性或者特征不是十分明确的数据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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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大数据分类示例

犃．１　业务场景和分类视角

根据本标准中提出的分类过程、分类视角、分类维度和分类方法，以铁路大数据为例，进行大数据分

类实践和验证。

铁路大数据涵盖铁路勘测设计、建设和运营等各阶段，在铁路数据目录梳理、铁路数据交换共享、铁

路数据建模分析、铁路数据安全保护等铁路大数据管理场景下均需对铁路大数据进行分类。

对铁路大数据进行分类的视角是规范国铁集团、铁路局两级数据管理的相关标准，同时规范铁路数

据与外部数据交换共享的类型等。

犃．２　分类范围、分类维度和分类方法

铁路大数据分类范围包括由铁路客运、物流、基础设施、移动设备、工程建设、资产经营、企业管理等

各铁路业务领域的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所汇集而成的数据集合。

分类维度选择按结构化特征分类、按产生来源分类、按产生频率分类、按业务归属分类。

分类方法采用以线分类法为主、面分类法为辅的混合分类法。

犃．３　分类实施和分类结果

在进行铁路大数据分类实施时，考虑到铁路大数据的多源性和异构性等特点，首先，采用线分类法，

选择按结构化特征、按业务归属、按产生来源和按产生频率等维度对铁路大数据进行大类划分；其次，针

对具体的某一大类数据，采用面分类法，选择按产生来源、使用标记等维度进行小类划分。

具体分类过程如下：

ａ）　第一级分类：

１）　按结构化特征分类，将铁路大数据分为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两大类。

ｂ）　第二级分类：

１）　针对结构化数据，按业务归属分类，分为主数据、事务数据和分析数据；

２）　针对非结构化数据，按产生来源分类，分为文本数据和多媒体数据。

ｃ）　第三级分类：

１）　针对事务数据，按产生频率分类，分为实时数据和非实时数据；

２）　针对文本数据，按业务归属分类，分为法律数据、制度数据、办公数据、事务数据。

ｄ）　第四级分类：

１）　针对第三级分类结果和部分第二级分类结果，进一步按业务归属分类，形成第四级分类。

分类结果如图Ａ．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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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犃．１　铁路大数据线分类方法示例

经过四级线分类法已将铁路大数据划分到具体业务层面，而根据实际应用需求，需采用面分类法将

数据进行进一步地细分。主数据中的固定设施类数据按业务归属分类（见图Ａ．２实线箭头），可分为车

站主数据和专用线主数据，以专用线主数据为例，介绍面分类过程。

针对专用线主数据，可分别按产生来源和使用标记这两个“面”进行分类，如图Ａ．２虚线箭头所示：

ａ）　按产生来源分类，即根据产生数据的专用线对数据进行分类，分类实例如客运专用线主数据、

货运专用线主数据等；

ｂ）　按使用标记分类，即根据数据使用标记对数据进行分类，分类实例如 Ａ类主数据、Ｂ类主数

据、Ｃ类主数据等。

固定设施类主数据的面分类结果如图Ａ．２所示。

图犃．２　铁路大数据面分类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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