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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技术平台
搭建

2.数据治理机制的
建设

3.全场景数据
100%入湖

4.锻炼一支大数据
管理与分析团队

搭建一个数据中台，全面推进数据采集、清理与入湖，实现集团数据资产集中管理，为

业务智能分析与决策赋能。

一、项目目标—总体目标一、项目目标—总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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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定安全可靠、开放可扩展的商业产品，快速搭建数据技术中台；开放可扩展的平台便于三一

自主开发以及平台能力的完善。

数据中台基于开源的Hadoop体系框

架、主要功能有：
• 数据采集和存储
• 数据开发与计算
• 数据智能分析
• 数据服务
• 数据管理
• 数据安全管理
• 系统监控与运维

结构化数据
ERP

PLM

...

非结构化数据
视频/图片

日志数据

...

服务API目录
开发平台与计算引擎

运维管理监控管理

数据标准管理 数据质量管理 元数据管理 数据生命周期管理数据资产管理

安全管理 权限控制

数
据
采
集
工
具

数据湖

数据
加工

模型
开发

流式数据
处理

模型管理

智能标签 智能算法

服务权限管理

服务流量管理

源数据 采集与存储层 数据开发与计算 数据服务

监控与运维

信息安全

数据管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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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智能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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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目标—目标1：完成技术平台搭建



5 一、项目目标—目标2：完成数据管理机制建设一、项目目标—目标2：完成数据管理机制建设

管理组织 数据认责

管理流程 考核机制

数据标准管理 数据质量管理

数据安全管理

数据服务管理

数据资产管理

组
织
与
流
程

管
理
专
项

例如：研发领域数据管

理由研发GPO负责。

1. 数据管理组织与流程，建立GPO负责制的数据管理组织，确定数据责任人，制定并执行数据管理流程；

2. 数据管理专项，设计数据技术标准与规范，并通过系统落地；如数据质量的系统自动效验和评价。

GPO负责制
（分级）

集团GPO

事业部GPO

数据管家

②规则系
统导入

④自动出具
数据质量报

告

①质量规
则定义

③质量规
则自动效

验

研发数据



6 一、项目目标—目标3：全场景数据100%入湖

1. 管理经营业务数据以及结构化物联网数据100%入湖；

2. 图像、视频、语音三现数据的存储库与中台信息打通，通过数据中台的资产管理功能实现

100%数据资产管控。

研发数据：物料、BOM、图纸、工艺、变更、
试验数据等

营销数据：客户、设备、机会点、销售合同、
销售订单等

制造商务数据：供应商、计划、采购订单、生
产订单、库存、物流、质量等

财务数据：总账、预算、应收、应付、资产、
费用、税金、资金、审计等

人资数据：组织、岗位、人员、绩效等

管理经营业务数据

设备互联数据：设备、状态、坐标、报警、负载等
四表数据：电表（电压、用电量等）、气表(温度、压力、流量等)、
油表（温度、压力、流量等）、水表（温度、压力、流量等）
三现数据：图像、视频等

物
联
网
数
据

设备工况：遥控开关状态、运行状态、
排量、油压、水温等
地理位置：行驶路径、位置



7 二、技术平台—总体要求

1)  提供数据中台的系统集成部署方案、功能架构方案和硬件部署方案；

2)  数据中台整体架构设计必须基于Hadoop开源体系之上搭建，在建立数据存储

平台/底座平台，实现数据集中管理的同时，也要确保留有与开源组件对接的接

口，以适应未来不断增长和动态变化的需求；

3)  提供数据中台各模块功能的技术设计，包含但不限于数据采集技术、数据存储

技术、数据计算技术、敏捷开发技术、数据安全技术、数据应用技术；

4)  明确给出与SAP HANA进行实时/离线数据对接方案。



8 二、技术平台—数据中台功能分层架构二、技术平台—数据中台功能分层架构
源数据层

结构化数据

ERP

PLM

MES

GSP

CRM

...

非结构化数据

视频/图片

设备数据

日志数据

IOT数据

...

数据采集与存储层

Sqoop

Flume

Kafka

HDFS

HDFS

IT数据

归档IT
数据

归档OT
数据

智能分析层

流量控制API市场 权限控制

流式计算

数据
整合

数据缓
存

实时
发布

实时
洞察

开发平台 数据建模

在线查询模型管理

Hive
(SQL引擎)

Spark
计算框架

ODS
贴源层

DM
数据集市

层级管理

规范管理

生产数据模型

营销数据模型

研发数据模型

数据缓冲区
(Redis)

数据缓存

高速读写

磁盘存储

智能标签工具

运维管理监控管理

数据标准管理 数据质量管理 元数据管理 数据生命周期管理

1

3

5

OT数据

数据服务层

数
据
开
发
层

2

4

数据资产管理

产品标签

客户标签

供应商标签

员工标签

安全管理 权限控制6

智能算法工具

Python/R
语言支持

主流算法框
架支持

算法库

敏捷算法开
发环境

数据应用层

业务报表

仪表盘

预警场景

预测场景

搜索场景

个性化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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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一全面数据入湖的需求，平台需构建强大的数据采集与存储能力。

数据采集与存储层

数据采集

二、技术平台-数据采集与存储层二、技术平台-数据采集与存储层

采集能力要求

支持多源采集

支持实时与批量
采集

数据迁移

存储要求

Kafka集群扩展

数据存储

高并发低延时

支持多种场景采集 系统要求 多态支持 扩容能力

数据接口 迁移能力

1

备份与归档



10 二、技术平台-数据开发层二、技术平台-数据开发层

搭建强大、敏捷的数据开发平台，应包括但不限于功能强大的SQL编辑器、ETL编辑器，丰富程序运行调度

机制，智能运维平台等。

数据开发层

开发与调度平台

数据建模 模型管理

开发与调度平台 模型管理数据建模

数据字典

数据标准引用

快速建模

代码生成

集成开发

发布控制

混合编排

SQL脚本编辑器

调度机制

作业运维

数仓能力

层级管理

模型规范管理

模型设计管理

元模型管理

ETL能力

2



11 二、技术平台-智能分析层二、技术平台-智能分析层

数据分析

智能分析层

搭建功能完善的数据分析平台，包括智能标签工具和智能算法工具。智能标签工具支持标签体系搭建，同

时提供标签管理功能，智能算法工具包含数据分析与AI平台。

3

AI平台

标签体系搭建

标签管理

智能标签工具 智能算法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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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数据API服务能力，支持API在线开发调度统一管理监控；支持高并发的API服务；提供功能强大的数

据可视化平台。

二、技术平台-数据服务层二、技术平台-数据服务层

数据服务层

数据服务(API) 数据可视化

流量控制

权限控制

API市场

数据服务(API) 数据可视化

多源支持 功能丰富

操作简便 数据安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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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提供基于浏览器的统一管理控制台，提供任务调度概览。可快速实现数据全链路编排及溯源，支持数据链

路实时监控，断流延时等问题可配置邮件短信通知运维人员，可自定义预警规则。

监控运维层

功能与配置 任务监控

二、数据中台-监控运维层二、数据中台-监控运维层

任务监控

任务概览 任务管理

自定义预警

预警方式节点预警事件预警

基线预警

功能与配置

运行概览

管理配置图形化开发

节点概况

5



14 二、技术平台-数据安全层二、技术平台-数据安全层

部署数据安全管理与权限控制系统，保障数据读取、访问安全，权限合理划分与行为审计等。

6

访问审计资产识别

存取控制
权限管理

数据脱敏

安全管理 权限控制

数据安全层

安全管理 权限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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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于三一业务现状设计数据管理组织、编制数据管理流程、明确数据责任人;

2)  构建统一的数据模型、数据分布、数据流转方案，作为识别数据治理对象的依据;

3）基于业务现状调研，规划设计核心业务域覆盖三一的研发、工艺、计划、制造、商务、

营销、物流、质量、财务、人资等；

4）制订数据对象的标准与规范，如数据对象的定义、采集规范、入湖标准、质量标准等；

5）设计数据标准管理、数据质量管理，质量评价等相关流程，确保数据质量持续改善；

6）平台需要提供便利的数据质量问题预警、追溯，对开发规范、ETL代码规范能自动检测

并提醒。

三、数据治理-建设思路



16 三、数据治理-落地要求

数据管理
数据标准

数据质量 元数据

数据资产

支持数据资产管理、数据标准管理、数据质量管理、元数据管理等，让数据“可用”、“好用” 、“易用” 。

数据标准
信息架构管理 模板管理

逻辑建模 模型物化

标准校验 发布与同步

数据质量

质量规则 规则校验

质量监控 发布与评价

规则关联

元数据

元数据采集 元数据解析

元数据展示

元数据管理 元模型管理

数据资产
资产归属 资产分类

数据产出 血缘分析

权限管理 资产概览

统计概览 资产搜索

资产导出 导入导出 元数据搜索



17 四、数据入湖四、数据入湖

需求项 摘要

1.入湖目标
1、核心业务数据100%入湖，数据资产100%管理。
2、通过数据中台可查看数据资产存储位置、内容等。
3、5月底系统平台具备入湖条件。

2.入湖策略 1.通过需求调研制定数据入湖的策略和计划，如：数据入湖优先级。

3.采集方式
1、结构化业务系统数据通过专用工具同步到数据中台，如：Sqoop。

2、半结构化/非结构话数据通过流式管道接入数据中台，如：Kafka。

4.标准落地

1、通过咨询服务，协助集团及各事业部落地数据标准。

2、数据入湖前，需要按照公司统一的数据入湖规范和质量标准进行数据治理。(事前治理)

3、各业务领域数据标准落地后，需要对入湖数据质量进行全面的监控。(事后监控)



18 四、数据入湖范围—业务系统数据四、数据入湖范围—业务系统数据
业务域 系统类型 归口管理部门

研发、工艺、计划、制造、商务、
营销、物流、质量、财务、人资等

集团共性、
事业部个性

流程信息化总部

重工营销与风险控制委员会

国际总部

财务总部

智能研究总院

人力资源总部

三一汽车金融

泵送事业部

重机事业部

重起事业部

重卡事业部

重能事业部

港机事业部

重装事业部

三一筑工

石油装备

环保事业部



19 四、数据入湖范围—物联网数据四、数据入湖范围—物联网数据

数据类型 预估大小 存储位置 数据说明

三现数据 6.2PB MongoDB(文档数据库) 视频、图像

四表数据 50T
集团IOT平台

事业部IOT平台

电表（电压、用电量等）、气表(温
度、压力、流量等)、油表（温度、
压力、流量等）、水表（温度、压

力、流量等）

设备互联数据 78T 设备、状态、坐标、报警、负载等

在外设备数据 90T 智能设备系统(泵送)
易维信系统(重机)

遥控开关状态、运行状态、排量、
油压、水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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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项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 立项、招标

2 需求调研

3 数据入湖准备

4 技术平台搭建与完善

5 数据治理机制建设

6 数据100%入湖

7 项目验收

项目12月31日完成，5月底数据开始入湖，8月份完成整个技术平台建设，4-11月底数据治理机制

建设，12月完成验收，阶段计划如下表：

目前已经完成供应商初步
筛选，准备26日开标

五、项目实施计划五、项目实施计划



21 六、组织保障-项目组织及机构（待正式启动后补充）六、组织保障-项目组织及机构（待正式启动后补充）

项目指导委员会
总指挥：易小刚
组 员：待定

项目管理组
项目经理：吕青海
项目执行经理：陈昌根
PMO成员：待定

数据治理小组
组 长：杨帆
组 员：待定

技术平台组
组 长：林恺
组 员：待定

数据应用组
组 长：待定
组 员：待定

建立三一与合作商的联合项目组，三一参与人员如下图



22 六、组织保障-事业部配合工作六、组织保障-事业部配合工作

 成立事业部数据管理工作小组，组织小组成员配合项目的执行推进；

 事业部系统数据现状调研（包括系统清单、容量、存储位置、增量、表大小、表

字段信息、表对象关系等）；

 事业部数据应用需求调研（评价体系、指标矩阵、管理重点、核心报表、业务分

析需求等）

 针对数据入湖的数据质量要求，事业部协助推进数据标准和规范落地；

 源系统的开发工作（如数据采集接口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