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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 大数据 技术参考模型

1 范围

本标准描述了大数据的参考架构,包括角色、活动和功能组件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本标准适用于对大数据复杂操作的理解,可为大数据系列标准的制定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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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5295 信息技术 大数据 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3529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大数据参考架构 bigdatareferencearchitecture
一种用作工具以便于对大数据内在的要求、设计结构和运行进行开放性探讨的高层概念模型。
注:比较普遍认同的大数据参考架构一般包含系统协调者、数据提供者、大数据应用提供者、大数据框架提供者和

数据消费者等5个逻辑功能构件。

3.2 
系统协调者 systemorchestrator
大数据参考架构中的一种逻辑功能构件,定义所需的数据应用活动并将它们整合到可运行的垂直

系统中。
注:系统协调者可以是人、软件或这二者。

3.3 
数据提供者 dataprovider
大数据参考架构中的一种逻辑功能构件,将新的数据或信息引入大数据系统。

3.4 
大数据应用提供者 bigdataapplicationprovider
大数据参考架构中的一种逻辑功能构件,执行数据生命周期操作,以满足系统协调者定义的需求以

及安全和隐私保护需求。

3.5 
大数据框架提供者 bigdataframeworkprovider
大数据参考架构中的一种逻辑功能构件,建立一种计算框架,在此框架中执行转换应用,同时保护

数据完整性和隐私。

3.6 
数据消费者 dataconsumer
大数据参考架构中的一种逻辑功能构件,是使用大数据应用提供者提供的应用的末端用户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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