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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通信

在一座偌大的智能化工业园区内，大到
厂房的整体结构，小到一颗螺丝、螺栓的属
性，以及工艺与设备操作参数、技术要求，都
作为工程技术数据（ET数据）被忠实地记录
在案，这些数据将助力“一比一复刻”的数字
孪生等应用，帮助提高生产和管理效率。

而随着各领域、各种类的数据呈现爆炸
式增长，数据治理显得尤为重要。其中，在工
业制造领域及高端装备、基础设施等行业，数
据治理，尤其是ET数据的治理，对于企业降
本、提质、增效，确保安全、绿色生产起到关键
作用。北京互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互时科技”）CTO宋楠向《中国电子报》记
者表示，数据治理是数字化转型不可缺失的
一环，而在工业制造场景下，规模越大、工艺
及设备复杂程度越高，ET数据的治理价值就
越大。

ET数据

是IT、OT数据融合的“催化剂”

在介绍数据要素时，宋楠打了个比方：
“如果将数据要素比作一棵大树，IT、OT 数
据就像大树的‘树叶’和‘枝条’，ET数据作为
数据要素中的‘骨干数据’，如同整棵大树的

‘树干’。”
那么，IT、OT 和 ET 数据究竟是什么

呢？记者了解到，IT数据指信息技术数据，
通常表示企业信息系统中的数据，用以支持
企业的决策制定、运营管理和客户服务；OT
数据指操作技术数据，具体涉及工厂车间、生
产线、设备运行等现场操作产生的数据，主要
用于确保生产流程顺畅、提高生产效率、预防
设备故障等；ET数据则表示工程技术数据，
指工艺、机电仪等工程门类的技术数据，对于
产品创新设计、工艺优化、安全生产和设施的
长期维护至关重要。

宋楠向记者解释道，行业中常谈的“大数
据”是指IT、OT两类数据，主要由实时数据
和过程管理数据构成，用以表示数据来源的
状态与行为，更多是动态数据；而ET数据则
是典型的“小数据”，以静态的基础数据为主，
变化周期较长，主要用于反映数据来源的属

性和特征。
长期以来，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行

业往往对 IT、OT 数据及两者的融合予以
更多关注，近年来进入数字化时代后，才
逐渐开始重视格式多样化的 ET 数据。在
采访中，宋楠向记者着重强调了 ET 数据
的重要性：“ET 数据对于 IT、OT 数据的
融合起到黏合剂和催化剂的作用，只有充
分理解 ET 数据的价值，并实现其与 IT、
OT 数据的关联与协同，才能成功实现数
字化转型。”也正因此，互时科技选择了
工业制造业中的 ET 数据治理作为当前专
注的方向。

在工业制造这片特殊的土壤中，ET数据
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宋楠告诉记者，制造业
中如高端装备与基础设施等行业有着共同特

征：新建投资额较大、设备作为固定资产占比
较大、上下游关联关系比较复杂……这类行
业被称为资产密集型行业。在这类行业中，
工厂、设施、装备作为被管控对象较为复杂，
而ET数据定义了这些对象的属性、特征与关
联关系，该类数据成为了深入了解对象并对
其进行数字化、精细化管控的重要依托。

应用是数据治理的

价值所在

谈到对数据治理的理解，宋楠告诉记
者，数据治理的核心是“有进有出”，数据治
理，本质上就是把比较“脏乱差”的数据输入
进去，通过治理将其输出为高质量、高可用

的优质数据。要实现真正全生命周期的ET
数据治理，无论是治理前还是治理后，都有
需要兼顾的重要环节。

ET 数据治理启动后首先要考虑的是
“数据解析”的工作。记者得知，ET数据的
核心来源是CAD工具的设计成果，包括三
维模型、设计图纸、材料表等。通常情况下，
一个工厂的设计会涉及诸多专业及诸多设
计单位，这就导致原始的ET数据呈现多源
异构的特征，需要在数据治理的起始通过数
据解析将数据转换成统一的格式，以便于后
续的治理与管理工作。“互时科技目前已能
对业界主流的CAD格式进行无损解析，所
支撑的格式数量处于业界领先地位。”宋楠
告诉记者。

数据解析后，ET数据治理还需要经历

数据聚合、校验、分发等重要环节。据宋楠介
绍，这些环节需要全量信息模型、AI等关键
技术的支撑，不但需要把数据治理妥当，还需
要提升数据治理的自动化程度，从而实现效
率的提升。

而在治理后的环节，宋楠则格外重视数
据的应用。他直言：“治理不是目的，让数据
真正被用上、被用好才是最终目标。没有应
用，数据治理就没有价值。”

据了解，数据治理后有两方面应用：一
是工业数字孪生体的构建，互时科技能够帮
助构建、优化全量全要素的信息模型，有力
支撑数字孪生高阶模型的构建，为客户创造
更多业务价值；二是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打
造。互时科技提出了“双中台”方案，分别
专注于ET数据及IT、OT数据的治理，既
彼此独立，又能实现数据协同。

行业发展

面临效率与认知挑战

“由于业界长久以来对 ET 数据治理缺
乏认知与重视，目前我国的 ET 数据治理产
业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宋楠坦言，当前行业
面临的痛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认知上不
够成熟，二是技术上不够完善。

谈到行业的“认知壁垒”，宋楠表示，ET
数据的治理模式和技术手段是与IT、OT等
大数据截然不同的，在重视 ET 数据治理的
同时，也要转换思路，要从适合ET数据的方
向出发制定方案、研发产品。

谈到技术方面的不足，宋楠表示指出，当
前产业面临的痛点主要有二，一方面，现有工
具仍以人工为主要驱动方式，效率较低，如果
不能尽快与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实现智能化
转型，仍然会导致竞争力的下降；另一方面，
当前国内仍然缺乏聚焦完整生命周期的数据
治理工具，这就导致在整个周期中涉及的众
多环节都要靠独立、分散的工具来进行，不仅
流程冗长，还导致了成本虚高的现状。

宋楠认为，要解决这些痛点，要“对症下
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提高智能化、自动化
水平，尽量减少人工的参与，实现效率的显著
提升；二是着手构建面向全生命周期的产品
和解决方案。

工程技术数据治理助力工业制造“枝繁叶茂”
——访北京互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CTO宋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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