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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标准《石化行业智能制造 电镜图像识别系统通用要求》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2024年10月，根据“关于公布2024年第十批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的通知”（中

电标通〔2024〕027号）的安排，由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牵头起草《石石

化行业智能制造 电镜图像识别系统通用要求》，本文件由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

技术协会归口，标准项目号为：CESA-2024-169。

2.主要起草单位和起草人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化盈科信息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原油田分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信息技术分公司、中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有

限公司、中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国际勘探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赵学良、索寒生、蔡李美、何宏宏、李路晨、刘东庆、

李新杰、张丹、张卡、郭学超、董睿、宫向阳、张睿、刘茂、张晓明、吕雪峰、

侯明艳、姜健准、金立、欧琪、陈金涛、李晓雄、李振轩。

3.主要工作过程

本文件编制组主要任务包括预研、立项、编制等，主要工作过程如下：

（1）2024年4月初：开展编制调研工作，进行相关角色访谈、观看视频识别

系统演示，进行信息系统和平台类已发布标准研究，以及其他案头调研等，并形

成标准草案初稿；

（2）2024年9月25日：由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组织召开标准立项评

审。

（3）2024年10月15日：确定本文件获批立项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

司确定了标准责任人及参与人员，联系石化盈科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电

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等参与单位，初步筹建标准编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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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4年10月23日：向社会公开征集标准参编单位，广泛邀请科研院所、

大学院校、企业等标准利益相关方加入标准编制组。

（5）2024年11月20日：召开全体参编单位线上启动会和第一次标准草案编

制研讨会，赵学良、索寒生、蔡李美、何宏宏、李路晨、刘东庆、李新杰、张丹、

董睿、宫向阳、张晓明、金立、欧琪等10余位编制人员及专家参加，就标准的标

准化需求、对象、技术框架、核心内容等进行了确认，并制定下一步工作计划，

会后形成标准草案v2.0版。

（6）2025年1月7日：召开全体参编单位第二次标准草案编制线上研讨会，

刘东庆、蔡李美、李新杰、吕雪峰、侯明艳、何宏宏、张丹、金立、欧琪、李晓

雄、李振轩等10余位编制人员及专家参加，就标准的技术架构和核心内容进行了

研讨确认，给出完善意见，会后形成标准草案v3.0版。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及解决的主要问题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属于《石化行业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2 版）》的 AHC 基础

共性/赋能技术/人工智能标准标准。

本标准草案采用自主编写的方式，其结构编写和内容编排等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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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GB/T

20001.5—2017《标准编写规则 第 5 部分：规范标准》的要求，同时遵循以下

原则：

——突出石化行业特点。紧抓石化行业电镜图像分析业务特点，紧紧围绕现

阶段石化行业智能化发展水平进行相关技术要求研制，保证标准条款的科学性和

适用性，为石化企业智能化建设提供工作指导；

——涵盖范围适度。考虑石化行业信息化建设整体水平，以及人工智能技术

应用的需求和水平，选择石化企业和科研院所典型表征分析业务进行研制；

——广泛吸纳各方意见。在最佳工程实践的基础上，提炼共性功能和要求，

识别差异性功能和要求，广泛吸纳石化行业企业、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相关科

研机构的意见和建议，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本着科学严谨的态度制定本标准，

使之适用性更强。

2.确定主要内容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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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在最佳工程实践的基础上，充分研究了已发布的GB/T 15445.1-2008

《粒度分析结果的表述 第1部分：图形表征》、GB/T 21649.1-2008 《粒度分析

图像分析法 第1部分：静态图像分析法》、GB/T 38691-2020 《石油炼制催化

剂比表面积测试方法》、GB/T 40485-2021 《煤的镜质体随机反射率自动测定 图

像分析法》等标准，从解决的问题、功能架构、采用的信息技术、系统性能、技

术要素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同时结合标准化对象特点，确定了本标准的结构，

核心技术要求。

3.解决的主要问题

通过构建电镜图像识别系统，明确球晶与孔隙、分散相颗粒、聚合物颗粒等

类型电镜图像的识别内容和统计参数等，帮助科研人员进行电镜图像表征结果的

快速分析，提高分析处理工作的效率，摆脱人员经验依赖。目前，电镜图像识别

系统建设没有统一标准，建立电镜图像识别系统通用要求标准，规范图像识别技

术在电镜图像分析业务场景中的应用，为石化行业企业和科研院所构建电镜图像

智能识别系统提供指引。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本标准编制工作紧密结合了石化行业电镜图像识别的特点以及标准化对象

的主要特征，并由全体参编单位共同梳理验证思路、研讨验证方案，对标准草案

正文的全部条款进行验证：

1.验证目标

标准草案正文共 7章 17 条（26 个列项），本次验证的目标是证明标准草案

各章、条（列项）的合理性、适用性、完整性、可行性等。

2.验证过程

（1）验证方法选择

标准条款的验证方法一般有 3 种，考虑本标准是新技术应用标准，而且目前

只有少数企业已应用或开始试点建设，所以选择较为可行的举证验证方法进行验

证。举证验证可采用实物、调查问卷、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等进行举

证。研究本标准各条款特点及验证环境和条件限制，经研讨，采用调查问卷的方

式进行验证。

（2）验证企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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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对电镜图像识别系统熟悉的企业，可包括已应用或在建企业，对本标准

草案进行验证。经会议讨论，选择已应用企业中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北化院”）进行验证。

（3）编制调查问卷

分析标准草案正文中各章、条的特点，对应各章条编制问题，并配置选项，

形成调查问卷。问卷中共设置了 21 道选择题，并且每题均设置有开放性的意见

和建议，供验证单位填制。

（4）实施验证

将调查问卷下发到北化院，北化院组织答卷；答卷过程中编制组配有答疑人

员，如遇疑问可给予解答。答卷完成后回收答卷并查看结果，当反馈结果中没有

全否定选项时即为本标准草案通过验证，如有未通过验证的条款，与验证企业共

同修改对应条款，直至通过验证。

（5）验证收尾

对验证工作进行总结，给出验证结论，编制标准草案验证报告。

3．验证结论

根据北化院反馈的答卷，未发现有全否定选项。收集到一条开放性建议，经

标准编制组研究，吸纳了该建议，完善了标准草案，最终形成征求意见稿。 以

上验证证明了标准草案整体结构和内容完整，各章、条所述要求合理、适用、可

行，为后续标准实施落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知识产权情况说明

暂未发现本文件中涉及到专利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

五、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

本文件发布后，可在中国石化的企业和科研院所进行先期推广，形成低门槛

全行业推广的范式，逐步推广到其他石化行业企业和科研院所。

通过本文件及相关研究成果，石化企业和科研院所通过采用新技术手段进行

图像表征智能分析，将单张图像识别效率由分钟级提升到秒级，解决传统人工分

析方式工作效率低、质量差的问题，提高图像表征分析精度、摆脱人员经验依赖，

极大地提升了分析效率。

六、转化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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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未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文件与现行相关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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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文件发布后面向系统供应商、石化企业等标准使用者开展多场次、多

层次的线上和线下宣贯和培训，使标准的使用者及时了解相关动态和要求等。在

石化行业选择基础好的企业进行小范围试点，形成低门槛全行业推广的范式，逐

步推广到全行业。落地实施后也要注意实施情况的反馈，逐步完善标准，确保其

实施效果。

十、替代或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一、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石化行业智能制造 电镜图像识别系统通用要求》

团体标准编制起草组

2025-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