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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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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

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陕西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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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矿山数据融合共享 井工煤矿数据分类及编码规范

第 1部分：基本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智能化井工煤矿数据分类与编码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智能化井工煤矿的数据分类与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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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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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3-2003 分类编码通用术语

SDS/T 2121-2004 科学数据分类与编码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代码 code

给编码对象赋予的一个或一组字符。 注：这些字符可以是阿拉伯数字、拉

丁字母或便于人和机器识别与处理的其他符号。

[GB/T 10113-2003，定义 2.2.5]

3.2 代码结构 code structure

代码字符排列的逻辑顺序。

[GB/T 10113-2003，定义 2.2.9]

3.3 数据编码 data coding

将数据赋予具有一定规律、易于计算机和人识别和处理的符号，并形成对应

的代码表的过程。

[SDS/T 2121-2004，定义 3.12]



KSSJ/BM11-2023

2

3.4 主题域分组 subject domain group

矿山企业最高层级的数据分类，通过数据视角体现组织最高层面关注的专业

领域。

3.5 主题域 subject domain

互不重叠数据的高层面的分类，用于管理其下一级的业务对象，通常同一个

主题域有相同的数据责任人。

3.6 业务对象 business object

是数据架构的核心层，是业务领域重要的人、事、物，承载了业务运作和管

理涉及的重要信息。

3.7 数据实体 data entity

是对数据的结构化定义，通过一组属性描述事物某方面的性质或特征。

3.8 属性 attribute

描述实体的特性称为属性，是数据架构的最小颗粒，用于客观描述某个数据

实体在某方面的性质和特征，也可以是描述一个业务对象在某方面特征的一组属

性集合。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IDEF0: 集成化计算机辅助制造的定义方法-功能建模（Integrated Computer

Aided Manufacturing Definition Method-Function Modeling）

UML: 统一建模语言（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

5 智能化井工煤矿数据分类的基本原则

在井工煤矿数据及其关联数据的分类过程中，应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可扩

展性、兼容性等基本原则。

5.1 科学性

应遵循一般的数据分类和编码科学方法，涵盖的数据范畴完备，设计的数据

分类和编码体系结构清晰且符合智能化井工煤矿业务逻辑和系统开发逻辑。



KSSJ/BM11-2023

3

5.2 系统性

将选定的分类对象的特征（或特性）按其内在规律系统化地进行排列，以形

成一个逻辑层次清晰、结构合理、类目明确的分类体系。

5.3 可扩展性

在类目的设置或层级的划分上，留有适当的余地，以保证分类对象增加时，

不打乱已建立的分类体系。

5.4 兼容性

若有相关的国家标准则应执行国家标准；若没有相关的国家标准，则执行相

关的行业标准；若二者均不存在，则应参照相关的国际标准。

6 智能化井工煤矿数据分类的基本方法

智能化井工煤矿数据分类方法体系将 IDEF0 和 UML 建模方法结合起来，自顶

向下，对智能化井工煤矿的业务进行全面分析，运用 IDEF0 业务建模方法，建立

智能化井工煤矿业务模型，对智能化井工煤矿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分解，将其划

分为最小业务单元，再运用 UML 建模方法，分析各最小业务活动的对象和属性，

从中提取数据元。智能化井工煤矿数据元的辨识流程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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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智能化井工煤矿数据元辨识流程

智能化井工煤矿数据主题域分组及主题域分类详见附录 A，其数据分类细则

详见 KSSJ/BM12-2023、KSSJ/BM13-2023、KSSJBM/14-2023、KSSJ/BM15-2023。

6.1 分类依据

智能化井工煤矿数据宜采用面向业务对象并结合现有系统的方式进行分类，

同时考虑智能化井工煤矿未来应用场景与系统开发。

a）基于业务对象的分类

以智能化井工煤矿现有业务为基础，辅助采用数据建模等方法，规范表达业

务流程分析、数据流程分析，实现智能化井工煤矿对象全识别、属性全抽取、关

联全建模。

b）基于现有系统对象的分类

对现有信息化应用平台、信息系统、系统功能以及各系统功能所需要的数据

支持，追溯数据源，与基于业务对象的分类方法相互补充校验，根据数据现场应

用特征对数据分类进行完善。

c）基于智能化井工煤矿未来应用场景

面向智能化井工煤矿未来应用场景，对数据分类进行校验和补充，构建完备

的智能化井工煤矿数据体系。

6.2 分类层次结构

本文件在确定分类维度的依据后，根据数据结构模型从主题域分组、主题域、

业务对象、数据实体以及属性五个层次确定数据的层次架构，如图 2所示。

图 2 智能化井工煤矿数据分类层次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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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1主题域分组：描述数据管理的最高层级分类。智能化井工煤矿数据根

据主题域分组可划分为基础类数据、安全类数据、生产类数据、管理类数据。

b）L2主题域：互不重叠数据的高层级分类，用于管理下一级的业务对象。

以生产类主题域分组为例，生产类主题域分组的主题域按照各个生产业务模块划

分为采煤、掘进、供配电、提升等。

c）L3业务对象：业务对象中承载了业务运作和管理的重要信息。以生产主

题域分组下采煤主题域为例，其下属的业务对象可以为分为采煤机、支架系统、

供液系统、供电系统、运输系统、集控中心。

d）L4数据实体：描述业务对象某些业务特征的、具有一定逻辑关系的属性

集合。以生产类数据采煤主题下的采煤机业务对象为例，其数据实体包括采煤机

截割部、摇臂、采煤机电控部、采煤机牵引部、采煤机液控系统、采煤机惯导系

统。

e）L5属性：描述业务对象在某方面的性质和特征。以采煤机截割部、摇臂

为例，其属性包括截割运行时间、截割部电压监测、截割部电流监测等。

7 数据编码的基本原则

数据编码应遵循唯一性、匹配性、可扩充性、简洁性、实用性、可维护性等

基本原则。

7.1 唯一性

在一个编码体系中，每一个编码对象仅应有一个代码，一个代码只唯一表示

一个编码对象。

7.2 匹配性

代码结构应与分类体系相匹配。

7.3 可扩充性

代码应留有适当的后备容量，以便适应不断扩充的需要。

7.4 简洁性

代码结构应尽量简单，长度应尽量短，以便节省计算机存储空间和减少代码

的差错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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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实用性

代码应结合智能化井工煤矿的发展现状，具有简单易行的特点。

7.6 可维护性

代码版本升级要经过严格测试，正式版本上的任何修改都应有详细的文档记

录。

8 数据编码的基本方法

智能化井工煤矿数据编码宜采用层次码编码方法。

8.1 层次码方法

a）应以编码对象集合中的层级分类为基础，将编码对象编码成为连续且递

增的组（类）。

b）位于较高层级上的每一个组（类）应包含并且只能包含其下属较低层级

全部的组（类）。

c）应以每个层级上编码对象特性之间的差异为编码基础，每个层级上特性

必须互不相容。

8.2 代码结构

a）编码方法应以预定的应用需求和编码对象的性质为基础，选择适当的代

码结构。

b）代码结构应清晰准确反映分类层次结构的属性特征，并为代码集合增添

新的代码元素提供支持。

8.3 代码长度

a）代码值应由最少数目的字符组成，以节省存储空间并减少数据通信时间。

b）宜采用固定长度代码，对于字符较长的代码可规定存储格式和表述格式，

示例：存储格式为“××××××××××××××”，表述格式为“×××－××－××－×××－××××”。

8.4 智能化井工煤矿数据编码方法

a）L1主题域分组：代码用三位英文大写字母表示。第一位表示矿山类别，

M表示煤矿；第二位表示开采方式类别，J表示井工开采（L表示露天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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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位表示主题域分组类别，A表示基础主题域分组，B表示生产主题域分组，

C表示安全主题域分组，D表示管理主题域分组，如遇主题域分组扩充可按顺序

赋码；

b）L2主题域：代码用两位阿拉伯数字表示，从 01开始按顺序编码；

c）L3业务对象：代码用两位阿拉伯数字表示，从 01开始按顺序编码；

d）L4数据实体：代码用三位阿拉伯数字表示，从 001开始按顺序编码；

e）L5属性/数据元：代码用四位阿拉伯数字表示，从 0001开始按顺序编码。

智能化井工煤矿层次码编码格式见图 3。

XXX XX XX XXX XXXX

图 3 智能化井工煤矿层次码编码格式

以生产类中的采煤主题域为例，生产类编码为MJB，采煤编码为 01，采煤

机编码为 02，采煤机牵引部编码为 003，牵引部电压监测编码为 0001，如图 4

所示。

MJB 01 02 003 0001

生产类

采煤

采煤机

（数字）数据实体顺序码

（数字）属性顺序码

（数字）业务对象顺序码

（数字）主题域顺序码

（字母）主题域分组

牵引部电压监测

采煤机牵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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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智能化井工煤矿层次编码示例

9 数据分类与编码实施

9.1 数据分类与编码管理组织建立

a）数据分类与编码管理组应根据不同的数据主题域建立多个数据管理小组，

每个主题域数据管理小组负责本主题域内数据分类与编码管理工作。

b）应根据情况，新建、更改或合并各主题域数据管理小组。若组织结构为

集团公司，数据分类与编码管理组应分为总部和下级单位两个层面进行建设，并

在下级企业建立与总部对应的数据分类与编码管理组及相应的各主题域数据管

理小组，在总部数据分类与编码管控组的指导与监督下负责下级单位的数据分类

与编码工作。

9.2 数据标准发布与应用制度

a）相关部门应将数据分类与编码标准应用到相关的应用系统中，并将应用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反馈。

b）管理组应组织、推动煤炭公司数据标准管理工作的具体实施，包括数据

分类与编码标准的发布、执行、反馈等相关工作，并建立高效的数据分类与编码

标准的管理流程，及时、有效地解决公司的数据标准管理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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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数据分类与编码主题域分组及主题域

智能化井工煤矿数据分类与编码主题域分组及主题域见图 A.1。

图 A.1 数据分类与编码主题域分组及主题域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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