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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知识图谱的突发事件应对标准数字
化技术规程》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起草单位，协作单位，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提出、由中国科技产业化促

进会归口以及组织实施。主要起草单位包括中国标准化研究

院、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北京

邮电大学、清华大学、湖北省标准化与质量研究院、福建省

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应急管理部大数据中心、北京辰安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当前我国灾害事故越来越复杂多变，公共安全形势依然

严峻，新时代背景下对应急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要实施精准治理，预警发布要精准，抢险救援要

精准，恢复重建要精准，监管执法要精准”。标准是实现精

准治理的有效支撑手段，但应急领域标准具有专业性强、复

杂度高、涉及主体多等特点，在实际应用中不能满足应急响

应快速性和精准性要求。标准数字化可实现标准知识之间的

映射融合，对于面向用户需求的响应具有重要作用，已成为

ISO、IEC 等国际标准化组织和主要发达国家标准化机构的热

点议题及发展方向。标准数字化转型与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

现代化的要求正相适应，开展突发事件应对数字化转型工作，

具有很强的引领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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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标准数字化转型工作刚刚起步，还没有针对标准数

字化的规范化要求，突发事件应对领域急需标准数字化转型，

为应急提供高效精准的标准化支撑。因此，率先在该领域研

制规程标准，实现突发事件应对标准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

意义而且急需。

三、主要工作过程

（一）前期准备阶段

2023 年 5 月，成立了标准编制组，标准主持人结合工作

情况，对标准起草工作按工作内容、时间进度进行了安排部

署。

（二）调研阶段

2023 年 6 月，针对数字化转型、突发事件应对领域数字

化技术、标准数字化技术和规程等多个方面，开展相关国内

外标准调研。

（三）内部研讨

2023 年 7 月-8 月，标准编制组内部开展针对标准框架、

标准定位、技术内容的内部研讨 10 余次，针对突发事件应

对标准数字化流程的关键要素进行细致分析，对要点内容进

行一一研讨。

（四）标准草案稿

2023 年 9 月，标准编制组先后通过多种方式征求相关专

家的相关意见和建议。标准编制组在整理专家意见和技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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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基础上，编制完成草案稿。

（五）征求意见

2023 年 10 月-2024 年 4 月，标准组织进行意见征求，

共计收到征求意见 13 条，采纳 12 条，不采纳 1 条，根据征

求的意见，编制完成了送审稿。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

系

1.本标准按 GB/T1.1-2020 给出的原则和要求进行编写。

2. 本标准引用了 GB/T 37967—2019 《基于 XML 的国家

标准结构化置标框架》的相关内容。

3.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证的论

述

（一）范围说明

本文件规定了采用知识图谱技术进行突发事件应对标准

数字化处理的基本流程、知识建模、知识获取、知识融合、

知识存储、知识演化和成果验收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采用知识图谱技术对突发事件应对标准进

行数字化加工和处理。

（二）条款内容说明

1 范围

主要内容：本文件规定了采用知识图谱技术进行突发事



4

件应对标准数字化处理的总体要求和基本流程、数字化处理

过程中的技术要求和数字化成果的验收。本文件适用于采用

知识图谱技术对突发事件应对标准进行数字化加工和处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引用的 1 个规范性文件： GB/T 37967—2019 《基于 XML

的国家标准结构化置标框架》。

3 术语和定义

主要内容：描述适用于本文件的术语和定义，包括标准

数字化、突发事件应对、知识建模、知识获取、知识融合、

知识存储和知识演化。

4 总体要求

主要内容：从通用性、基础性和规范性三个角度分三个

小节规定了基于知识图谱进行突发事件应对标准数字化处

理和加工的总体要求。

5 基本流程

主要内容：描述了基于知识图谱进行突发事件应对标准

处理和加工的基本流程，包括：知识建模、知识获取、知识

融合、知识存储和知识演化。

6 突发事件应对标准知识建模

6.1 标准结构要素知识建模

主要内容：依据 GB/T 1.1 界定了标准结构要素的组成

内容，进而依据标准结构要素的内容和逻辑关系，通过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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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结构要素知识范畴内的关键术语和定义实体类别、属性

和关系，确定并创建标准结构要素本体模型。

6.2 标准核心技术要素知识建模

主要内容：基于突发事件应对领域知识，结合突发事件

应对标准内容和应用需求，查找现有可复用本体模型，并通

过扩展和继承的方式构建实体类别层次体系，并定义实体类

别的属性、关系和描述应用需求相关的公理和规则，最终确

定并创建标准核心技术要素本体模型。

6.3 知识建模活动输出

主要内容：基于突发事件应对标准结构要素与核心技术

内容之间的逻辑关联，建立突发事件应对标准结构要素本体

模型与核心技术内容本体模型中实体之间的关联关系，输出

突发事件应对标准本体模型。

6.4 质量评估

要内容：采用专家评估或其他方式对突发事件应对标准

本体模型的合理性、可用性、完整性、可拓展性、兼容性、

可复用性和简洁性进行评估，并进行优化。

7 突发事件应对标准知识获取

7.1 知识获取的内容和要求

主要内容：突发事件应对标准知识获取内容主要包括标

准中文本内容知识获取、表格内容知识获取、图内容知识获

取和数学公式知识获取，应基于突发事件应对标准本体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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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相应知识获取方法对突发事件应对标准知识进行细粒

度拆解，实现知识单元的输出。

7.2 文本内容知识获取

主要内容：文本内容知识获取可划分为标准结构要素文

本内容和核心技术文本内容知识获取，结构要素文本内容可

基于标准结构要素本体模型采用标准结构化处理和解析或

基于规则的方法进行知识获取；核心技术要素文本内容应基

于突发事件应对标准本体模型，依据知识的复杂度分别采用

基于深度学习和基于规则的方法进行知识获取。

7.3 表格内容知识获取

主要内容：标准中表格内容的知识获取采用计算机自动

抽取和人工校对相结合的方式。

7.4 图内容知识获取

主要内容：标准中图内容的知识获取主要通过图格式转

化和图理解，为图创建标识符，从而建立实体，并于其他实

体建立关联，实现图内容的知识获取。

7.5 数学公式知识获取

主要内容：标准中数学公式的知识获取通过公式表示，

为公式创建标识符，从而建立实体，并关联其他实体，进行

知识获取。

7.6 质量评估

主要内容：质量评估方法包括将获取知识单元与人工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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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进行比较、关系约束校验和属性约束校验，质量评价

指标包括：精确率、召回率和 F1 测量值等。

8 突发事件应对标准知识融合

8.1 实体对齐

主要内容：通过识别出突发事件应对标准知识获取活动

输出的知识单元中等效的实体进行知识融合，实现实体对齐。

8.2 知识一致性校验

主要内容：通过检查和验证突发事件应对标准知识获取

活动输出的知识是否存在矛盾或冲突，以确保知识的一致性

和可靠性。

9 突发事件应对标准知识存储

9.1 执行存储操作

主要内容：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标准存储和应用需求选择

数据存储系统，将突发事件应对标准知识录入数据存储系统，

进而基于数据存储系统实现突发事件应对标准知识图谱的

存储、可视化和查询等功能。

9.2 存储管理

主要内容：对突发事件应对标准知识存储过程进行记录，

同时建立数据安全机制，保障数据存储安全。

10 突发事件应对标准知识演化

10.1 知识更新

主要内容：针对已修订和新发布的突发事件应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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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进行知识变更和新增，严格控制与原有知识的关联性和冲

突性。

10.2 知识图谱版本管理

主要内容：对知识更新过程进行记录，并对更新后的知

识图谱进行版本管理。

11 数字化成果验收

11.1 验收方式

主要内容：应采用计算机自动检验和人机交互检验相结

合的方式对基于知识图谱的突发事件应对标准数字化成果

进行验收。

11.2 验收内容

主要内容：突发事件应对标准数字化成果验收的内容包

括：最终形成的突发事件应对标准知识图谱、数字化处理各

环节的输出结果和过程记录。

11.3 验收指标

主要内容：对突发事件应对标准数字化成果的验收抽检

比率和合格率进行规定。

11.4 验收结论

主要内容：突发事件应对标准数字化成果质量检验达到

11.2 和 11.3 的要求,予以验收“通过”。验收未通过应视情

况进行返工或修改后,重新进行验收。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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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七、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

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八、实施标准的措施(政策措施/宣贯培训/试点示范/配套资

金等)

（1）宣贯培训：标准发布后，召开标准宣贯会，对相关

组织机构进行培训和宣传普及。

（2）指导措施：对团体标准的实施建立指导措施。

九、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