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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国家粮食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粮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70)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南京财经大学、江苏省粮油信息中心、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南京攀登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中储粮成都粮食储藏科学研究所、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曹杰、马福民、赵会义、韩忠愿、毛波、刘金良、李燕、章磊、高魏、赵小军、申冬琴、

徐彩云、张庆、潘迪、吴俊杰、赵慕阶、邓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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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信息术语 通用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粮食行业信息化所涉及的感知层、传输层、数据分析层、平台层、应用层定义。
本标准适用于粮食行业信息化设计、开发、建设、实施和维护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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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5271.1—2000 信息技术 词汇 第1部分:基本术语

GB/T8567—2006 计算机软件文档编制规范

GB50395—2007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A/T644—2006 电子巡查系统技术要求

3 感知层术语

3.1 
电子标签 electronictag
由耦合元件及芯片组成,每个标签具有唯一的电子编码,高容量电子标签有用户可写入的存储空

间,附着在物体上以标识目标对象。

3.2 
射频识别系统 radiofrequencyidentificationsystem;RFID
一种非接触式的自动识别技术,它通过射频信号自动识别目标对象,对粮食出入库等环节的各项数

据进行自动采集。射频识别系统主要由电子标签、天线、读写器和主机等组成。

3.3 
EPC产品电子代码 electronicproductcode;EPC
EPC的载体是RFID电子标签,并借助互联网实现信息的传递。EPC用于为产品建立全球的、开

放的标识标准,实现全球范围内对单件产品的跟踪与追溯,从而有效提高供应链管理水平、降低物流

成本。

3.4 
传感器 sensor
可感受外界的各种物理量(如光、热、湿度等)、化学量(如烟雾、气体等)、生物量等非电量模拟

信号并将其转换成模拟量电量的设备。可用于感知粮库的温度、湿度状况,粮食的品质变化等粮

情检测。

3.5 
便携式无线终端 portablewirelessterminal
便于携带的无线数据处理终端,可用于粮食采购、出入库等流通运输环节信息的登记。

1

LS/T1808—2017



3.6 
无线传感器节点 wirelesssensornode
集成了用于传输粮情信息的无线通信模块和用于感知粮情信息的传感器模块,实现对所部署的周

围环境的感知,同时可对感知数据进行处理及传输。

3.7 
无线传感器网络 wirelesssensornetwork;WSN
由部署在粮食监测区域内的传感器节点组成,通过无线通信方式形成的一个多跳的、自组织的网络

系统,其目的是协作地感知、采集和处理网络覆盖区域中被感知对象的信息。

3.8 
地感线圈车辆检测器 sensecoilbasedvehicledetector
基于地感线圈技术的出入库车辆信息检测装置。

3.9 
指纹识别器 fingerprintreader
利用人的指纹具有各不相同的特点进行身份识别的一种精密电子仪器,包括采集指纹图像、提取指

纹特征、保存数据和进行指纹比对等功能。

3.10 
视频监控设备 videosurveillanceequipment
利用视频手段对目标进行监视和信息记录的设备。

3.11 
数字录像设备 digitalvideorecorder;DVR
利用标准接口的数字存储介质,采用数字压缩算法,实现视(音)频信息的数字记录、监视与回放的

视频设备。

3.12 
二维码 quickresponsecode
用特定的几何图形按一定规律在平面(二维方向)上分布的黑白相间的图形。它用符号标记物品来

实现对粮食的描述和自动识别。

3.13 
库存识别代码 stockidentificationcode
以货位为基本单位,记录粮食收购入库、出库、加工流通等环节信息的唯一标识。

3.14 
红外感应器 infraredsensor
利用红外线的物理性质来进行测量的传感器,用于感知人员的进出及虫鼠等生物的入侵情况。

3.15 
卫星定位系统 satellitepositioningsystem
提供全球性、全能性、全天候性的导航定位、定时、测速等功能,对粮食运输过程的定位跟踪。

3.16 
巡查信息采集装置 inspectioninformationacquisitiondevice
离线电子巡查系统中,用于采集、存储和处理巡查信息的设备。

3.17 
识读装置 readerdevice
巡查信息离线电子巡查系统中,用于识读、采集、存储巡查信息,并与管理终端进行通讯(有线/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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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的设备。

3.18 
识别物 identificationobject
在线电子巡查系统中,供识读装置识别巡查信息的载体。

3.19 
巡查管理终端 inspectionmanagementterminal
对巡查信息进行搜集、存储、处理和显示的设备。

4 传输层术语

4.1 
数据传输终端 datatransmissionterminal
将感知层数据传输至相应存储和处理平台的终端模块,可用于粮食出入库和仓储等不同阶段收集

数据的传输。

4.2 
本地服务器 localserver
用于存储和处理粮食数据传输终端发送来的数据信息并为用户提供服务的本地计算机,一般运行

在粮食业务部门局域网内部。

4.3 
云计算服务器 cloudcomputingserver
以互联网为基础,运行于远程的网络节点,用于粮食信息数据存储和处理。

4.4 
有线通信 wiredcommunication
利用金属导线、光纤等有形媒质进行信息交换的一种通信方式。

4.5 
无线通信 wirelesscommunication
利用电磁波信号可以在空间中传播的特性进行信息交换的一种通信方式。

4.6 
近场通信 nearfieldcommunication;NFC
近距离无线通信技术

其基础是RFID和互联技术,允许电子设备之间进行非接触式点对点数据传输和交换,可用于粮食

出入库环节的身份认证、粮食销售环节的电子支付等。

4.7 
通信协议 communicationprotocol
双方实体完成通信或服务所必须遵循的规则和约定。

4.8 
Zigbee协议 Zigbeeprotocol
一种基于IEEE802.15.4标准的短距离、低功耗无线传输协议,适用于粮库无线传感器网络中节点

间的协调通信。

4.9 
虚拟专网 virtualprivatenetwork;VPN
基于数据包加密、数据包目的地址转换等技术,在公用网络上建立的专用网络,可用于粮食业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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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人员或行业监管人员远程访问内网的服务器资源。

4.10 
数据传输质量 datatransmissionquality
数据在网络传输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反映粮食流转各阶段的信息在网络传输中发生变化的

程度。

4.11 
数据加密 dataencryption
通过加密算法和加密密钥,将待传输的明文转换为密文,保证粮食流转各阶段信息数据传输的安

全性。

4.12 
网络编码 networkcoding
一种融合了路由和编码的信息交换技术,通过在网络中的各个节点上对各条信道上收到的信息进

行线性或者非线性的处理,然后转发给下游节点,提高粮食流转各阶段信息数据传输速率和安全性。

4.13 
仓储企业信息元数据 metadataofstorageenterpriseinformation
包括仓储企业名称、经济类型、地址、固定资产、注册资本等一系列与仓储企业有关数据的数据

类型。

4.14 
库区信息元数据 depotinformationmetadata
包括库点代码、库点名称、粮库类型、粮库面积、地址等一系列与库点信息有关数据的数据类型。

4.15 
仓房信息元数据 barninformationmetadata
包括仓房名称、仓房结构、仓房长宽、实际仓容、仓房状态等一系列与仓房信息有关数据的数据

类型。

4.16 
货位信息元数据 locatorinformationmetadata
包括货位编号、货位状态、货位容量、启用日期等一系列与货位信息有关数据的数据类型。

4.17 
仓储设施信息元数据 storagefacilitiesinformationmetadata
包括设施仪器名称、规格型号、设备状态等一系列与仓储设施信息有关数据的数据类型。

5 数据分析层术语

5.1 
数据清洗 datacleaning
对数据进行重新审查和校验的过程,目的在于删除重复信息、纠正存在的错误,并提供数据一致性。

5.2 
数据挖掘 datamining
从数据集中发掘特定模式或信息的过程。

5.3 
数据建模 datamodelling
使用数据建模技术来分析数据对象,以此洞悉数据的内在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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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分类分析 classificationanalysis
从数据中获得重要的相关性信息的系统化过程,这类数据也被称为元数据,是描述数据的数据。

5.5 
相关性分析 correlationanalysis
一种数据分析方法,用于分析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正相关或者负相关。

5.6 
回归分析 regressionanalysis
确定两个变量间的依赖关系。这种方法假设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

5.7 
聚类分析 clusteringanalysis
将相似的对象聚合在一起,每类相似的对象组合成一个聚类(也叫作簇)的过程。这种分析方法的

目的在于分析数据间的差异和相似性。

5.8 
路径分析 routinganalysis
针对某种运输方法通过使用多种不同的变量分析从而找到一条最优路径,以达到降低燃料费用,提

高效率的目的。

5.9 
异常检测 anomalydetection
在数据集中搜索与预期模式或行为不匹配的数据项。

5.10 
模式识别 patternrecognition
通过算法来识别数据中的模式,并对同一数据源中的新数据作出预测。

5.11 
预测分析 predictiveanalysis
基于历史数据预测未来或近期行为的一种数据分析方法。

5.12 
粮温数据分析 graintemperaturedataanalysis
通过适当的统计分析方法对收集来的粮温数据进行分析,提取有用信息和形成结论而对数据加以

详细研究和概括总结的过程。

5.13 
仓温和仓湿数据分析 warehousetemperatureandwetdataanalysis
通过适当的统计分析方法对收集来的仓温和仓湿数据进行分析,提取有用信息和形成结论而对数

据加以详细研究和概括总结的过程。

5.14 
粮食水分数据分析 grainmoisturedataanalysis
通过适当的统计分析方法对收集来的粮食水分数据进行分析,提取有用信息和形成结论而对数据

加以详细研究和概括总结的过程。

5.15 
仓虫数据分析 insectsdataanalysis
通过适当的统计分析方法对收集来的仓虫数据进行分析,提取有用信息和形成结论而对数据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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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研究和概括总结的过程。

5.16 
气体数据分析 gasdataanalysis
通过适当的统计分析方法对收集来的磷化氢、氮气、氧气、二氧化碳等气体数据进行分析,提取有用

信息和形成结论而对数据加以详细研究和概括总结的过程。

5.17 
粮食数据综合分析 graindatacomprehensiveanalysis
通过对粮温、粮湿、仓虫、气体等数据的综合分析,从而对粮食品质与安全控制提供综合判断。

5.18 
粮食物流路径规划 grainlogisticsrouteplanning
在具有障碍物的环境中,按照一定的评价标准,为粮食从生产布局到收购、储存、运输、加工到销售

整个过程中的商品实体运动,以及在流通环节的一切增值运动寻找到一条从起始状态到目标状态的无

碰撞路径。

5.19 
粮仓分布规划 grainwarehousedistributionplanning
根据粮仓选择的各种需求,对其分布指定全面长远的发展计划,对未来整体性、长期性、基本性问题

进行思考和考量,设计未来整套行动的方案。

5.20 
短缺粮分析与识别 grainshortageanalysisandrecognition
依据粮食供给、生产周期、市场需求等数据,建立粮食供需分析与预测模型,从而有效识别并预测粮

食短缺现象。

5.21 
粮食溯源 graintraceability
对粮食进入粮库后的购销、调存、加工等流通环节进行追溯。

5.22 
粮食调拨及时率分析 grainallocationanalysis
对粮食调拨的及时情况、效率进行统计分析。

5.23 
订单响应速度 orderresponsespeed
对客户所下订单进行接收回应的速度。

5.24 
配送及时率分析 distributionrateoftimelyanalysis
对配送过程的及时情况、效率进行统计分析。

5.25 
周转率分析 turnoverrateanalysis
对一定时期内粮食销售成本与存货平均资金占用额的比率进行分析。

5.26 
仓储成本分析 storagecostanalysis
对粮食购入验收入库后,在保管粮食过程中所支付的一切费用进行分析。

5.27 
费用占比分析 costaccountinganalysis
对各项费用占总费用的比例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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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 
库存准确率分析 inventoryaccuracyanalysis
对账面库存和实际库存相比准确率的分析。

5.29 
库容分析 capacityanalysis
对粮库的容量进行分析,从而为库容合理化调节提供决策支持。

5.30 
人工成本分析 laborcostanalysis
对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经营和提供劳务活动中因使用劳动力所发生的各项直接或间接人工费用总和

进行分析。

5.31 
运输成本分析 transportationcostanalysis
对货运、车队、燃料、设备维护、劳动力、保险、装卸、逾期滞留等费用进行分析。

5.32 
库存管理成本分析 inventorymanagementcostanalysis
对采购成本、库存维持成本、缺货成本、工资及附加费用等的分析。

6 平台层术语

6.1 
模拟视频监控系统 analogvideosurveillancesystem
除显示设备外的视频设备之间以端对端模拟视频信号传输方式的监控系统。
[GB50395—2007,定义2.0.11]

6.2 
数字视频监控系统 digitalvideosurveillancesystem
除显示设备外的视频设备之间以数字视频方式进行传输的监控系统。由于使用数字网络传输,所

以又称网络视频监控系统。
[GB50395—2007,定义2.0.12]

6.3 
货车称重与视频截图管理模块 truckweighingandvideocapturemanagementmodule
利用图形识别技术自动识别车牌号码,利用地磅记录出入仓库时货车的相应重量,利用摄像机

抓拍货车出入仓库的运载情况,为电子信息、视频截图等合成为安全、完整且可防伪的档案提供关键

数据。

6.4 
GIS查询服务 geographicinformationsystemqueryservice
按可视化的要求提供GIS查询服务,为实现基于GIS地图的粮库附近地理信息、粮库内部各仓房、

粮情、承储企业性质和概况等信息的图形化查询提供基础支撑。

6.5 
离线式电子巡查系统 off-lineelectronicpatrolsystem
巡查人员采集到的巡查信息不能即时传输到管理终端的电子巡查系统,又称无线巡查系统。
[GA/T644—2006,定义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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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数据库管理系统 databasemanagementsystem
一整套计算机程序,它提供为建立、修改、使用和完整性维护一个数据库所需的功能。
[GB/T8567—2006,定义3.15]

6.7 
数据处理系统 dataprocessingsystem
执行数据处理的一台或多台计算机、外围设备和软件。
[GB/T5271.1—2000,定义01.01.20]

6.8 
信息推送模块 informationpushmodule
及时传达已处理完毕的信息,根据各监管层不同的使用需求,将相关数据推送至相应服务器和数据

库进行保存和记录,使各类用户能够通过多种方式查阅、审核相关信息。

6.9 
信息综合与合成模块 informationintegrationandsynthesismodule
进出库监管系统的中枢环节,核心是电子信息图片采集与防伪处理。该模块能够整合货车从网上

预约到进入仓库整个过程产生的相关特征数据,协助工作人员完成对进出仓库货车运载、卸载过程的管

理,为以后的物流信息核实提供详细数据。

6.10 
粮库中心系统 grainwarehousecentersystem
粮库视频监控系统中进行统筹管理的中心平台,主要实现对收集的粮库信息的存储、管理以及系统

用户的认证等。

6.11 
粮库客户端系统 grainwarehouseclientsystem
系统客户通过各种终端设备对粮库情况进行实时远程查看并对其中的某些前端设备进行远程控制

的中心平台。

6.12 
粮食信息化基础设施 graininformationinfrastructure
由网络技术、硬件设施和软件系统构成的能对文本、语音、图像和视频等各类信息进行采集、交换、

传输、存储、检索和显示等综合处理,并能提供粮食业务管理及库区作业等应用功能的基础设施。

6.13 
粮食物联网平台 graininternetofthingsplatform
包括粮食数据资源集成模块和系统专业支撑模块。粮食数据资源集成模块包括云服务中心、粮食

信息获取中心和粮食数据资源数据库等;系统专业支撑模块可以在接收云服务中心的调度请求后进行

动态需求建模,并对粮食加工、仓储和物流信息进行实时监控。

6.14 
粮食储运监管信息平台 grainstorageandtransportationinformationplatform
针对从成品粮加工环节到物流、仓储和销售的追溯,建立数据中心、工作流系统、质检系统等,能够

实现粮食在途、在库和实时消费信息的展示,实现产品基本信息可追溯的粮食储运全程监管平台。

6.15 
粮食可视化管理系统 grainreservesvisualizingmanagementsystem
采用可视化技术,对储备粮进行信息查询、处理、分析及展示,为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提供智能分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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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支持的信息系统。

6.16 
粮食数据密钥管理系统 keymanagementsystemforgraindata
对粮食信息化中各类数据加密和解密所使用的密钥进行管理的系统。包括密钥产生、密钥分发、密

钥验证、密钥更新、密钥存储、密钥备份以及密钥销毁等过程。

6.17 
粮食数据保护系统 graindataprotectionsystem
利用数据加密、存储管理技术及密钥管理系统,对存储在磁盘、数据库等位置的粮食数据进行保护,

防止非法窃取、利用的系统。

6.18 
库区安防系统 depotsecuritysystem
为维护粮库安全,综合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整合现有软硬件,主动防范和积极应对危害粮库安全的

各类突发事件而构建的技术防范系统。

7 应用层术语

7.1 
粮情远程监管系统 graininformationsupervisorysystem
随时掌握承储库点粮温、粮湿、粮虫等实时监测数据,实现异常报警功能,监督承储库粮食轮换执行

情况的计算机软硬件系统。

7.2 
粮库综合业务管理信息系统 integratedbusinessmanagementinformationsystemforgrainstorage
利用分布式技术、数据管理与分析技术对各个下属粮库的购销情况、库存情况、收支情况等基本情

况数据,以及粮库计划管理、仓储管理、进出口管理等管理计划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展示的系统。

7.3 
代储库监管信息系统 supervisionandmanagementinformationsystemforcommissionedstorage
对代储库计划执行情况、出入库情况、仓储保管情况以及相关财务情况等信息进行监管,并可对上

述业务执行状况提供预警的系统。

7.4 
粮食购销管理系统 grainpurchaseandsalemanagementinformationsystem
利用信息化技术,实现粮食购销环节中价格信息的比较分析,购销业务处理系统、仓储管理系统以

及财务管理系统之间的信息互通,并可以提供购销数据管理、报表生成以及决策支持等功能的系统。

7.5 
办公自动化系统 officeautomationsystem
用于粮食管理部门、粮食生产企业、粮库等单位的公文、简报、签报等政务文件收发管理,办事业务

流程管理以及档案管理的信息系统。

7.6 
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 humanresourcesmanagementinformationsystem;HRMIS
用于搜集、处理、储存和发布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的系统。该系统能够为粮食管理部门、粮食生产企

业、粮库等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的开展提供决策、协调、控制、分析以及可视化等方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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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粮食进销存财务管理系统 grainstockingsellingandstoringfinancialmanagementsystem
利用现代信息处理技术,对会计信息进行采集、存储、处理及传送,完成会计核算、监督、管理和辅助

决策任务的系统。该系统集粮食行业的进货、销售、库存、生产、财务管理于一体,实现资金、应收、应付、
库存、费用、利润、资本的全面自动联接。

7.8 
储备粮管理系统 grainreservesmanagementsystem
对储备粮的购、销、调、存以及相关的财务核算和资产进行管理,从而实现储备粮物流、资金流与信

息流的一体化的系统。

7.9 
粮食电子商务系统 grainelectroniccommercesystem
以互联网环境为基础,在计算机系统支持下实现网上粮食电子化交易的平台。

7.10 
粮食供应链管理系统 grainsupplychainmanagementsystem
涵盖粮食收购、仓储、运输、加工及销售等供应链环节的信息化管理系统。

7.11 
粮食质量安全追溯系统 trace-abilitysystemforgrainqualitysafety
利用物联网、互联网等信息化技术,实现粮食收购、储存、加工、物流和销售等关键环节中粮食数量

和质量等信息追溯的系统。

7.12 
粮食应急调度信息系统 emergencydispatchinformationsystemforgrain
利用GIS技术及道路规划算法,对粮食应急供应点、运粮车辆的运输路线、粮食应急设施的临时存

放点、应急救援物资配给等进行调度的系统。

7.13 
粮食舆情分析及预警系统 networkpublicopinionanalysisandearlywarningsystemforgrain
利用数据挖掘、大数据分析等信息技术,对粮食话题和言论等数据进行采集、过滤、分类以及特征提

取,实现粮食相关舆情的现状分析、未来发展走向的预测分析的支持系统。

7.14 
粮食安全预警信息系统 earlywarningsystemforgrainsafety
利用数据分析技术,对各个地区的粮食供给、仓储及流通情况进行监测并建立预警体系,对粮食异

常状况进行预警,并可对粮食应急处置提供数据支持的系统。

7.15 
粮食价格监测信息系统 priceinformationmonitoringsystemforgrain
利用信息技术采集监测点的价格数据,并通过对数据进行处理和综合分析,为粮食调控决策提供支

持的粮食信息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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