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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机器人 性能退化 评价规范》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2023 年 9月，该项目在重庆市机器人学会的《关于公布 2023年第一批团体

标准制定项目的通知》正式立项（项目号：CRSS-T-2023-003），该标准由重庆市

机器人学会提出并归口，该项目由重庆凯瑞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牵头起草，起草

单位包括重庆凯瑞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河北工业大学、重庆鲁班机器人技术研

究院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广州数控机器人科技有限

公司、广东天太机器人有限公司、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新松机

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库卡机器人(广东)有限公司、四川志方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华数机器人有限公司、珠海格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重庆科技学院、青岛海

通机器人系统有限公司、北京中安吉泰科技有限公司、重庆智能机器人研究院、

佛山智能装备研究院、重庆凯瑞认证服务有限公司、中信重工洛阳矿山机械工程

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检测中心等单位，计划完成时间 2024年。 

2、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调研、草案）阶段：计划下达后，本标准牵头单位重庆凯瑞机器人技

术有限公司组织各参编单位成立了标准编制工作组，2023 年 9 月在重庆召开了

该项标准编写启动会，2024年 3月 21日在重庆召开了该项标准草案研讨会。标

委会秘书处、标准牵头单位、参编单位和相关专家等参加了会议。重庆凯瑞机器

人技术有限公司担任主要起草工作，确定工作方案，提出进度安排，对国内外工

业机器人性能退化测评方法的现状与发展情况进行了全面调研，同时广泛搜集和

检索了国内外的技术资料。经过大量的研究分析、资料查证工作，结合实际应用

经验，全面地总结和归纳，在此基础上编制了标准草案初稿，并组织专家对标准

中的主要内容进行多次研讨和认真修改，2024 年 5 月底形成了该项标准的征求

意见稿初稿，经牵头单位和各参编单位审核后报至标委会秘书处。 

3、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本标准由重庆凯瑞机器人有限公司、河北工业大学等所有单位共同起草。  

主要成员：吴曾萍、王嘉、江文明、何志雄、张冶、宋莉、何宋西莹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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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工作:吴曾萍全面协调标准起草工作。负责标准的具体起草与编写工作；王

嘉、宋莉、何宋西莹负责收集、分析工业机器人性能退化评价方法的技术文献和

资料，对相关技术内容进行归纳总结，修订标准草案；刘壹凯、钱卫民结合标准

草案进行了试验验证。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在制定工作中遵循“面向市场、服务产业、自主制定、适时推出、及

时修订、不断完善”的原则，标准制定与技术创新、试验验证、产业推进、应用

推广相结合，统筹推进。 

同时，本标准的编制遵循“统一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的原则。标

准在结构编写和内容编排等方面符合 GB/T 1.1—2020要求。 

2、标准主要内容 

本文件规定了工业机器人性能退化评价规范术语和定义、试验条件、试验方

法、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六轴工业机器人，其他多关节机器人可参考使用。 

3、解决的主要问题 

通过本标准的修订，解决的主要问题有：一是规范行业行为，优化行业资源

配置，引导和促进行业在统一先进的标准下高速健康的发展，指导工业机器人在

性能退化测试方法方面做到统一化、通用化，从而使产业获得最佳秩序和最佳社

会效益。二是通过标准的修订，解决了工业机器人性能退化评价方法缺失的问题，

填补行业标准的空白。 

三、主要修订情况 

《工业机器人 性能退化 评价规范》是新制订的团体标准，本文件规定了工

业机器人性能退化评价规范术语和定义、试验条件、试验方法、评价方法。 

其中术语和定义包括性能退化加速试验、过载试验、环境应力试验等。 

其中试验方法包含过载试验和环境应力试验。过载试验规定了运行条件及过

载系数计算方法；环境应力试验规定了温度、湿度、振动、电应力的加速试验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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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评价方法规定了性能退化终止试验判定的依据，性能检测方法，评价方

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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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的内容全面、科学地反映了工业机器人性能退化评价方法；其具有先

进性和可操作性，标准的编制符合相关的标准要求。 

本标准的修订主要是通过统一的标准，对整个产业起到提升作用；同时也有

利于产业的整合，增强市场竞争力；并有助于指导相关企业组织生产和贸易，使

其对质量的控制及检测（包括有关质量检测机构）有了充分的依据；同时在方便

用户的使用、协调供需双方的要求以及规范市场等方面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制定过程未检索到类似的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本专业领域尚无

相关的国际标准，标准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其中，阶段性连续运行后的机器

人性能退化验证试验采用 GB/T 12642-2013《工业机器人 性能规范及其试验方

法》中的部分试验项目。 

本标准的修订符合标准制修订原则和标准制修订工作程序要求。标准内容的

编写符合 GB/T 1.1—2020要求，所规定的工业机器人性能退化评价方法先进合

理，切实可行，解决了工业机器人性能退化无标准可依的问题，为其行业发展提

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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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内容符合现行法律、法规；与现行的其他标准配套使用。 

本专业领域的标准体系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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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属于“自动化系统及集成”标准体系“机器人”大类中的“工业机器

人”标准。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团体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标准实施后组织标准宣讲，以使企业了解标准内容，促进标准的顺利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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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