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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防战备物资核心元数据》 

国家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标准制定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人民防空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危、事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

果。在全球现代化、经济化飞速发展的今天，我国人防的工作使命由

二十世纪初的保卫国土、防止侵略战争，发展到现在防备因先进技术、

经济全球化发展对我国人民带来的来自空中袭击的危害。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要转变人防建设发展方式，树立和落实新发展理念，深化

改革，推进军民融合，努力实现更好质量、更高效益、更可持续的发

展。”随着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城市人民防空袭斗争对战争信息的获

取、传输和处理要求越来越高，指挥和协调需要信息作保障，只有情

报信息及时、准确，才能有效地组织城市人民防空袭斗争。 

当前，信息管理、数据挖掘、存储、处理等信息技术发展与应用

对当今社会的组织结构、国家的治理模式带来了深刻的变革，国家高

度重视以信息管理、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数据建设。大

数据技术驱动下的信息化建设成为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主题。 

在人防工作中，只有拥有足够庞大且真实的情报数据量，并运用

大数据技术及时开发和利用情报数据资源，才能获得拥有情报信息优

势、支撑决策层及时准确地制定作战任务。可以说，大数据的灵活应

用支撑了人防建设各方面的基础工作和事业发展，人防大数据描述、

处理及应用的一致性，对于正确分析预测人防信息，辅助决策层在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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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内迅速而精确制定决策策略，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中，人防战备物资作为一项重要的基础性物质资源，其信息化

建设和数据资源建设对人防工作在重点经济目标防护、城市应急救援

以及公共应急处理等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作为人防大数据的

有机组成部分，人防战备物资数据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不仅是人防

各项工作及其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基础设施，更是关乎人防战备物资质

量、保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和军事战争中的物资供给的关键信息要

素。 

人防战备物资库信息化建设中，统一的数据描述是信息化建设的

基础，如果缺少对于关键、核心的人防战备物资数据一致性描述，将

导致战备物资信息五花八门，准确性、全面性缺乏保障，致使战备物

资信息无法有效交换，数据共享及汇总程度不高，难以准确、及时、

有效地支持人防战略决策。然而，目前在实践中，人防战备物资元数

据相关国家、行业标准的缺失，使得在人防战备物资信息化和数据建

设过程中，存在着数据信息项不相同、描述各有侧重、数据结构和关

联不一致等问题，给上下级机构、不同业务部门的战备物资信息系统

间进行数据交换共享、开展大数据应用服务等造成一定困难，阻碍了

大数据背景下人防战备物资数据建设与应用服务。因此，开展人防战

备物资核心元数据国家标准研制能够进一步对人防工作做好支撑和

服务。 

2、主要工作过程 

在调研并整理人防战备物资类别、信息分类及管理、信息数据管

理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已有标准文献资料，从人防战备物资资

源分类、信息化、数据模型及相关标准入手，开展人防战备物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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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数据标准研制。 

1、2018 年，调研阶段。由贵阳市人民防空办公室、中国标准化

研究院、湖北省标准化与质量研究院等单位承担本标准主要研制任

务，并成立标准起草组开始标准起草工作，开展标准调研、资料收集、

需求分析等工作。 

2、2019 年 2 月-2019 年 5 月，标准研究编写阶段。标准起草组

依据前期调研的资料，确定本标准的研制的内容范围，研究相关人防

战备物资核心元数据模型，制定元数据数据字典，形成标准草案。 

3、2019 年 6 月-2019 年 10 月，标准讨论及修改阶段。标准起草

工作组召开内部研讨会，征求领域内专家意见，对标准内容进行进一

步的研究，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4、2019 年 11 月-12 月，标准征求意见阶段。标准起草组邀请领

域相关专家集中对标准征求意见稿进行讨论，并根据国家标准制定程

序及要求，面向全国征集意见。 

5、2020 年 1 月-3 月，标准完善修改阶段。拟根据征集的意见，

结合人防战备物资数据建设实际对标准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标准送审

稿。 

6、2020 年 4 月-6 月，标准专家评审阶段。拟根据国家标准制定

程序，开展标准专家评审，并针对专家意见修改标准。 

7、2020 年 7 月，标准报批阶段。根据专家评审阶段专家的意见，

进一步完善修改标准后，形成标准报批稿，进行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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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1、编制原则 

按照 GB/T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

编写》的要求和规定编写本标准内容。 

本标准应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同时应充分考虑到现阶段我国人

防战备物资分类管理以及使用的可行性和需求，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2、标准主要内容与确定论据 

2.1 标准主要内容及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人防战备物资信息的核心元数据及其描述,包括元

数据的数据结构和数据字典，并给出了元数据的扩展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人防战备物资数据的管理、维护与运营等。 

2.2 标准主要内容的确定 

1、标准给出了元数据描述方法。标准采用统一建模语言（UML）

图的形式提供元数据模式，用于完整定义人防战备物资核心元数据的

整体抽象模型。本标准采用数据字典定义和描述元数据，每个 UML 模

型图在数据字典中有一个元数据子集，每个 UML 模型类等于数据字典

中的一个元数据实体，每个 UML 模型类属性等于数据字典中的一个元

数据元素。带阴影的行定义元数据实体。数据字典中的元数据实体和

元数据元素用中文名称、英文名称、定义、数据类型、域、约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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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出现次数等 7 个属性定义。 

2、标准给出了人防战备物资核心元数据结构、描述、数据字典和

代码表。标准定义了描述人防战备物资数据所需要的核心元数据，它

由一个或者多个元数据子集（UML 包）构成，后者包含一个或多个元

数据实体（UML 类）。人防战备物资核心元数据由人防战备物资核心

元数据实体信息集、人防战备物资基本信息集、人防战备物资分类信

息集和人防战备物资状态信息集等 UML 包构成。 

 

图1 人防战备物资核心元数据实体信息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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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人防战备物资基本信息 

 

图3 人防战备物资分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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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人防战备物资状态信息 

标准提供“代码表”和“枚举”两种构造型类，它们的代码值是

规范性的。其中，“枚举”是封闭不可扩展的，“代码表”是可以扩展

的，用户对代码表的扩充应遵循附录 A 和 GB/T 18391 第 1 部分到第

6 部分中阐明的规则。 

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本标准为首次自主制定，不涉及国际国外标准采标情况。 

四、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比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15 条、18 条、21 条、39 条中涉及到的人防物资管理的相关条文，

确保标准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

求。 

本标准的实施不涉及对现行标准的废止情况。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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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六、标准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建议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发布实

施。 

七、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针对人防战备物资核心元数据制定的标准，为推荐

性标准，建议率先在贵阳市人防大数据建设中应用实施，再逐渐推广

到行业内机构实施本标准,并将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好的改进建

议反馈起草组以便进一步对本标准进行不断的修订和完善。 

在技术上，在标准实施过程中，按照本标准中给出的人防战备物

资核心元数据逐步对人防大数据建设中的物资数据描述不一致的情

况进行规范统一。通过本标准的实施，尽可能的推动实现不同区域、

不同层级人防战备物资数据可交换可共享。 

八、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不涉及对现行标准的废止。 

 

 

《人防战备物资核心元数据》标准起草组 

2019 年 10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