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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等同采用国际标准ＩＳＯ／ＩＥＣＴＲ１００３２：２００３《信息技术　数据管理参考模型》。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代替ＧＢ／Ｔ１８２１９—２０００。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在前一版的基础上没有技术上的改动，仅对前一版翻译不准确的术语和行文加

以修改；标准性质由推荐性标准改为指导性技术文件。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附录Ａ和附录Ｂ是资料性附录。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提出。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由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所归口。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所。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主要起草人：王静。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所代替标准的历次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８２１９—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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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规定数据管理的参考模型时我们看到，不同的数据管理系统的实现者会采用不同的术语来规定

或引用相似的数据管理功能，而且，同样的术语也常常用以描述不同的功能。显然，我们必须使数据管

理功能标准化。本指导性技术文件充当了这一角色，即表述了一个数据管理的参考模型，并且定义了本

模型适用的范围。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定义数据管理的参考模型。当同时考虑现有标准和将出现的标准时，它提供一

个以数据管理为目的的协调各标准的公共基础。

术语“数据管理”包括描述、创建、修改、使用和控制信息系统中的数据。这种数据管理功能可以作

为信息系统应用的公共服务来执行。或者，每一次应用可定义和控制与它相关的数据。在数据管理功

能作为公共服务来执行的情况下，提供用于数据访问和控制的标准化设施更加可取，以实现数个用户对

数据的共享。这样的标准化需要决定一些接口，以便利制定各项有关标准。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的目标是在第１章规定的范围内提供一个可用于下述各项的框架：

ａ）　接口标识；

ｂ）　定位所有彼此相关的接口；

ｃ）　标识在每一接口上提供的设施；

ｄ）　标识支持每一接口的进程，并且在适当的时候标识这种支持所需数据；

ｅ）　定位信息系统生存周期中接口的使用；

ｆ）　对与每一已适当标识的接口关联的绑定选项加以标识。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有三个应用于数据管理标准化的主要目标：

ａ）　资源共享能力；

ｂ）　使支持一个信息系统生存周期的开销最小；

ｃ）　优化使用标准化的成果。

资源共享能力的目标不仅应用于数据库中由数据表示的信息资源，还应用于第６章描述的那种处

理器资源。我们特别强调处于不同位置的信息资源和由不同软硬件开发的信息资源的共享。资源共享

的能力最终归结于访问控制。

使得支持一个信息系统的开销最小的目标适用于该信息系统生存周期的所有阶段，包括设计、开

发、操作和维护的开销。

最优化使用标准化成果的目标是指减少所需要的标准的个数和简化这些标准的内容。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为制订或改进标准划定了一个范围，并提供一个维护所有相关标准一致性的公

共框架。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提供了一个框架，它使各专家小组在为信息系统的各个部分制订相应标准时独

立而有效的开展工作。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有充分的余地适应技术发展而进行相应的新标准的制订。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中给出的数据管理参考模型的描述如下：

———第４章介绍了数据管理和基于信息系统的需求；

———第５章解述了该参考模型中所需的数据概念以及它们是如何相关的，还阐述了进程的概念；

———第６章提供一个体系结构模型，其中可放入与数据管理相关的不同数据和处理组件；

———第７章描述了数据管理标准化的目标和原则；

———附录Ａ是相关标准的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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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Ｂ说明了现有的和未来的标准是如何与第６章中描述的体系结构模型相关的。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规定了数据管理提供的服务类，它还提供了一个框架，描述这些类之间相关联的

方式。尽管如此，数据管理并不是独自存在，而是像第４章中描述的那样存在于一个提供其他服务（如

数据存储和数据通信）的环境中。

附录Ａ列举了相关的数据管理标准；附录Ｂ描述数据管理参考模型的体系结构与现有的和正在制

订的数据库标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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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　数据管理参考模型

１　范围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定义了数据管理参考模型。它建立了一个框架，用于协调信息系统中为管理持

久数据而制订的现有和未来标准。现有的数据管理标准参见附录 Ａ。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定义了有关信息系统中保有的所有数据的公共术语和概念。这些概念用来更加

具体地定义由特殊数据管理组件（如数据库管理系统或数据字典系统）提供的服务。这些有关服务的定

义所规定的接口，可作为未来标准化的主题。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未规定数据管理的服务和协议。本文件既不是各种系统的实现规范，也不是评

定实现的符合性的依据。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的范围中所包括的一些进程，与处理持久数据及其与特定信息系统的要求所特

有的进程的交互有关。这包括公共数据管理服务，例如定义、存储、检索、更新、维护、备份、恢复和通信

应用以及字典数据和与之通信所要求的服务。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的范围顾及了位于一个或多个计算机系统上的数据管理标准，包括分布式数据

库管理的服务。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的范围不包括通常由操作系统提供的公共服务，例如与特定类型的物理存储设

备、存储数据的特定技术以及通信和人机界面的特定细节有关的进程。

数据管理标准定义了界面上提供的服务。对进程如何实现则不作限制。

２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指导性技术文件。

２．１

访问控制　犪犮犮犲狊狊犮狅狀狋狉狅犾

防止对资源的未授权使用的技术，包括防止以未授权方式使用资源的情况。对数据管理的目的来

说，访问控制关系到能由得到授权的数据访问并防止未授权的访问。访问控制确定用户可完成的进程。

２．２

访问控制数据　犪犮犮犲狊狊犮狅狀狋狉狅犾犱犪狋犪

与定义或修改访问控制特权关联的数据的汇集。

２．３

访问控制机制　犪犮犮犲狊狊犮狅狀狋狉狅犾犿犲犮犺犪狀犻狊犿

可用于实施行安全策略的机制。

２．４

应用　犪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

与信息系统特定要求有关的数据操纵和处理的操作。

２．５

应用进程　犪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狆狉狅犮犲狊狊

针对特殊信息系统要求的特定进程。

２．６

应用系统　犪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狔狊狋犲犿

应用进程的汇集，这种汇集利用由人机界面、通信设施和数据管理系统提供的服务，完成满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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