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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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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是DB52/T 1628《电梯应急救援处置服务平台》的第3部分。DB52/T 1628已经发布了以下部

分： 

－—第1部分：总体架构； 

——第2部分：建设与运行规范； 

——第3部分：数据规范； 

——第4部分：应急救援处置热线服务规范； 

——第5部分：电梯救援标识牌规范。 

本文件由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大数据中心、贵州省市场监管专业技术人才开发中心、贵州省

纤维检验局、贵州省标准化院、贵州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贵州邦宁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洪潇、潘胜荣、张继胜、徐敏、唐健、周烨、刘晓滨、刘乾坤、李炜、苏绍涛、

李庆、张佳莉、朱耀、张宇、黄徐瑞晗、胡俊、李良懿、陈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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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 言 

电梯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与生活质量。随着贵州经济高

质量发展，全省电梯数量急速增长，故障或停电等因素导致电梯困人事故也越来越多，若不及时安抚和

救援，被困人员的自救行为将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为安全、高效、科学地实施电梯应急救援处置服务，

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大数据中心联合有关单位积极探索、总结经验，依据相关规定制定了DB52/T 1628《电

梯应急救援处置服务平台》，本标准由以下5个部分组成： 

—— 第 1 部分：总体架构； 

—— 第 2 部分：建设与运行规范； 

—— 第 3 部分：数据规范； 

—— 第 4 部分：应急救援处置热线服务规范； 

—— 第 5 部分：电梯救援标识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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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文

本文

2 规范

下列

仅该日期

文件。 

DB5

DB5

3 术语

下列

 3.1 

数据

面向

 3.2 

结构

一种

关系模型

 3.3 

数据

基于

 3.4 

数据

运用

 

 

文件规定了电

文件适用于电

性引用文件 

列文件中的内

期对应的版本

2/T 1541.2-

2/T 1540.3-

和定义 

列术语和定义

据归集 data 

向特定场景或

构化数据 str

种数据表示形

型予以有效描

据采集 data 

于数据分析结

据清洗加工 d

用一定方法修

电

电梯应急救援

电梯应急救援

内容通过文中

本适用于本文

-2020  政务

-2020  政务

义适用于本文

merger 

或领域对数据

ructured da

形式，按此种

描述。 

collection

结果，明确待

data cleani

修正识别到的

电梯应急
第 3部

援处置服务平

援处置服务平

中的规范性引

文件；不注日

务数据平台  

务数据  第3部

文件。 

据进行采集、

ata 

形式，由数据

n 

待采集数据的

ing and pro

的数据问题，

  

急救援处置
部分：数

平台的数据归

平台的数据管

引用而构成本

期的引用文件

第2部分：数

部分：数据清

清洗加工和

据元素汇集而

的存储结构和

ocessing 

提高数据质

置服务平
数据规范

集、数据交换

理。 

文件必不可少

件，其最新版

数据归集规范

清洗加工规范

整合的活动

而成的每个记

采集策略。

量的过程。

平台 
 

换和数据安全

少的条款。其

版本（包括所

范 

范 

。 

记录的结构都

DB52/T 16

全。 

其中，注日期的

所有的修改单

都是一致的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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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用文件，

单）适用于本

并且可以使用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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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5 

数据安

数据的

 3.6 

数据同

根据数

4 数据归集

归集流4.1 

数据归

a) 源

b) 按

c) 对

d) 数

数据采4.2 

4.2.1 分析

4.2.1.1 应

4.2.1.2 应

4.2.1.3 应

4.2.1.4 应

4.2.2 数据

4.2.2.1 应

4.2.2.2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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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data sa

的保密性、完

同步频率 dat

数据变化的情

集 

流程 

归集流程见图

源数据经数据

按附录 A 的要

对清洗加工后

数据发生变化

采集 

析数据 

应对源数据涉

应对源数据的

应对源数据的

应对源数据中

据存储 

应根据源数据

应根据数据访

fety 

整性和可用性

a synchron

况和实时性要

1，包含以下

据采集存入采

要求清洗加工

后的数据进行

化时，应及时

涉及到的业务

的存储位置、

的含义、类型

中存在的关联

据选择匹配的

访问频率选择

性不受到损害

ization fre

要求，进行实

下内容： 

集库； 

数据，存入资

个性化面向应

进行数据同步

图1 数

务进行分析。

接入方式进

型、长度、结

联关系进行分

的类型、长度

择适宜的存储

害。 

equency 

实时或定时数

资源库； 

应用、业务的

步。 

数据归集流程

 

进行分析。

结构进行分析

分析。 

度、精度存储

储介质。 

数据同步的频

的整合，最终

程图 

析。 

储数据。 

频次。 

终数据存放在在主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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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4.2.3.1

4.2.3.2

4.2.4 

4.2.4.1

4.2.4.2

数4.3 

应符

数4.4 

应符

数4.5 

4.5.1 

应根

4.5.2 

应根

5 数据

数5.1 

应符

数据

字符

整

浮点

日期

时间

日期时

布尔

数5.2 

5.2.1 

数据、救

5.2.2 

采集策略 

 应根据数据

 应在部门业

采集方式 

 应建立源数

 应根据数据

据清洗加工 

符合DB52/T 

据整合 

符合DB52/T 

据同步 

数据同步方式

根据实际情况

数据同步频率

根据实际情况

内容及质量 

据类型 

符合表1的要求

据类型 

符型 

整型 

点型 

期型 

间型 

时间型 

尔型 

据内容 

电梯应急救援

救援单位数据

用于归集的数

据更新频率和

业务系统相对

数据库与目标

据量和实时性

1540.3-2020

1541.2-2020

式 

况选择增量或

率 

况选择适宜的

求。 

标识 

C 由

N 由

F 用

D 标

T 标

DT 标

B 由

援处置服务平

据、救援派工

数据结构应符

和实时性要求

对空闲时段采

标数据库之间

性要求选择相

0的规定。 

0的规定。 

或全量同步。

的数据同步频

由中英文字符、

由任意数量0到

用浮点数字类型

标识日期类型，

标识时间类型，

标识日期时间类

由1或0、true或

平台上归集的

工单信息、语

符合附录 A的

求制定相应的

采集源数据。

间的数据结构

相应的采集方

 

频率。 

表1 数据类

数字和特殊字

到9数字组成 

型标识的数字

格式为YYYY-

格式为hh:mm

类型，格式为Y

或false表示的

的数据内容应

语音信息和电

的要求，电梯

的采集策略。

 

构映射，通过

方式。 

类型 

描述

字符组成 

-MM-DD 

m:ss 

YYYY-MM-DD hh

的类型 

应包括电梯档

梯健康度数据

梯故障原因分

 

过数据库同步

述 

h:mm:ss 

档案数据、监

据等。 

分类代码应符

DB52/T 16

步进行采集。

监察人员数据

符合附录 B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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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位



ww
w.
bz
fx
w.
co
m

DB52/T 162

4 

数据质5.3 

5.3.1 应对

5.3.2 应制

5.3.3 应根

5.3.4 应建

6 数据交换

交换流6.1 

交换流

方返回相应

关系映6.2 

源数据

交换格6.3 

6.3.1 报文

6.3.1.1 数

6.3.1.2 回

6.3.1.3 回

6.3.2 接口

6.3.2.1 电

6.3.2.2 监

6.3.2.3 使

6.3.2.4 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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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 

对数据字典定

制定数据质量

根据制定的数

建立关键数据

换 

流程 

流程见图2，应

应的传输结果

映射 

据库与目标数

格式 

文 

数据提供方发

回复报文内容

回复报文内容

口格式 

电梯档案数据

监察人员数据

使用单位数据

救援单位数据

定期维护。 

量标准并定期

数据质量标准

据质量异常告

应通过接口方

。 

数据库应建立接

发送的请求报

容应包含响应

容应包含回复

据接口格式应

据接口格式应

据接口格式应

据接口格式应

期进行优化和

准对数据进行

告警机制。

方式交换数据

图2

接口字段关系

报文内应包含

应状态代码和

复数据的主体

应符合附录 C

应符合附录 C

应符合附录 C

应符合附录 C

和维护。 

行质量监控和

据，数据发送

交换流程图

系映射。 

含双方约定的

和响应结果文

体内容。 

C 中 C.1 的要

C 中 C.2 的要

C 中 C.3 的要

C 中 C.4 的要

和管理。 

送方通过Restf

图 

的申请参数。

文字说明。 

要求。 

要求。 

要求。 

要求。 

ful Api接口

  

 

传输数据，数数据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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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应符

7 数据

数7.1 

7.1.1 

7.1.2 

7.1.3 

7.1.4 

数7.2 

7.2.1 

7.2.2 

7.2.3 

数7.3 

7.3.1 

7.3.2 

7.3.3 

验。 

 

响应状态代码

符合附录C中C

安全 

据传输 

应采用密码技

应采用安全协

应提供对传输

应部署相关设

据存储 

应建立各类数

应提供工具支

应具备多用户

据备份和恢复

应建立数据备

应定期检查数

应定期进行数

码 

C.5的要求。

技术保障数据

协议保障数据

输通道两端进

设备对网络可

数据存储系统

支撑存储介质

户数据存储安

复 

备份和恢复的

数据备份存储

数据恢复测试

 

据在传输过程

据在传输过程

进行主体身份

可用性及数据

统的安全配置

质及逻辑存储

安全隔离能力

的技术工具并

储介质，确保

试，确保备份

程中的机密性

程中的安全性

份鉴别、认证

据泄露风险进

置规则。 

储空间的安全

力。 

并支持本地和

保进行数据恢

份数据能进行

性。 

性。 

证的技术方案

进行防范。

全管理。 

和异地数据灾

恢复时备份可

行正常的恢复

案和工具。 

灾备。 

可用。 

复，数据恢复

DB52/T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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