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安全辅助决策系统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本团体标准项目根据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团体标准委员会《关于开展 2022 年教育装备行

业团体标准立项申报工作的通知》（教团标文〔2022〕5 号）于 2022 年 6 月进行立项，项

目名称为《教育安全辅助决策系统技术规范》，项目编号为：JYBZ2022006。本文件由深圳

市巨龙科教网络有限公司提出并牵头协调，由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归口管理，本文件计划

完成时间为 2023 年。

1.2 编制背景

近年来，校园安全事件频发且影响恶劣，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校园安全不仅关系

每位师生的人身财产安全，更牵扯万千家庭的幸福安定和社会的和谐稳定。而中小学幼儿园

安全管理现状不尽理想，长期面临安全管理基础薄弱，缺乏有效科学指导，安全管理水平参

差不齐，校园安全的不稳定风险给学校的安全治理不断带来新的挑战。为了能好的帮助教育

局和学校进行校园安全管理，需要结合“P-D-C-A”循环，在校园安全管理的活动中，搜集

数据，对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对风险事件进行预警，从而根据预警的类型和数值不同，提出

针对性的辅助决策建议，为现场处置决策或下一阶段的安全管理活动提供依据。

国内外尚无专门针对教育系统安全事件辅助决策系统技术规范的标准。教育系统也无相

关参考标准，可能是因为各地发展水平不一致，造成的学校的条件和管理水平不在同一水平

线，建立的信息化系统，获取的数据很难统一造成的。国内尚未制定专门针对教育系统安全

事件辅助决策系统技术规范的国家标准。教育系统也无相关参考标准，只有电网等行业有相

关的标准，但面对教育系统安全管理的多样性，实适用性不强。国外目前除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规定了个别行业的辅助决策系统的技术规范，也无对教育系统突发事件的辅助决策

等。

因此，为了保证教育系统安全管理工作有效开展，减少不必要的人力物力损失、规范教

育系统安全辅助决策系统建设的要求，特制定教育系统辅助决策系统技术规范。

本标准规定了教育安全辅助决策系统的基本原则、总体要求、框架模式、分析功能等。

1.3 协作单位

深圳市巨龙科教网络有限公司、中国教育装备仪器有限公司、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司、东方启明心理健康研究院、陕西省宁强县教育体育局、中国矿业大

学（北京）、东北林业大学、中国劳动关系学院、郑州大学、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河南汉威智慧消防科技有限公司、郑州学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都市灵奇空间软件有

限公司、河南省日立信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弘泰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山东守安

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山东华软金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市第四高级中学。

2 编制目的及指导思想

2.1 编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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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校园安全事件频发，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已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如

何科学分析事故原因，辅助智能决策，提高决策水平，减少校园安全事故的发生已成为迫切

需求。《教育安全辅助决策系统技术规范》依据事故事件发生的因果链条，融合学校各场景，

构建安全预警模型，以期突发事件时能早发现、早预警、早干预，极大避免或减少事故危害。

编制目的具体如下：

（1）明确各个系统模块的功能。将一个复杂系统功能进行模块划分、建立模块的

层次结构及调用关系、确定模块间的接口及人机接面等。

（2）数据结构设计包括数据特征的描述、确定数据的结构特性以及数据库的设计。

（3）明确各系统之间数据调用的相关要求，以及对数据安全的相关规定。

2.2 编制的原则

（1）先进性原则

工作组将紧跟并借鉴最新的国际标准、最新的相关政策指导信息。通过充分调研和论证，

确保本标准在各类校园运用效果出众、可靠准确。

（2）适合性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起草工作综合考虑了评估过程的可操作性和普适性，在调研和试评估过程

中已经被证明是便于理解和学习操作的。这便能保证本标准内容容易落地、便推广。

（3）科学性原则

本制订标准的关键场景及辅助决策建议部分，将尽可能通过其他权威或可靠技术方法，

使标准内容更加可靠。

（4）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适用的数据要求均符合国标要求。

2.3 主要思路

本标准的编制思路包括：

（1）教育系统安全相关政策文件的研究

（2）教育系统安全预警现状的分析

（3）对教育系统相关安全事故的搜集与分析，并梳理教育系统关注的安全场景

（4）教育安全辅助决策系统的必要性的调查研究

（5）教育安全辅助决策系统技术规范的编制策略和方法的研究

（6）《教育安全辅助决策系统技术规范》具体内容研究

3 主要工作过程

3.1 标准编制的背景

深圳市巨龙网络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教育领域双重预防体系和校园安全风险防控体

系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自成立以来，与多所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企业单位长期合作，产

学研结合，长期从事校园安全理论研究、智慧物联、AI 视觉分析、大数据融合技术、风险

预警模型、校园安全评估等校园安全理论和核心技术研究，积极推动校园安全防控产品研发



和行业应用落地，对校园安全场景研究与辅助决策有一定的研究，不断实现里程碑式突破，

领跑校园安全新时代。在标准编制过程中对 6 个省级示范区域、150 余个示范校展开调研。

在调研过程中，通过实地调研、现场考察及安全事故案例研究，发现不同区域、不同层级类

型学校在安全管理中，存在事件发现不及时、预警不及时、处置滞后不科学等现状，造成了

无法避免的安全事故。因此出台一份能够帮助教育系统建立安全辅助决策系统具有迫切的实

际意义。

3.2 标准编制的筹备阶段

3.2.1 研究队伍的筹建

2022 年 5 月，工作组在集中了国多地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安全负责人、专家、学者及

上下游公司技术人员、实际应用人员等人员力量，组建了一支涵盖各领域高素质人才队伍。

3.2.1 文献的收集和分析

2022 年 6 月~7 月，项目组通过讨论明确了教育系统辅助决策系统适用范围和对象：收

集教育安全辅助决策系统的国内外资料、相关国家标准及行业地方标准。在国家层面，我国

自建国以来，尚未制定专门针对教育系统安全事件辅助决策系统技术规范的国家标准。其他

行业，例如：电力行业虽有辅助决策系统，但是对教育系统指导意义不大。国际标准组织（ISO）

针对机械行业辅助决策系统发布了 ISO 13374.2—2007《机器的工况监测和诊断.数据处理、

通信和表示.第 2 部分:数据处理》，对机械行业的辅助决策系统做出了技术指导。不是针

对教育行业的，但对我们研究开发《教育安全辅助决策系统技术规范》有一定的意义，为我

们制定辅助决策系统提供了框架和设计思路。

深圳市巨龙科教网络有限公司牵头形成了工作组，并在郑州进行了数次会议研讨，对教

育系统辅助决策系统现有文献进行了分析研究。工作组成员对立项依据、行业前景和可行性

等问题都做了探讨，确定了该文件编制的必要性。

3.2.2 实地调研

2022 年 8 月~9 月，项目组通过实地的调研，对河南郑州市、山东青岛市、陕西安康市

的部分学校、幼儿园的校园安全管理现状进行考察，并将调研结果形成调研报告。经过以上

调研验证，教育安全辅助决策系统在实践层面具有较高操作性。具体优势体现在以下方面：

1、教育安全辅助决策系统能够与实际的学校、教育局相对应，同时与当地方针政策、

法律法规、标准规范不存在矛盾和冲突，具有很强的补充性和协调性。

2、辅助决策建议符合学校特定场景下对校园安全事件的预警决策，能够提升教育系统

安全管理的能力，从而实现赋能教职工从事安全管理，筑牢校园安全防线的目的。

3、辅助决策建议均得到教育系统安全管理者认可，能够促进校园风险管理水平提升。

针对不足提出相应的风险管控措施建议，有利于学校参考实施。

3.3 起草阶段

2022 年 10 月~2022 年 11 月，核心研究小组结合文献资料及实地调研资料，参考了《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国办发〔2017〕35 号），

《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防范工作规范（试行）》及 GB/T 29315—2022《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防

范要求》等文件，于 11 月 25 日形成了工作组讨论稿第一稿。

2022 年 12 月~2023 年 2 月，核心研究小组针对第一稿征求了专家意见，并进行了研讨，

进行了大幅度修改，将原有的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缩略语、设计原则、

总体要求、框架模式、数据准备、分析功能和信息安全要求 10 个章节调整为范围、规范性



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总体要求、整体框架、数据准备和辅助决策功能 7 个章节，并对辅

助决策系统数据准备章节数据采集要求做出了规定，编制了数据流转的流程图，形成工作组

讨论稿第二稿。

完善全文逻辑链条，增加了数据流转章节，增加全文中的英文简称的注解，并对文件中

数据流转的流程图进行修改，形成工作组讨论稿第三稿。

3.4 开展征询意见

2023 年 2 月~2023 年 3 月，针对《教育安全辅助决策系统技术规范》（草案）在一定范

围内开展征求意见。河南校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万伟）、宁波悠想科技有限公司（彭红芬）、

山东学安科技有限公司（王旭红、房大勇、王帅）、中教学安(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卓秋霜）、

郑大实验小学（赵老师）等征询意见共计 52 条，针对意见，工作组进行一一讨论，并对规

范进行了修订，形成一致意见。最后《教育安全辅助决策系统技术规范》（草案稿）提交中

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团体标准委员会。

很多专家认为该文件严谨规范、全面科学，概念界定清晰，实践活动建议与目标表述准

确，既能教育系统是安全事件预防的早发现、早预警、早干预的要求，又通过多维度数据的

建模，大大减少对使用者的骚扰，有助于学校精准的管控校园安全事件的发生与危害，同时

标准还为学校建立安全辅助决策系统数据提供了依据，具有积极的作用。

还有专家认为该文件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

体系建设的意见》（国办发〔2017〕35 号）。结合学校的实际安全场景，该文件将推动《中

小学幼儿园安全防范工作规范（试行）》及 GB/T 29315—2022《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防范要

求》有效落实的同时该文件联动学校已建立的各个平台数据，最大限度为学校已建立的终端

设备赋能，助力学校安全管理。

有专家建议对消防数据准备阶段，对接的协议众多，是所有协议同时都满足还是满

足其一就可以；核心研究小组讨论后认为学校消防系统确实存在一种或多种对接协议的组

合，对此处进行修改。

还有专家建议数据准备阶段，采集一卡通系统的数据，应不关注一卡通系统是否脱

机状态，对所有设备监控监测数据的采集，应提供数据即可，核心研究小组讨论后对此

处进行了修改。

还有一些专家认为文件内容未详细描写对采集数据的保护，核心研究小组讨论后认为：

本文件采集的信息包含部分生物属性信息确需细化信息安全方面得内容，予以补充相关内容。

3.5 征求意见

2023 年 2 月~3 月，经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团体标准委员会秘书处建议，召开研讨会，

并与核心研究小组进行多次沟通，提出了修改建议：该文件收尾部分叙述的不清楚，没有

对文件内容进行凝练、升华；核心研究小组讨论后认为：文件确实对这块考虑欠缺，予以

修改补充，增加第九章，持续改进内容。正式形成标准草案稿，报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团

体标准委员会秘书处。

2023 年 3 月~4 月，团标委秘书处对标准进行形式审查，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由中国

教育装备行业协会团体标准委员会于 4月公开征求建议。

4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该标准从我国教育系统安全现状的实际情况出发，参考国内外相关资料，充分体现标准

编制过程中的科学性、先进性、开放性、多样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在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国

https://aiqicha.baidu.com/detail/compinfo?pid=25542627121417&rq=ef&pd=ee&from=ps


内相关的法律法规，深度解读近年国家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

险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国办发〔2017〕35 号），《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防范工作规范（试

行）》及 GB/T 29315—2022《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防范要求》等文件等相关文件，与相关标

准法规协调一致。

5 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发现相关的国际标准。

6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没有重大分歧意见。

7 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建议本标准由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团体标委会组织宣贯实施。

本标准的编制得到了相关方的支持与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教育安全辅助决策系统技术规范》编制工作组

2023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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