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310169142.X

(22)申请日 2023.02.27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5841312 A

(43)申请公布日 2023.03.24

(73)专利权人 武汉耳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430058 湖北省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海棠路55号联创科技中心1号楼乐

客工场孵化器(集-LKGC-B63)

    专利权人 武汉彤新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轻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现安科技有限公司　

子为科技武汉市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彭小含　陈帅　秦中想　

(74)专利代理机构 安徽智鼎华诚专利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34242

专利代理师 赵春海

(51)Int.Cl.

G06Q 10/10(2023.01)

G06F 16/16(2019.01)

G06F 16/13(2019.01)

G06F 16/172(2019.01)

审查员 李云

 

(54)发明名称

用于企业管理文件数据实时采集分析系统

及其采集终端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用于企业管理文件数据实时

采集分析系统及其采集终端，包括用户交互单

元、数据处理系统、联网大数据库以及通过无线

通讯模块与数据处理系统实现数据无线交互的

系统总监控终端，本发明涉及企业管理数据处理

技术领域。该用于企业管理文件数据实时采集分

析系统及其采集终端，可实现通过将企业用户与

第三方聊天应用进行对接，实时采集和分析企业

员工在第三方应用上与客户或者与官方来往邮

箱的文件数据以及聊天内容，同时很好的避免客

户沟通处理的及时性，大大提高了整个公司运营

效率，可实现通过对子文件数据模型与母文件数

据模型的索引符进行智能对比，来确定新文件数

据模型的存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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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于企业管理文件数据实时采集分析系统，包括用户交互单元（1）、数据处理系统

（2）、联网大数据库（3）以及通过无线通讯模块（4）与数据处理系统（2）实现数据无线交互的

系统总监控终端（5），其特征在于：用户通过所述用户交互单元（1）与数据处理系统（2）进行

交互，且数据处理系统（2）能够向联网大数据库（3）内提取处理算法；

所述数据处理系统（2）包括系统后台服务器（21）、第三方数据导入单元（22）、数据采集

池（23）、母文件数据库单元（24）、子文件数据模型创建单元（25）和文件数据对比分析单元

（26），通过所述第三方数据导入单元（22）将企业工作人员与客户沟通的聊天记录和来往文

件数据导入数据处理系统（2）内，再通过数据采集池（23）进对导入的数据进行实时采集，采

集的数据通过子文件数据模型创建单元（25）创建出带有索引符的文件数据子模型，然后通

过系统后台服务器（21）将创建的带有索引符的文件数据子模型发送至文件数据对比分析

单元（26）内进行对比分析，来对导入的数据进行归纳存储或创建新项目进行存储；

所述文件数据对比分析单元（26）包括微处理模块（261）、数据对比算法提取模块

（262）、文件数据模型分析单元（263）、新文件数据模型生成模块（264）、初始文件类型判别

模块（265）、数据实时更新模块（266）和数据收发模块（267）；

所述微处理模块（261）控制数据收发模块（267）分别接受系统后台服务器（21）发来的

子文件数据模型以及母文件数据库单元（24）内存储的母文件数据模型，先通过初始文件类

型判别模块（265）对接收的子文件数据模型的索引符与母文件数据库单元（24）内存储的母

文件数据模型索引符进行对比，来判定该子文件数据模型存储的聚焦位置，初始文件类型

判别模块（265）会向联网大数据库（3）内提取索引符处理算法，来进行索引符对比处理，若

初始判别出母文件数据库单元（24）内无对应存储位置，则直接通过新文件数据模型生成模

块（264）在母文件数据库单元（24）内生成新的项目存储模块来存储该子文件数据模型，并

将该子文件数据模型的索引符前增加新创建新的存储编码，升级成母文件数据模型，即生

成新的索引符，当初始判别出母文件数据库单元（24）内有对应存储位置，则通过文件数据

模型分析单元（263）进行同文件数据模型内的同项目判断；

所述索引符处理算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S1、子文件数据模型的索引符由以下三个标识组成：企业工作人员编号a=｛0，1，2，

3,....，n｝、该工作人员名下立项的客户编号b=｛0，1，2，3,....，n｝以及该子文件数据模型

内采集整合的数据标识代码X=｛X1,X2,X3,....,Xn｝，这三个标识进行分类归纳处理得到索

引符abX，在生成子文件数据模型时，企业工作人员编号a是系统可知的确定数值，该工作人

员名下立项的客户编号b被随机赋值，但赋值过程中，其辅标识标记客户名称转换后的二级

制代码，即为b（Ω），而该子文件数据模型内采集整合的数据表代码X直接随机赋值，即组合

成该子文件数据模型的索引符为ab（Ω）X；

S2、初始文件类型判别模块（265）会将步骤S1生成的子文件数据模型索引符发送至母

文件数据库单元（24）内与母文件数据库单元（24）内各个项目存储模块上的索引符进行对

比，先通过步骤S1中确定好的编号a筛选出母文件数据库单元（24）内与该企业工作人员所

对应的母文件数据模型；

S3、根据步骤S1中该工作人员名下立项的客户编号b（Ω）中的辅标识标记Ω在步骤S2

筛选出的母文件数据模型中进行搜索对比，若匹配到对应母文件数据模型，则通过文件数

据模型分析单元（263）内的数据对比算法进行立项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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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若未配到对应母文件数据模型，则直接通过新文件数据模型生成模块（264）在母文

件数据库单元（24）内生成新的项目存储模块来存储该子文件数据模型，并将该子文件数据

模型的索引符前增加新创建新的存储编码U=｛U1,U2,U3,....,Un｝，升级成母文件数据模型，

即生成新的索引符UabX。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企业管理文件数据实时采集分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第三方数据导入单元（22）包括客户聊天数据导入模块（221）、官方文件导入模块（222）和客

户发文导入模块（223）；

所述第三方数据导入单元（22）是将企业工作人员的第三方聊天应用软件均应用于该

用于企业管理文件数据实时采集分析系统内，并使企业工作人员的第三方聊天应用软件通

过企业的局域网内进行客户的沟通，所述客户聊天数据导入模块（221）和客户发文导入模

块（223）用于将企业工作人员与客户之间在第三方应用沟通的聊天内容实时导入数据处理

系统（2）内，且官方文件导入模块（222）用于将企业工作人员与官方之间在第三方应用来往

的文件实时导入数据处理系统（2）内。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企业管理文件数据实时采集分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数据采集池（23）是由n个数据采集模块组成，且n个数据采集模块能够对第三方数据导入单

元（22）导入的文件数据进行实时采集，所述母文件数据库单元（24）是由n个项目存储模块

组成，且每个项目存储模块内均存储有一个数据处理系统（2）内预先立项创建好的文件数

据模型，即为一个母文件数据模型。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企业管理文件数据实时采集分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子文件数据模型创建单元（25）包括文件类型归纳模块（251）、文件逻辑关系生成模块

（252）、文件索引标识创建模块（253）、文件索引标识整合模块（254）和文件模型生成模块

（255）；

通过所述文件类型归纳模块（251）将采集模块采集的数据以企业工作人员编号和该工

作人员名下立项的客户编号两个标识进行分类归纳处理得到若干个数据包，再通过文件逻

辑关系生成模块（252）识别与该文件相关联的其他关系人，并生成关系图谱，将生成的关系

图谱数据合并至生成的对应数据包内，然后沟通过文件索引标识创建模块（253）根据识别

的企业工作人员的编号和该工作人员名下立项的客户编号创建成二进制代码，即生成索引

符，再通过文件索引标识整合模块（254）将生成的索引符整合到与之对应的该数据包上，之

后通过文件模型生成模块（255）生成一个子文件数据模型，之后相同操作进行实时数据处

理生成若干个子文件数据模型，并将生成的若干个子文件数据模型依次发送至系统后台服

务器（2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企业管理文件数据实时采集分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文件数据模型分析单元（263）包括子文件数据模型提取模块（2631）、母文件数据模型提取

模块（2632）、数据类型对比分析模块（2633）和数据类型判定模块（2634）；

通过所述子文件数据模型提取模块（2631）和母文件数据模型提取模块（2632）分别提

取待对比的子文件数据模型和母文件数据模型，通过数据类型对比分析模块（2633）进行数

据对比分析，数据类型对比分析模块在对比分析过程中会通过数据对比算法提取模块

（262）向联网大数据库（3）内提取数据对比算法，来进行数据对比分析处理，然后通过数据

类型判定模块（2634）判定该子文件数据模型是否为新立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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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用于企业管理文件数据实时采集分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数据对比算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T1、先通过子文件数据模型提取模块（2631）和母文件数据模型提取模块（2632）分别提

取待对比的子文件数据模型和母文件数据模型，再将子文件数据模型内采集整合的数据通

过文字和图片识别算法进行特征提取，即对子文件数据模型内的标识代码X内的内容进行

处理，分别提取对应的标识特征z1,z2,z3,....zn;

T2、将步骤T2提取的标识特征与筛选出的母文件数据模型内各个立项内容特征进行匹

配，匹配过程中计算匹配度W，当匹配度W≥85%时，则判定匹配成功，表示该子文件模型为母

文件模型中已经立项过的补充文件数据，直接将该子文件模型内的文件数据存储到对应的

立项存储模块内，并将该子文件模型的数据标识代码X变更为与该立项存储模块相对于的

代码；

T3、当匹配度W＜85%时，则判定匹配失败，表示该子文件模型为母文件模型中新立项的

补充文件数据，在该母文件数据模型内创建新的项目存储模块，该新的项目标识代码为现

有标识码的相邻的下一位，并将该子文件模型内的文件数据存储到对应的新创建的立项存

储模块内，并将该子文件模型的数据标识代码X变更为与新立项存储模块相对于的数据标

识代码。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企业管理文件数据实时采集分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用户交互单元（1）包括用户登录模块（11）、文件模型删除模块（12）、数据显示模块（13）、文

件模型修订模块（14）、文件模型查询模块（15）和文件模型转移模块（16）。

8.一种采集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采集终端存储有计算机可运行指令，所述计算机可

运行指令在被处理器调用和运行时，所述计算机可运行指令促使所述处理器运行权利要求

1‑7任一项所述用于企业管理文件数据实时采集分析系统内的运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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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企业管理文件数据实时采集分析系统及其采集终端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企业管理数据处理技术领域，具体为用于企业管理文件数据实时采集

分析系统及其采集终端。

背景技术

[0002] 企业管理是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一系列活动

的总称，而在企业管理过程中针对企业文件数据管理尤为繁琐且重要，例如企业业务员与

客户沟通数据以及沟通过程中来往的文件（文件材料、合同或修改文件等），还例如企业的

财务或流程人员与官方的来往文件（官方通知书、回执或官方证明材料等），这些企业文件

一般需要制定的公司职员进行整理上报和存储。

[0003] 参考中国专利公开号为CN110738464A的一种基于实时变动数据的企业数据化管

理系统及方法，通过综合各个部门的历史数据和实时数据，进行数据分析，相对于现有的企

业管理方式，数据分析的结果更为准确，从而引导管理层做出更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管理决

策。

[0004] 参考中国专利公开号为CN112214536B的一种企业账目数据实时导入管理系统，通

过设置分部门出纳管理平台，所述分部门出纳管理平台的数量为若干个，所述分部门出纳

管理平台用于部门提交账目数据信息进行汇总，所述财务管理平台用于企业各部门提交账

目数据信息进行处理，分析、报表生成、以及对账审核，实现了企业分部门系统化账目数据

管理，便于企业高效快速处理账目数据信息。

[0005] 综合分析以上参考专利可知，具体包括以下缺陷：

[0006] 现有的企业文件数据采集系统虽然能够实现对企业数据的采集和分析，但都是采

用人为整理导入的数据，例如参考专利CN110738464A的一种基于实时变动数据的企业数据

化管理系统及方法和CN112214536B的一种企业账目数据实时导入管理系统，需要工作人员

先在系统上建立数据订单，即创建立项数据包，然后导入处理系统内进行数据的分类和处

理，但是这样的数据采集分析方式使用较为繁琐，并且不方便公司系统对员工的工作状态

进行监控，例如企业员工在公司平台与客户有私下交易等问题，同时无法避免客户沟通处

理的及时性，由于业务员可能同时沟通多个客户，不能及时对沟通完成的客户的文件数据

进行立项处理的问题，从而大大降低了整个公司运营效率，不能实现通过将企业用户与第

三方聊天应用进行对接，实时采集和分析企业员工在第三方应用上与客户或者与官方来往

邮箱的文件数据以及聊天内容，无法达到在短时间内进行文件数据立项分析运营的目的，

从而给企业的文件数据管理带来极大的不便。

[0007] 现有企业文件数据在进行立项过程中，不能实现自动判断立项内容是否为前立项

的关联项目进行智能归档存储，例如参考专利CN110738464A的一种基于实时变动数据的企

业数据化管理系统及方法和CN112214536B的一种企业账目数据实时导入管理系统，虽然能

够变动数据的识别，但不能根据具体变动内容进行自动更改或补充新数据，不能实现通过

对子文件数据模型与母文件数据模型的索引符进行智能对比，来确定新文件数据模型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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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位置，无法达到既快速又方便的进行企业文件数据的智能整理的目的，从而对企业文官

数据管理工作十分不利。

发明内容

[0008]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用于企业管理文件数据实时采集分析系统及

其采集终端，解决了现有的企业文件数据采集系统虽然能够实现对企业数据的采集和分

析，但都是采用人为整理导入的数据，需要工作人员先在系统上建立数据订单，即创建立项

数据包，然后导入处理系统内进行数据的分类和处理，但是这样的数据采集分析方式使用

较为繁琐，并且不方便公司系统对员工的工作状态进行监控，同时无法避免客户沟通处理

的及时性，不能实现通过将企业用户与第三方聊天应用进行对接，实时采集和分析企业员

工在第三方应用上与客户或者与官方来往邮箱的文件数据以及聊天内容，无法达到在短时

间内进行文件数据立项分析运营的目的，现有企业文件数据在进行立项过程中，不能实现

自动判断立项内容是否为前立项的关联项目进行智能归档存储，但不能根据具体变动内容

进行自动更改或补充新数据，不能实现通过对子文件数据模型与母文件数据模型的索引符

进行智能对比，来确定新文件数据模型的存储位置，无法达到既快速又方便的进行企业文

件数据的智能整理目的的问题。

[0009]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用于企业管理文件数据实

时采集分析系统，包括用户交互单元、数据处理系统、联网大数据库以及通过无线通讯模块

与数据处理系统实现数据无线交互的系统总监控终端，用户通过所述用户交互单元与数据

处理系统进行交互，且数据处理系统能够向联网大数据库内提取处理算法；

[0010] 所述数据处理系统包括系统后台服务器、第三方数据导入单元、数据采集池、母文

件数据库单元、子文件数据模型创建单元和文件数据对比分析单元，通过所述第三方数据

导入单元将企业工作人员与客户沟通的聊天记录和来往文件数据导入数据处理系统内，再

通过数据采集池进对导入的数据进行实时采集，采集的数据通过子文件数据模型创建单元

创建出带有索引符的文件数据子模型，然后通过系统后台服务器将创建的带有索引符的文

件数据子模型发送至文件数据对比分析单元内进行对比分析，来对导入的数据进行归纳存

储或创建新项目进行存储。

[0011] 优选的，所述第三方数据导入单元包括客户聊天数据导入模块、官方文件导入模

块、客户发文导入模块和修改文件分类导入模块；

[0012] 所述第三方数据导入单元是将企业工作人员的第三方聊天应用软件均应用于该

用于企业管理文件数据实时采集分析系统内，并使企业工作人员的第三方聊天应用软件通

过企业的局域网内进行客户的沟通，所述客户聊天数据导入模块和客户发文导入模块用于

将企业工作人员与客户之间在第三方应用沟通的聊天内容实时导入数据处理系统内，且官

方文件导入模块用于将企业工作人员与官方之间在第三方应用来往的文件实时导入数据

处理系统内。

[0013] 优选的，所述数据采集池是由n个数据采集模块组成，且n个数据采集模块能够对

第三方数据导入单元导入的文件数据进行实时采集，所述母文件数据库单元是由n个项目

存储模块组成，且每个项目存储模块内均存储有一个数据处理系统内预先立项创建好的文

件数据模型，即为一个母文件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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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优选的，所述子文件数据模型创建单元包括文件类型归纳模块、文件逻辑关系生

成模块、文件索引标识创建模块、文件索引标识整合模块和文件模型生成模块；

[0015] 通过所述文件类型归纳模块将采集模块采集的数据以企业工作人员编号和该工

作人员名下立项的客户编号两个标识进行分类归纳处理得到若干个数据包，再通过文件逻

辑关系生成模块识别与该文件相关联的其他关系人，并生成关系图谱，将生成的关系图谱

数据合并至生成的对应数据包内，然后沟通过文件索引标识创建模块根据识别的企业工作

人员的编号和该工作人员名下立项的客户编号创建成二进制代码，即生成索引符，再通过

文件索引标识整合模块将生成的索引符整合到与之对应的该数据包上，之后通过文件模型

生成模块生成一个子文件数据模型，之后相同操作进行实时数据处理生成若干个子文件数

据模型，并将生成的若干个子文件数据模型依次发送至系统后台服务器。

[0016] 优选的，所述文件数据对比分析单元包括微处理模块、数据对比算法提取模块、文

件数据模型分析单元、新文件数据模型生成模块、初始文件类型判别模块、数据实时更新模

块和数据收发模块；

[0017] 所述微处理模块控制数据收发模块分别接受系统后台服务器发来的子文件数据

模型以及母文件数据库单元内存储的母文件数据模型，先通过初始文件类型判别模块对接

收的子文件数据模型的索引符与母文件数据库单元内存储的母文件数据模型索引符进行

对比，来判定该子文件数据模型存储的聚焦位置，初始文件类型判别模块会向联网大数据

库内提取索引符处理算法，来进行索引符对比处理，若初始判别出母文件数据库单元内无

对应存储位置，则直接通过新文件数据模型生成模块在母文件数据库单元内生成新的项目

存储模块来存储该子文件数据模型，并将该子文件数据模型的索引符前增加新创建新的存

储编码，升级成母文件数据模型，即生成新的索引符，当初始判别出母文件数据库单元内有

对应存储位置，则通过文件数据模型分析单元进行同文件数据模型内的同项目判断。

[0018] 优选的，所述文件数据模型分析单元包括子文件数据模型提取模块、母文件数据

模型提取模块、数据类型对比分析模块和数据类型判定模块；

[0019] 通过所述子文件数据模型提取模块和母文件数据模型提取模块分别提取待对比

的子文件数据模型和母文件数据模型，通过数据类型对比分析模块进行数据对比分析，数

据类型对比分析模块在对比分析过程中会通过数据对比算法提取模块向联网大数据库内

提取数据对比算法，来进行数据对比分析处理，然后通过数据类型判定模块判定该子文件

数据模型是否为新立项项目。

[0020] 优选的，所述索引符处理算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21] S1、子文件数据模型的索引符由以下三个标识组成：企业工作人员编号a=｛0，1，2，

3,....，n｝、该工作人员名下立项的客户编号b=｛0，1，2，3,....，n｝以及该子文件数据模型

内采集整合的数据标识代码X=｛X1,X2,X3,....,Xn｝，这三个标识进行分类归纳处理得到索

引符abX，在生成子文件数据模型时，企业工作人员编号a是系统可知的确定数值，该工作人

员名下立项的客户编号b被随机赋值，但赋值过程中，其辅标识标记客户名称转换后的二级

制代码，即为b（Ω），而该子文件数据模型内采集整合的数据表代码X直接随机赋值，即组合

成该子文件数据模型的索引符为ab（Ω）X；

[0022] S2、初始文件类型判别模块会将步骤S1生成的子文件数据模型索引符发送至母文

件数据库单元内与母文件数据库单元内各个项目存储模块上的索引符进行对比，先通过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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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S1中确定好的编号a筛选出母文件数据库单元内与该企业工作人员所对应的母文件数据

模型；

[0023] S3、根据步骤S1中该工作人员名下立项的客户编号b（Ω）中的辅标识标记Ω在步

骤S2筛选出的母文件数据模型中进行搜索对比，若匹配到对应母文件数据模型，则通过文

件数据模型分析单元内的数据对比算法进行立项识别；

[0024] S4、若未配到对应母文件数据模型，则直接通过新文件数据模型生成模块在母文

件数据库单元内生成新的项目存储模块来存储该子文件数据模型，并将该子文件数据模型

的索引符前增加新创建新的存储编码U=｛U1,U2,U3,....,Un｝，升级成母文件数据模型，即生

成新的索引符UabX。

[0025] 优选的，所述数据对比算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26] T1、先通过子文件数据模型提取模块和母文件数据模型提取模块分别提取待对比

的子文件数据模型和母文件数据模型，再将子文件数据模型内采集整合的数据通过文字和

图片识别算法进行特征提取，即对子文件数据模型内的标识代码X内的内容进行处理，分别

提取对应的标识特征z1,z2,z3,....zn;

[0027] T2、将步骤T2提取的标识特征与筛选出的母文件数据模型内各个立项内容特征进

行匹配，匹配过程中计算匹配度W，当匹配度W≥85%时，则判定匹配成功，表示该子文件模型

为母文件模型中已经立项过的补充文件数据，直接将该子文件模型内的文件数据存储到对

应的立项存储模块内，并将该子文件模型的数据标识代码X变更为与该立项存储模块相对

于的代码；

[0028] T3、当匹配度W＜85%时，则判定匹配失败，表示该子文件模型为母文件模型中新立

项的补充文件数据，在该母文件数据模型内创建新的项目存储模块，该新的项目标识代码

为现有标识码的相邻的下一位，并将该子文件模型内的文件数据存储到对应的新创建的立

项存储模块内，并将该子文件模型的数据标识代码X变更为与新立项存储模块相对于的数

据标识代码。

[0029] 优选的，所述用户交互单元包括用户登录模块、文件模型删除模块、数据显示模

块、文件模型修订模块、文件模型查询模块和文件模型转移模块。

[0030]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采集终端，所述采集终端存储有机器可运行指令，所述计算

机可运行指令在被处理器调用和运行时，所述计算机可运行指令促使所述处理器运行所述

用于企业管理文件数据实时采集分析系统内的运行方法。

[0031] 本发明提供了用于企业管理文件数据实时采集分析系统及其采集终端。与现有技

术相比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0032] （1）、该用于企业管理文件数据实时采集分析系统及其采集终端，可实现通过将企

业用户与第三方聊天应用进行对接，实时采集和分析企业员工在第三方应用上与客户或者

与官方来往邮箱的文件数据以及聊天内容，很好的达到了在短时间内进行文件数据立项分

析运营的目的，无需采用人为整理导入的数据，也无需工作人员先在系统上建立数据订单，

即创建立项数据包，然后导入处理系统内进行数据的分类和处理，使用简单，并且方便公司

系统对员工的工作状态进行监控，同时很好的避免客户沟通处理的及时性，即使遇到业务

员同时沟通多个客户，也能及时对沟通完成的客户的文件数据进行立项处理，从而大大提

高了整个公司运营效率，从而大大方便了企业的文件数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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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2）、该用于企业管理文件数据实时采集分析系统及其采集终端，可实现通过对子

文件数据模型与母文件数据模型的索引符进行智能对比，来确定新文件数据模型的存储位

置，很好的达到了既快速又方便的进行企业文件数据的智能整理的目的，实现自动判断立

项内容是否为前立项的关联项目进行智能归档存储，可以根据具体变动内容进行自动更改

或补充新数据，从而对企业文官数据管理工作十分有益。

附图说明

[0034] 图1为本发明系统的结构原理框图；

[0035] 图2为本发明数据处理系统的结构原理框图；

[0036] 图3为本发明用户交互单元的结构原理框图；

[0037] 图4为本发明第三方数据导入单元的结构原理框图；

[0038] 图5为本发明子文件数据模型创建单元的结构原理框图；

[0039] 图6为本发明文件数据对比分析单元的结构原理框图；

[0040] 图7为本发明文件数据模型分析单元的结构原理框图；

[0041] 图8为本发明系统工作方法的逻辑图。

[0042] 图中，1用户交互单元、11用户登录模块、12文件模型删除模块、13数据显示模块、

14文件模型修订模块、15文件模型查询模块、16文件模型转移模块、2数据处理系统、21系统

后台服务器、22第三方数据导入单元、221客户聊天数据导入模块、222官方文件导入模块、

223客户发文导入模块、23数据采集池、24母文件数据库单元、25子文件数据模型创建单元、

261文件类型归纳模块、252文件逻辑关系生成模块、253文件索引标识创建模块、254文件索

引标识整合模块、255文件模型生成模块、26文件数据对比分析单元、261微处理模块、262数

据对比算法提取模块、263文件数据模型分析单元、2631子文件数据模型提取模块、2632母

文件数据模型提取模块、2633数据类型对比分析模块、2634数据类型判定模块、264新文件

数据模型生成模块、265初始文件类型判别模块、266数据实时更新模块、267数据收发模块、

3联网大数据库、4无线通讯模块、5系统总监控终端。

实施方式

[0043]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44] 请参阅图1‑8，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两种技术方案：用于企业管理文件数据实时采集

分析系统及其采集终端，具体包括以下实施例：

实施例

[0045] 用于企业管理文件数据实时采集分析系统，包括用户交互单元1、数据处理系统2、

联网大数据库3以及通过无线通讯模块4与数据处理系统2实现数据无线交互的系统总监控

终端5，系统总监控终端5能够通过监控终端进行远程监控各企业人员的工作内容和工作状

态，用户通过用户交互单元1与数据处理系统2进行交互，且数据处理系统2能够向联网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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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3内提取处理算法；

[0046] 数据处理系统2包括系统后台服务器21、第三方数据导入单元22、数据采集池23、

母文件数据库单元24、子文件数据模型创建单元25和文件数据对比分析单元26，通过第三

方数据导入单元22将企业工作人员与客户沟通的聊天记录和来往文件数据导入数据处理

系统2内，再通过数据采集池23进对导入的数据进行实时采集，采集的数据通过子文件数据

模型创建单元25创建出带有索引符的文件数据子模型，然后通过系统后台服务器21将创建

的带有索引符的文件数据子模型发送至文件数据对比分析单元26内进行对比分析，来对导

入的数据进行归纳存储或创建新项目进行存储。

[0047] 由图4所示，本发明实施例中，第三方数据导入单元22包括客户聊天数据导入模块

221、官方文件导入模块222和客户发文导入模块223；

[0048] 第三方数据导入单元22是将企业工作人员的第三方聊天应用软件均应用于该用

于企业管理文件数据实时采集分析系统内，并使企业工作人员的第三方聊天应用软件通过

企业的局域网内进行客户的沟通，客户聊天数据导入模块221和客户发文导入模块223用于

将企业工作人员与客户之间在第三方应用沟通的聊天内容实时导入数据处理系统2内，且

官方文件导入模块222用于将企业工作人员与官方之间在第三方应用来往的文件实时导入

数据处理系统2内。

[0049] 本实施例中，企业工作人员使用的第三方聊天应用为QQ、微信、ICQ或MSN中的一

种，直接让这些第三方应用软件在本发明的用于企业管理文件数据实时采集分析系统上登

录和运行，并且能够获得这些第三方聊天应用软件的数据获取权限和通讯录权限，明显运

行于本发明系统上的这些第三方聊天软件所登录的帐号为企业的工作帐号，不能使企业人

员的个人隐私帐号，并且本发明中的第三方数据导入单元22是内置有数据自动获取上传模

块，能够设置上传时间，例如一天或一周等，进行一段时间内数据的上传，从而能够将企业

人员与客户沟通的聊天记录和文件数据一起自动打包上传。

[0050] 由图2所示，本发明实施例中，数据采集池23是由n个数据采集模块组成，且n个数

据采集模块能够对第三方数据导入单元22导入的文件数据进行实时采集，母文件数据库单

元24是由n个项目存储模块组成，且每个项目存储模块内均存储有一个数据处理系统2内预

先立项创建好的文件数据模型，即为一个母文件数据模型，一个母文件数据模型内的有若

干个立项存储模块，每个立项存储模块内均存储一个该企业人员对应该客户的一个立项订

单。

[0051] 由图5所示，本发明实施例中，子文件数据模型创建单元25包括文件类型归纳模块

251、文件逻辑关系生成模块252、文件索引标识创建模块253、文件索引标识整合模块254和

文件模型生成模块255；

[0052] 通过文件类型归纳模块251将采集模块采集的数据以企业工作人员编号和该工作

人员名下立项的客户编号两个标识进行分类归纳处理得到若干个数据包，再通过文件逻辑

关系生成模块252识别与该文件相关联的其他关系人，并生成关系图谱，将生成的关系图谱

数据合并至生成的对应数据包内，然后沟通过文件索引标识创建模块253根据识别的企业

工作人员的编号和该工作人员名下立项的客户编号创建成二进制代码，即生成索引符，再

通过文件索引标识整合模块254将生成的索引符整合到与之对应的该数据包上，之后通过

文件模型生成模块255生成一个子文件数据模型，之后相同操作进行实时数据处理生成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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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个子文件数据模型，并将生成的若干个子文件数据模型依次发送至系统后台服务器21。

[0053] 由图6所示，本发明实施例中，文件数据对比分析单元26包括微处理模块261、数据

对比算法提取模块262、文件数据模型分析单元263、新文件数据模型生成模块264、初始文

件类型判别模块265、数据实时更新模块266和数据收发模块267，数据实时更新模块266能

够对整个文件数据对比分析单元26内的工作数据进行实时更新；

[0054] 微处理模块261控制数据收发模块267分别接受系统后台服务器21发来的子文件

数据模型以及母文件数据库单元24内存储的母文件数据模型，先通过初始文件类型判别模

块265对接收的子文件数据模型的索引符与母文件数据库单元24内存储的母文件数据模型

索引符进行对比，来判定该子文件数据模型存储的聚焦位置，聚焦位置为仅仅包含企业工

作人员编号a和该工作人员名下立项的客户编号b组成的索引符的位置，初始文件类型判别

模块265会向联网大数据库3内提取索引符处理算法，来进行索引符对比处理，若初始判别

出母文件数据库单元24内无对应存储位置，则直接通过新文件数据模型生成模块264在母

文件数据库单元24内生成新的项目存储模块来存储该子文件数据模型，并将该子文件数据

模型的索引符前增加新创建新的存储编码，升级成母文件数据模型，即生成新的索引符，当

初始判别出母文件数据库单元24内有对应存储位置，则通过文件数据模型分析单元263进

行同文件数据模型内的同项目判断。

[0055] 由图7所示，本发明实施例中，文件数据模型分析单元263包括子文件数据模型提

取模块2631、母文件数据模型提取模块2632、数据类型对比分析模块2633和数据类型判定

模块2634；

[0056] 通过子文件数据模型提取模块2631和母文件数据模型提取模块2632分别提取待

对比的子文件数据模型和母文件数据模型，通过数据类型对比分析模块2633进行数据对比

分析，数据类型对比分析模块在对比分析过程中会通过数据对比算法提取模块262向联网

大数据库3内提取数据对比算法，来进行数据对比分析处理，然后通过数据类型判定模块

2634判定该子文件数据模型是否为新立项项目。

[0057] 本发明实施例中，索引符处理算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58] S1、子文件数据模型的索引符由以下三个标识组成：企业工作人员编号a=｛0，1，2，

3,....，n｝、该工作人员名下立项的客户编号b=｛0，1，2，3,....，n｝以及该子文件数据模型

内采集整合的数据标识代码X=｛X1,X2,X3,....,Xn｝，这三个标识进行分类归纳处理得到索

引符abX，在生成子文件数据模型时，企业工作人员编号a是系统可知的确定数值，该工作人

员名下立项的客户编号b被随机赋值，但赋值过程中，其辅标识标记客户名称转换后的二级

制代码，即为b（Ω），而该子文件数据模型内采集整合的数据表代码X直接随机赋值，即组合

成该子文件数据模型的索引符为ab（Ω）X；

[0059] S2、初始文件类型判别模块265会将步骤S1生成的子文件数据模型索引符发送至

母文件数据库单元24内与母文件数据库单元24内各个项目存储模块上的索引符进行对比，

先通过步骤S1中确定好的编号a筛选出母文件数据库单元24内与该企业工作人员所对应的

母文件数据模型；

[0060] S3、根据步骤S1中该工作人员名下立项的客户编号b（Ω）中的辅标识标记Ω在步

骤S2筛选出的母文件数据模型中进行搜索对比，若匹配到对应母文件数据模型，则通过文

件数据模型分析单元263内的数据对比算法进行立项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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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S4、若未配到对应母文件数据模型，则直接通过新文件数据模型生成模块264在母

文件数据库单元24内生成新的项目存储模块来存储该子文件数据模型，并将该子文件数据

模型的索引符前增加新创建新的存储编码U=｛U1,U2,U3,....,Un｝，升级成母文件数据模型，

即生成新的索引符UabX。

[0062] 本发明实施例中，数据对比算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63] T1、先通过子文件数据模型提取模块2631和母文件数据模型提取模块2632分别提

取待对比的子文件数据模型和母文件数据模型，再将子文件数据模型内采集整合的数据通

过文字和图片识别算法进行特征提取，即对子文件数据模型内的标识代码X内的内容进行

处理，分别提取对应的标识特征z1,z2,z3,....zn。

[0064] T2、将步骤T2提取的标识特征与筛选出的母文件数据模型内各个立项内容特征进

行匹配，匹配过程中计算匹配度W，当匹配度W≥85%时，则判定匹配成功，表示该子文件模型

为母文件模型中已经立项过的补充文件数据，直接将该子文件模型内的文件数据存储到对

应的立项存储模块内，并将该子文件模型的数据标识代码X变更为与该立项存储模块相对

于的代码；

[0065] T3、当匹配度W＜85%时，则判定匹配失败，表示该子文件模型为母文件模型中新立

项的补充文件数据，在该母文件数据模型内创建新的项目存储模块，该新的项目标识代码

为现有标识码的相邻的下一位，并将该子文件模型内的文件数据存储到对应的新创建的立

项存储模块内，并将该子文件模型的数据标识代码X变更为与新立项存储模块相对于的数

据标识代码。

[0066] 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采集终端，所述采集终端存储有机器可运行指令，所

述计算机可运行指令在被处理器调用和运行时，所述计算机可运行指令促使所述处理器运

行用于企业管理文件数据实时采集分析系统内的运行方法。

[0067] 本发明实施例中，使用的文字和图片识别算法为现有的OCR算法，具体包括以下步

骤：

[0068] 1、图像输入、预处理：图像输入：对于不同的图像格式，有着不同的存储格式，不同

的压缩方式。预处理：主要包括二值化，噪声去除，倾斜较正等

[0069] 二值化：对摄像头拍摄的图片，大多数是彩色图像，彩色图像所含信息量巨大，对

于图片的内容，我们可以简单的分为前景与背景，为了让计算机更快的，更好的识别文字，

我们需要先对彩色图进行处理，使图片只前景信息与背景信息，可以简单的定义前景信息

为黑色，背景信息为白色，这就是二值化图了。

[0070] 噪声去除：对于不同的文档，我们对燥声的定义可以不同，根据燥声的特征进行去

燥，就叫做噪声去除。

[0071] 倾斜较正：由于一般用户，在拍照文档时，都比较随意，因此拍照出来的图片不可

避免的产生倾斜，这就需要文字识别软件进行较正。

[0072] 版面分析：将文档图片分段落，分行的过程就叫做版面分析，由于实际文档的多样

性，复杂性，因此，目前还没有一个固定的，最优的切割模型。

[0073] 字符切割：由于拍照条件的限制，经常造成字符粘连，断笔，因此极大限制了识别

系统的性能，这就需要文字识别软件有字符切割功能。

[0074] 字符识别：已经是很早的事情了，比较早有模板匹配，后来以特征提取为主，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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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位移，笔画的粗细，断笔，粘连，旋转等因素的影响，极大影响特征的提取的难度。

[0075] 文件的识别：对数据中非图片格式的其他文件进行识别和提取。

[0076] 9、后处理、校对：根据特定的语言上下文的关系，对识别结果进行较正，就是后处

理。

实施例

[0077] 由图3所示，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区别于实施例1的技术方案包括：用户交互

单元1包括用户登录模块11、文件模型删除模块12、数据显示模块13、文件模型修订模块14、

文件模型查询模块15和文件模型转移模块16。

[0078] 用户登录模块11用于用户登录整个系统，用户进入系统后可分别通过文件模型删

除模块12、数据显示模块13、文件模型修订模块14、文件模型查询模块15和文件模型转移模

块16进行文件的删除、显示、修订、查询和文件模型转移至其他非高于本用户权限级别的用

户。

[0079] 以某知识产权服务企业为例，该企业的员工A在本发明的用于企业管理文件数据

实时采集分析系统上注册有员工编号3，即a=3,员工A使用公司的企业微信帐号登录，并与

微信中的客户B进行知识产权业务沟通，沟通的内容以及客户B从微信上发给员工A的文件

均会上传至系统内，若客户B之前并未与本公司合作，并且为员工A的第5个客户，即b=5，则

系统内会在母文件数据库单元24内新建母文件数据模型U1并建立一个立项X1，并给员工A生

成索引符U135X1，当该客户B后期准备想新增立项时，通过与员工A微信沟通后，系统自动实

时在员工A母文件数据库单元24的建母文件数据模型U1内新建立一个立项X2，即新建的索引

符为U135X2。

[0080] 同时本说明书中未作详细描述的内容均属于本领域技术人员公知的现有技术。

[0081]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诸如第一和第二等之类的关系术语仅仅用来将一个实

体或者操作与另一个实体或操作区分开来，而不一定要求或者暗示这些实体或操作之间存

在任何这种实际的关系或者顺序。而且，术语“包括”、“包含”或者其任何其他变体意在涵盖

非排他性的包含，从而使得包括一系列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不仅包括那些要

素，而且还包括没有明确列出的其他要素，或者是还包括为这种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

所固有的要素。

[0082]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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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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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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