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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开放服务能力集成规范》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 主要工作过程 

1.1 起草（草案、调研）阶段：  

2022年 05月，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确定主笔人、起草单位，确定工作方

法及工作内容。 

2022年 05月至 06月，成立标准编制工作小组，开展课题前期研究工作。 

2022年 07月，标准起草工作组根据研究结果，形成《人工智能开放服务能

力集成规范》标准初稿。 

1.2 征求意见阶段：  

2022年 07月至 08月，组织相关人员对《人工智能开放服务能力集成规范》

标准初稿开展研讨，编制工作组根据研讨意见对文本进行修订、完善，形成《人

工智能开放服务能力集成规范》草案。 

1.3 送审阶段： 

2022年 8月，将《人工智能开放服务能力集成规范》草案送审。 

1.4 报批阶段： 

2022 年 9 月，编制工作组按照会议审查意见对标准送审稿作了进一步的

修改、整理和完善，形成了标准报批稿、编制说明及其它相关文件，报至中国电

工技术学会。 

2 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由国网信息通信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四川中电启明星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共同负责起草。 

主要成员：李强、宋卫平、邓大建、吕跃春、周孔均、赵峰、张捷、田鹏、

钟加勇、黄浩、李欢欢、李炳森、田富强、尚忠玉、佘文魁 

所做的工作： 标准起草工作组主要成员查阅并收集了人工智能开放服务能

力集成相关资料，通过整理分析，确立了主要规范内容，同时根据专家建议完成

对标准的完善。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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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标准编制原则 

1.1 本文件的编写格式按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

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进行编写。与相关现行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相

协调，同时考虑了人工智能开放服务能力的实际情况。  

1.2 本文件的起草符合产业发展的原则，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

操作性的原则以及标准的目标、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和规范性原则

来进行本文件的起草工作。  

2、标准主要内容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依据团体标准编制要求进行编制，规定了移动端智能交互

对话场景业务接入集成的设计、开发、管理的基本规范、相关必要组件、整体架

构和开放服务接口规范。 

（1）前言：标准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2）范围：本标准规定了放服务能力接入的术语与定义、认证方式及服务

接口说明，移动端智能交互对话机器人业务接入的术语和定义、触发的动作和支

持的消息种类。适用于移动端智能交互开放服务能力的接入与应用，移动端智能

交互对话机器人接入业务场景，指导业务开发人员完成业务集成工作。 

（3）规范性引用文件：本指导性技术文件引用了国标等，以保证指导性技

术文件条款的可依性和可行性。GB/T1.1-2020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IETF RFC 2616

超文本传输协议，IETF RFC 5849 OAuth2.0 授权协议。 

（4）术语和定义：对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中会使用的术语进行定义，对后续

内容描述提供了术语支持。包括对话机器人、用户、业务定义、动作、消息、业

务定义、业务系统、EL 表达式、REST、URL、OAuth2.0、Groovy、SM4、Bearer、

自动语音识别技术、短语音、长语音、自然语言、自然语言处理、意图识别、光

学字符识别技术、JavaScript 对象表示法、超文本传输协议、二维码。 

（5）整体架构：对平台的整体架构进行规定，以保证人工智能服务能力设

计的规范性。 

（6）数据模型：对业务场景集成设计中动作执行计算所需的数据进行规范

定义。 

（7）业务定义：规范了智能交互对话中消息、意图识别、动作（业务逻辑）

三者的关系和处理流程，业务定义的终极目的就是根据意图识别触发动作的执行，

使用消息回复处理结果，完成业务功能场景。业务定义文件采用 JSON 格式表示

和存储。 

（7）动作类型：动作是业务定义主要组成部分。本文件定义了 REST 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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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发送动作、Groovy 工作和组合动作，满足不同的业务场景。动作的执行根据

人机对话的意图触发执行，与其在业务定义文件中的顺序没有关系。 

（8）动作类型：动作是业务定义主要组成部分。本文件定义了 REST 动作、

消息发送动作、Groovy 工作和组合动作，满足不同的业务场景。动作的执行根据

人机对话的意图触发执行，与其在业务定义文件中的顺序没有关系。 

（9）消息类型：消息是用户与移动端智能交互对话机器人之间沟通交流的

信息载体，本标准规定了 4 个消息类型：文本消息、音频消息、图片消息、视频

消息。消息体采用 JSON 格式表示，其中音频消息、图片消息、视频消息涉及到

的文件需要通过临时素材库中转。 

（10）接口与认证方式：整体规范接口能力范围：意图识别、语音处理、图

像识别、基础能力、数据接口。采用 OAuth2.0 授权协议保证接口的安全访问。

开放服务接口采用国密 SM4 的 CBC 模式加密传输的方式保障接口数据在不安全

网络中数据传输的保密性。 

（11）接口说明：定义人工智能开放服务能力范围内的接口定义规范，包括

数据接口、语音识别接口、意图识别接口、图像识别接口、通用能力接口、临时

素材库接口。 

3、主要技术差异 

本次是制定标准，不存在技术差异。 

4、解决的主要问题 

面向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移动端用户输入复杂多变的特性，

研究移动端用户多意图识别技术、移动端智能交互关键技术，构造智能对话机器

人，通过与业务深度融合，为用户提供智能、友好、易用的交互能力，提升移动

智能化水平及工作效率，扩大用户流量，增强应用资源服务能力。其中，对移动

端智能交互关键技术对话场景接入集成规范，有助于解决打造人工智能开放服务

平台、提升技术创建研发实力和基础软硬件开放共享服务能力对过程中涉及对资

源整合、解决业务对话场景和数据接口多样化定制等问题。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本标准相关内容已在国网重庆市电力有限公司、国网公司总部推广实施，并

支撑小i助手作为智能办公小助手运用推广。在国网重庆市电力有限公司，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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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手提供新增日程、查询日程、OCR识别、人工客服、知识库查询、问题管理、

搜索联系人、待办、指标、搜索咨询等20多个业务场景和意图，效果也达到了90%

以上的识别率。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本标准批准发布后，将为人工智能开放服务能力集成提供统一明确的技术

规范，进而推动对话流程、用户消息、业务数据接口和服务接口的标准化、规

范化管理，有利于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资源要素的高效整合，促进人工智能创新

创业及成果转化平台的全环节、全要素对接和资源优化配置，进行全业务场景

接入集成整合，全流程开放。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国外标准。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标准。 

本标准在制定时未对国外的样品、样机进行测试。 

本标准的总体水平属于国内领先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

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没有冲突。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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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7 天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