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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生物资源监测与溯源软件系统技术要求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标准编制概况 

1. 1 立项和起草背景 

       特殊生物是一项珍贵的、不可替代的、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在维护生态

平衡、促进经济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发展对外关系、

提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特殊生物资源监测与溯源技术针对特殊生物资源流失的问题，对液态(血液、

精液等)和固态(种子、叶片、毛发等)等生物资源的快速通关检测进行装备研制

以及软件平台开发，为海关、出入境等部门提供可以实现快速鉴别特殊生物的

高效权威的检测方法、仪器和应用平台，将在全国范围内对特殊生物及其制品

实施有效监控，加强国内特有珍稀动植物的保护力度，对各类进出口海关实现

统一的布控，防止各类固液态资源的流失。 

特殊生物资源监测与溯源软件系统是针对特殊生物资源监测与溯源技术所

开发的可视化前端系统。该软件系统是一套面向海关及出入境等试用单位的特

殊生物资源监测可视化软件平台，是基于物联网技术，能进行远程图型界面操

作，可进行远程查验、比对、识别特殊生物的生物监测软件。特殊生物资源监

测与溯源软件系统初次开发使用，缺乏相应的标准指导。因此，制定特殊生物

资源监测与溯源系统技术要求，对于控制该软件系统的开发的标准化，控制海

关人员的使用统一化的具有重要作用。本标准的起草制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按检验鉴定分会确定的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实施的。 

1.2 制定标准的目的和意义 

制定本标准的目的是为了特殊生物资源监测与溯源软件系统的开发与使用

提出规范性要求并使之标准化。特殊生物资源监测与溯源软件系统开发后就会

面向海关人员投入使用，制定团体标准规范化软件的开发有助于提高产品的质

量，降低个体的不确定因素对软件质量的影响，将软件开发置于受控状态下。

规范化系统的架构与功能有利于明确开发目标，使新开发的软件能与海关系统

和边境出入境检验检疫系统协调配合使用。该软件系统是面向海关及出入境等

单位首次投入使用的系统，海关人员初次使用该软件，需要一个标准规范化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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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人员对该软件的使用，能帮助海关人员理解如何使用该软件，提高效率，有

利于统筹全国不同地区海关的统一使用。 

本标准主要从系统架构、功能要求和特殊要求这几个方面对特殊生物资源

监测与溯源软件系统对指导和规范开发人员对该软件的开发与海关人员的使用

进行规范化约束。 

1.3 标准制定过程 

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为上海海事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

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北京华泰诺安科技有限公司、

华东交通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上海海关、中国拱北海关、

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 

标准工作小组主要成员有：周日贵、李尧翀、赵益石、黄子依、万雄、张

威、蔡亚非、袁丁、熊胜军、王泓鹏、薛艳玲、范萍、朱昌明、董一琳、章海

兵、冯家望。 

主要工作过程如下： 

（1）2020 年 9 月，团体标准起草计划下达，成立起草小组； 

（2）2020 年 11 月，收集并分析相关国内国际标准现状； 

（3）2021 年 2 月，完成团体标准立项提案申请； 

（4）2021 年 3 月，形成标准编制说明以及标准草案； 

（5）2021 年 4 月，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发往有关单位，广泛征求意见。 

2.标准制定原则 

（1）本次标准为新制定标准。在标准内容的确定中遵循应诚信管理、质量

管理、风险管理及社会责任等基本原则，同时也应满足检验检测认证行业所适

用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2）在参考国内外标准的基础上，兼顾内容的协调一致，尽力使标准的表

述简洁易懂、减少重叠以及技术性差异。 

（3）标准的制定应不低于同行业中其他技术服务领域所确定的原则和要求。 

3.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3.1 标准框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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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规定了特殊生物资源监测与溯源软件系统的系统架构、功能要求和

特殊要求。本标准内容分为 6 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范围；第二部分为规范性引

用文件；第三部分为术语和定义；第四部分规定了该软件系统的架构，主要包

括六个层次：数据库层、数据层、基础支撑层、表现层、业务逻辑层、用户层，

概述了每一层的主要组成部分和功能；第五部分建立了该软件系统的功能模型，

详细描述了功能模型下登录子系统、监测子系统、管理子系统与其他部分所必

须实现的功能；第六部分为该软件系统的特殊要求，规定了安全要求、异常处

理和运维要求，保证系统可以正常运营。 

3.2 范围： 

明确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适用于开发特殊生物资源监测与溯源软件系统

时的技术要求, 特殊生物资源监测与溯源软件系统应具有的功能和海关人员使用

特殊生物资源监测与溯源系统时的要求。 

本标准规定了特殊生物资源监测与溯源软件系统的系统架构、功能要求和

特殊要求。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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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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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1457-1995 软件工程术语 

3.4 术语与定义 

本标准中采用的有关术语和定义主要是为了深入理解特殊生物资源监测与

溯源软件系统的功能，进行说明。对生物监测、生物溯源、监测装置等名词进

行解释。 

3.5 总体要求 

特殊生物资源监测与溯源软件系统的主要功能是监测和管理特殊生物，主

要分为登录子系统、监测子系统、管理子系统。为了更准确的展示特殊生物资

源监测与溯源软件系统的结构，本标准先展示了系统架构，对系统架构进行总

体描述。本标准在逻辑上对系统分层，将系统分成六层：数据库层、数据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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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支撑层、表现层、业务逻辑层、用户层，并对每一层做出详尽的解释，以

下将对本架构进行由底向上的介绍。 

（1） 数据库层 

简要介绍该系统所使用的数据库，该系统使用的是 mysql 数据库。 

（2） 数据层 

本层展示的是存储在数据库里的数据，应存储生物信息、案件信息等，以

便对生物名录、各个案件进行展示和管理。 

（3） 基础支撑层 

本层主要是所使用的一些接口，该系统通过接口发送接收信号量实现一些

额外的功能，应包括与设备连接，获取预警信息的更新状态，展示生物地理分

布图，通过不同格式的文件将选中的数据导出，用图表展示案件情况等。本标

准中对各接口的功能与使用的位置做出详细的说明与解释。 

（4） 业务逻辑层 

本层展示的是该系统实现的功能，通过将系统分为登录子系统、监测子系

统、管理子系统和公共组件更好的说明该系统的功能。登录子系统负责管理用

户的登录；监测子系统主要负责完成样本监测结果的展示和预警新闻的更新；

管理子系统管理用户、生物、案件，实现用户、生物、案件的增删改查导出等

功能；公共组件则是一些通用的功能，如检测网络、报告错误等。 

（5） 表现层 

本层展示了该软件系统的界面，因为将系统分为了登录子系统、监测子系

统和管理子系统，所以所有界面都包含在这三个子系统中。登录子系统应可以

输入账号密码后选择监测子系统或管理子系统登录；监测子系统能显示样本检

测的结果，显示预警新闻；管理子系统应在列表中显示用户、生物、案件三大

类，实现这三大类的搜索、详情和添加或修改界面。 

（6） 用户层 

本层说明了该系统涉及的业务对象。该系统涉及的业务对象为上海海关等

各地海关。 

3.6 软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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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指导开发设计的特殊生物资源监测与溯源软件系统，确保该系统能达到

标准规定的检验要求，又能有利于海关部门的监测，同时能对特殊生物和案件

进行管理，本标准建立了功能模型，详细介绍了该软件系统应具有的功能，根

据功能将系统分为登录子系统、监测子系统、管理子系统和其他部分，并对这

六层提出细致的软件要求。 

（1） 登录子系统 

登录子系统是实现用户登录的主要方式，是连接监测子系统和管理子系统

的桥梁。应能实现用户的登入登出，选择不同的子系统登录后还可以切换子系

统登入。 

（2） 监测子系统 

监测子系统是最常用、最基础的子系统，大部分员工的监测都将在监测子

系统中实现，为了解生物动态，还应当为所有员工推送预警新闻。因此，在监

测子系统中，应按标准规定完成监测流程，显示详尽的监测结果；同样的，推

送预警新闻。 

（3） 管理子系统 

管理子系统是监测子系统的坚实后盾，管理所有数据，应实现用户、生物

信息、案件的增删改查导出。对于案件，还应让管理员查看案件动态，对案件

信息进行分析，通过图表将动物、植物案件的发生情况展示出来。 

（4） 其他部分 

其他部分是所有子系统共有的功能。所有子系统中都应有网络检测、报告

错误等功能。 

3.7 特殊要求 

在本标准的第六章，对系统其它方面进行约束。首先，对系统的安全性提

出了要求，系统的运行应当安全可靠，保证信息安全；其次，规定了处理异常

时的原则，使系统可以正常报错；最后，对运维条件进行了规定，使系统可以

正常运营维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