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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40784《信息技术 用于互操作和数据交换的生物特征识别轮廓》拟分为如下部分:
———第1部分:生物特征识别系统概述和生物特征识别轮廓;
———第2部分:机场雇员物理访问控制;
———第3部分:基于生物特征的海员验证和标识。
本部分为GB/T40784的第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IEC24713-1:2008《信息技术 用于互操作和数据交换的生物特

征识别轮廓 第1部分:生物特征识别系统概述和生物特征识别轮廓》。
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删除了7.1中容易引起歧义的一句话“此形式的接口可以(但不必)出现在同一个实体计算机

上,是最常见的接口形式,并被BioAPI规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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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分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北京眼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景联文科技有限

公司、天复(东莞)标准技术有限公司、北京万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曙光易通技术有限公司、深圳

市铭图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厦门乐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大学、云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

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惠州学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郑晓薇、钟陈、王思翔、王文峰、宋继伟、高健、杨春林、宋方方、郑城、张小亮、

杨占金、刘云涛、于雪平、韩烽、李清顺、吴影、周明亮、李军、刘刚、孙荣荣、罗中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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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T40784的本部分旨在形成用于互操作和数据交换的生物特征识别轮廓的多部分标准的概述

部分。它描述了使用多个生物特征识别标准的模式。本部分不是为了替代或反对其他生物特征识别标

准的任何其他部分,而是作为通用生物特征识别系统或标准化系统轮廓实施的参考指南。
本部分向用户提供关于生物特征识别系统的通用信息和指导,以及生物特征识别轮廓范围内多个

基础标准的使用,以支持生物特征识别应用和系统之间的互操作和数据交换。
本部分是由生物特征识别分委会开发的系列标准之一,支持生物特征识别应用和系统之间的互操

作和数据交换。该系列标准规定了解决生物特征识别应用于各种身份鉴别应用程序复杂性的要求,无
论此类应用程序是在开放系统环境中运行或由单个封闭系统组成。

注:开放系统建立在基于标准的公开数据格式、接口和协议之上,以促进数据交换和与其他系统的互操作,其他系

统可能包括不同设计或组件。封闭系统也可以建立在公共定义的标准上,且可包括不同设计或组件,但无需数

据交换和与任何其他系统的互操作。

生物特征识别数据交换格式标准和生物特征识别接口标准对开放系统环境中的生物特征识别系统

实现全面的数据交换和互操作是必不可少的。生物特征识别分技术委员会制定的生物特征识别标准中

包括由生物特征识别数据交换格式和生物特征识别接口组成的一套标准,也包括描述上述标准在具体

应用领域使用的生物特征识别轮廓。
———生物特征数据交换格式标准规定了不同生物特征模态的生物特征数据交换记录方法。事先就

生物识别数据交换格式标准中指定的生物识别数据交换记录达成共识的各方,应能对彼此的

数据进行解析和识别。如果各方依据生物特征识别数据交换格式标准搭建了系统,即使事先

就所使用的具体生物特征数据交换格式没有达成一致,各方也应能进行生物特征识别数据的

解析。
———生物特征识别接口标准包括公用生物特征识别交换格式框架(CBEFF)和生物特征识别应用

编程接口(BioAPI),用于支持在系统之间交换生物特征数据。CBEFF标准规定了标准化生

物特征信息记录(BIR)的基本结构,其中包括添加元数据的生物特征交换记录,例如采集时

间,有效期,是否被加密等。BioAPI标准规定了开放系统API,支持软件应用程序和底层生物

特征识别技术服务之间的通信。BioAPI还规定了BioAPI产生数据存储和传输的CBEFF-
BIR格式。

生物特征识别轮廓标准促进基础标准的实施(例如,生物特征识别分技术委员会的生物特征数据交

换格式标准和接口标准以及可能的非生物特征识别标准)。轮廓标准定义了应用程序的功能(例如,机
场员工的物理访问控制),然后说明了基础标准中特定选项的使用,以确保生物特征识别系统间的互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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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 用于互操作和数据交换的
生物特征识别轮廓 第1部分:生物特征

识别系统概述和生物特征识别轮廓

1 范围

GB/T40784的本部分规定了通用生物特征识别系统的功能模块和组件,明确各组件的显著特征。
同时结合生物特征识别相关的基础标准规定了通用的生物特征识别参考体系架构,支撑生物特征识别

系统间的互操作和数据交换。
本部分适用于指导生物特征识别系统接口、数据交换格式等基础标准的编制与实施,提升生物特征

识别系统间的互操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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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IEC19794-1:2006 信息技术 生物特征识别数据交换格式 第1部分:框架(Information
technology—Biometricdatainterchangeformats—Part1:Framework)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应用编程接口 applicationprogramminginterface;API
基于软件的接口,可用于应用程序和生物识别系统之间的通信和连接。
注1:API是计算机代码,可由应用开发者使用。API兼容的任何生物特征识别系统都能被应用开发者增加或

替换。

注2:API根据程度描述为高级或低级,高级意味接口贴近于应用,低级意味接口贴近于设备。

3.2 
应用程序 application
实现并满足广泛需要的硬件/软件系统。
注:本文所说的应用程序包含生物特征识别系统,该系统可以满足最终用户对身份核对/识别相关的部分要求,使

用最终的用户识别码,使用户与系统交互变得更为方便。

示例:启用生物特征识别的工时及出勤系统有一个通用的要求,它需要记录下每一位员工的上下班时间,员工因而

可以获得准确的工资数额。当雇员进入和离开工作地点时,便与生物识别设备进行了交互,该系统则启用生物特征识别

来核对该员工识别码,即系统中已关联的用于验证“最终用户”身份的雇员身份代码。

3.3
基础标准 basestandard
包含选项元素的基本标准。
注:基础标准可以在不同的应用程序中使用,对每个应用程序,在标准化轮廓中固定可选元素是适用的,以便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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