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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省级交通运输信息系统建设中的标准化不足的问题，提出了采用管理办法和技术支撑并重的方

式解决方案。管理办法对省级交通运输信息化标准工作的组织管理架构、标准的执行和检测、标准的制

修订和意见反馈、考核办法等进行规定。关键支撑技术两个部分，一为数据标准符合性检测技术，实现

信息系统的数据与标准的一致性，保障数据类标准的执行。其二为文本型标准检测技术，实现文本型标

准的检测，促进文本类标准的执行。管理和技术在陕西省的应用表明，只有两方面相辅相成，才能很好

地提升标准化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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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he lack of standardiz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rovincial transportation information sys-
tem, the view of both management and technical should pay equal attention is put forward in this 
paper. The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framework, standards implementation and testing, for-
mulation and revision of standards, feedback of opinions and assessment methods of provincial 
transportation informatization standards are stipulated in the management measures. Key tech-
nology includes two parts. The first is the consistency testing of data standards, which guarante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data standards. The second is text-based standard detection technology, 
which realizes the detection of text-based standards and promot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ext-based 
standards. The application of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y in Shaanxi Province shows that only 
two aspects complement each other can the effect of standardization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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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交通信息化建设中，标准是保证信息系统实现业务协同、信息共享、避免重复建设、发挥投资效

益的重要手段，由于信息化工作的复杂性，使得标准的要求更加迫切。交通运输部一直重视交通运输信

息化标准的建设。遵照国际惯例、国家相关标准等，交通运输行业近年来出台了多项信息化标准，包括

术语、数据、编码、代码、安全、管理等方面的标准。这些标准自颁布以来，成为交通行业信息系统进

行建设必备的依据，对提高信息系统建设的规范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目前我国交通行业信息化标准的制定、修订工作仍然滞后。省交通运输厅作为交通信息化建设的

主体，是标准的建设和执行的主要单位。但在省级交通信息化标准的应用存在两个主要问题： 
1) 标准执行缺乏监督机制和技术手段，使得国家及交通运输行业相关信息化标准在系统建设中未能

全面、有效贯彻； 
2) 标准化工作管理薄弱，使用单位针对标准的应用意见缺乏常规反馈渠道，无法形成标准制修订工

作的良性循环。 
2019 年交通运输标准化管理办法[1]对标准化规划、标准制定、标准实施与监督等进行了规定，提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加强计量、检验检测、认证认可基础能力建设，完善相关制

度，提升技术水平，增强标准化工作监督检查及服务能力”，但管理办法是宏观指导意见，未对具体管

理方法进行规定。文献[2]报道浙江成立交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陕西省也于 2020 年成立了交通运输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各省都对标准化工作提升了重视程度，但标委会的工作都刚开始。黄海来[3]结合轨道交

通业务分布和管理特点，分析了常州轨道公司标准化工作的机构设置、标准制/修订、标准实施、检查、

评价和改进等管理机制。张绍阳[4] [5]在对当前交通运输数据标准研究和编制现状介绍的基础上，对交通

运输数据标准化的基本思想、数据标准规划和标准建设中存在的不足进行了分析，建立了数据标准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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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最后对数据标准符合性检测理论、方法和系统开发等工作进行了全面介绍。李玉辉[6]开展了二、三

级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细则的制订，对推进过程中的问题提出了对策及建议。苏贵军[7]以
山西交科集团为例浅析企业如何通过重视标准、研究标准、制定标准，全面提升标准化能力。李亚敏[8]
构建和完善了交通运输标准化政策制度体系框架，并提出了加强标准化政策制度体系建设的建议。梁天

宇[9]阐述了天津市交通信用标准化建设流程。Shaoyang Zhang 提出从标准符合性检测角度开展标准化管

理[10]。文献[10] [11] [12] [13]从技术角度开展标准的管理。在其他行业，标准化管理的研究也都在开展

[14]-[21]。可以看出，目前研究从省级管理部门的角度对信息化标准实现全面管理的研究和报到较少，技

术研究也不足。 
为此，本文针对省级交通运输信息化中标准管理、标准执行及标准制定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管理办

法和技术并重的策略，包括 1) 编制管理细则，使得交通运输信息化工作中的标准落地具有可操作性的规

定和依据；2) 设计与管理细则对应的标准管理系统，使得管理由抓手，促进信息化工作中的各方沟通畅

通、不同领域标准协调一致发展、标准执行形成闭环控制。 

2. 主要思路 

技术路线如图 1 所示。其核心思路是管理和技术并重。一方面，通过管理规定，使得技术实施有依

据；另一方面，通过技术研究和实施，支撑管理办法的落地。 
 

 
Figure 1. Technical route 
图 1. 技术路线 

 
其中，关键支撑技术包括 2 个部分，其一为数据标准符合性检测技术，实现信息系统的数据与标准

的一致性，保障数据类标准的执行。其二为文本型标准检测技术研究，实现文本型标准的检测，促进文

本类标准的执行。 

3. 交通运输信息化标准工作管理办法 

1) 内容和适用范围 
管理细则对省级交通运输信息化标准工作的组织管理架构、标准的执行和检测、标准的制修订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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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反馈、考核办法等进行规定。适用于省各级交通运输信息系统和数据中心等的设计、建设、验收、维

护和日常工作中的标准管理。标准管理架构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Standard management structure 
图 2. 标准管理架构 

 
2) 标准的执行和检测 
省厅立项的交通运输信息系统建设项目应从项目的前期(可行性研究和初步设计)、招标、项目实施、

试运行、验收等各个阶段进行标准化管理。本部分内容对以上各阶段的要求进行规定。 
3) 标准的制修订和意见反馈 
本部分内容对省交通运输信息化标准的制修订原则、制修订流程以及标准的意见反馈进行了规定。 
4) 标准工作考核 
对标准考核工作的大类指标进行规定。主要的大类指标包括管理、标准制修订、意见反馈、标准执

行等环节。 

4. 管理系统总体设计及接口 

管理系统分公众服务与管理功能两部分。用户角色分为 6 类：管理决策角色(厅科技处)、后台管理角

色(监测中心)、业务单位角色(各直属单位及地市交通局)、项目用户角色(项目实施单位)、技术支持(技术

支持单位)、匿名用户。 
系统总体架构、用户角色和边界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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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Overall system architecture and boundaries 
图 3. 系统总体架构和边界 

 
管理系统与外部四个系统进行交互： 
1) 交通运输部标准管理网站。系统利用 Post 请求，从该网站直接请求交通运输部颁布的标准体系和

标准文本链接。 
2) 国标委标准查询网站。系统利用 Post 请求，从该网站查询国家颁布的交通运输类标准的文本。标

准文本利用国标委提供的链接进行远程在线查看。 
3) 数据标准符合性检测系统。该系统从本系统中读取用户提交的数据字典文件，进行检测。并发布

数据字典和数据库检测结果到网站。 
4) 文本型问卷生成系统。对于省交通运输信息化工程中涉及到的国标、部标、省厅技术文件等的文

本，生成相应的问卷，并上传到系统中。 

5. 关键技术 

5.1. 数据标准符合性检测 

数据标准符合性检测需要首先将数据项与标准对应，对应方法宜采用标准项编号或中文名称对应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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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式。标准项编号对应使用该数据项指定的标准项编号直接在标准库中查找。中文名称对应使用数据

项中文名称和标准项中文名称进行智能对应或人工对应。数据项智能对应完成后，应采用人工方式进行

核查。 
1) 基于加权二部图的中文短语对应方法 
二部图又称作二分图，是图论中的一种特殊模型。数据项和标准项的中文短语中的词语非常类似于

二部图中的 A 和 B 中的顶点，词语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二部图的边，如果将词语之间的相似度作为二部图

中边的权重，则可以利用二部图的最大权重匹配之和的均值作为两个短语的相似度。其方法为：首先对

短语分词，其次采用短语主干抽取算法抽取每个短语的主干词语。把短语中的主干词语当作二部图的一

个顶点，短语主干词语之间的相似度作为二部图边的权值系数。基于二部图短语相似度计算模型如图 4
所示。 
 

 
Figure 4. Bipartite graph phrase similarity calculation model 
图 4. 二部图短语相似度计算模型 

 
2) 数据项检测方法 
数据项的检测项目和方法及结果处理如表 1 所示。 

 
Table 1. Detection method and result processing 
表 1. 检测方法和结果处理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测结果 检测结论 处理 

数据类型 
按照数据库管理系统支持的字段性

质判断待检数据项的类型是否符合

标准项的要求。 

是 正确 —— 

否 错误 按照 JT/T 1058-2016 表

3 进行修改。 

数据格式 
将待检数据项的最小长度、最大长度

以及精度等与标准项的要求进行比

较。 

全部相等 正确 —— 

数据类型错误，或者精度小于

标准，或者最小长度小于标准 错误 按照 JT/T 1058-2016 表

3 进行修改。 
其他 弱正确 

数据单位 判断待检数据项的单位与标准项计

量单位的规定是否相同 

是 正确 —— 

否，但是同义词 弱正确 按照标准项的规定进行

修改。 否 错误 

数据值域 

数据字典文档：判断文档中的值域规

定是否与标准一致。 
数据库内容：判断待检数据是否在标

准规定的代码集合中，或者是否符合

编码的规定。 

是 正确 —— 

标准有规定但文档中值域为空 弱正确 
按照标准项的值域规定

进行修改。 
否 错误 

正确——检测项目与标准规定完全一致； 
弱正确——与标准不完全一致，但是从数据理解和交换角度是可以接受的，或者是在当前阶段还无法判断正误； 
错误——检测项目与标准规定含义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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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文本型标准的问卷生成 

文本型标准的执行效果难以考核，本文通过问卷对文本型标准的执行效果进行检测。问卷生成首先

需要将标准中的一致性条款进行抽取。一致性条款是从标准中抽取的条纹，规定了系统符合标准所要遵

循的全部要求的内容。条款的识别与业务相关，可采用人工为主自动化辅助的方法进行识别。在问卷生

成方面，本文给出一种基于序列到序列(Seq2Seq)的问卷生成思路。 
序列到序列是一种建模两个序列间关系的通用深度学习模型，其可以被用于多种序列化的任务当中，

如问答系统、作文生成、机器翻译等。该模型的输入和输出分别称为输入序列和输出序列。标准的 Seq2Seq
模型由编码器(Encoder)和解码器(Decoder)两部分组成，如图 5 所示。编码器部分负责读入文本的输入序

列并将其编码成一个大小固定的向量，称为编码向量。这个固定大小的编码向量理论上包含了输入文本

的全部信息。解码器部分利用编码器生成的固定大小的编码向量来预测文本的输出序列。编码器可以使

用 GRU、LSTM 等 RNN 结构、CNN 结构、纯 Attention 或者将上述方法混合方式来进行编码产生编码向

量。解码器同样可以用 GRU、LSTM 或 CNN 等结构。 
 

 
Figure 5. Structure diagram of Encoder-Decoder 
图 5. Encoder-Decoder 结构示意图 

6. 结语 

本文成果在陕西省“十三五”在建的交通运输信息化重大工程中开展了数据标准符合性的检测工作，

并对部分工程进行了文本型标准的问卷生成。有力的提升了省交通运输信息系统的标准化情况。论文所

提方法在其他省份也有适应性，可推广应用到全国，促进我国交通运输信息化的发展。 
进一步的工作将提升文本型标准的覆盖面，形成标准条款的问卷知识库，不仅可以为检测提供支持，

还可以为标准培训、测试等奠定基础。 

基金项目 

陕西省交通科技项目(16-39R)； 
陕西省交通运输标准化项目(19-6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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