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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智能化 机械设备运行监测规范》

（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工业智能化 机械设备运行监测规范》编制组

二〇二五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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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智能化 机械设备运行监测规范》（征求意见稿）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 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提出并归口。本标准规定了工业智能

化企业和车间生产过程中的机械设备运行监测的基本要求、数据采集、数

据处理、信息输出与显示。。

（二） 起草单位情况

本标准起草单位包括：XXX、XXX、XXX。

（三） 标准编制过程

（1）成立标准起草组，技术调研和资料收集

2025 年 2 月 7日—3月 17 日，为保证制订工作的顺利开展、提高标准

的质量和可用性，由起草单位和相关技术专家共同组建了标准起草组，负

责《工业智能化 机械设备运行监测规范》标准的编制。通过制订工作方

案，标准起草组进一步明确了目标要求、工作思路、人员分工和工作进度

等。

标准起草组对相关指标和要求进行了调研，搜集了众多机械设备运行

监测相关的标准、文献、成果案例等资料，着手标准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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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确定标准框架，形成标准草案

2025 年 3 月 20 日—4 月 10 日，起草小组结合前期的调研和资料，多

次召开内部研讨会，形成标准大纲，并邀请了专家和相关企业对标准进行

技术指导，对《工业智能化 机械设备运行监测规范》的标准编制工作重

点、标准制定依据和编制原则等形成了共识，同时完成标准草案稿的撰写。

（3）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开展征求意见

2025 年 4 月 16 日，标准起草组对标准草案进行修改完善，包括调整基

本原则内容、修改错误用词和格式等，在反复讨论和论证的基础上，修改

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制定的目的和意义

随着工业智能化的快速发展，机械设备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愈发重要。

为确保机械设备的稳定、高效运行，提高其使用寿命，并降低企业的运维

成本，制定一套科学、规范的工业智能化机械设备运行监测标准显得尤为

重要。本标准旨在通过规范机械设备的运行监测，为企业提供一套全面的、

可操作的监测体系，以保障生产安全，提升生产效率。。

制定工业智能化 机械设备运行监测规范这个标准的目的和意义在

于：

1.提升机械设备运行效率

通过制定运行监测规范，企业能够对机械设备的运行状态进行实时、

准确的监测，及时发现并解决潜在问题，避免因设备故障导致的生产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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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可以提高设备的利用率，还能显著提升生产线的整体效率。。

2.保障生产安全

机械设备的安全运行是企业生产的基础。本标准通过对设备运行状态

的全面监测，能够及时发现并预警潜在的安全隐患，有效防止安全事故的

发生。这不仅保护了员工的生命安全，也为企业的稳定生产提供了有力保

障。

3.推动工业智能化进程

本标准的制定与实施，有助于推动工业智能化的进一步发展。通过对

机械设备的智能化监测，企业能够更加精准地掌握设备的运行状态，为后

续的智能化改造和升级提供有力支持。同时，这也为企业参与国际贸易、

提升国际竞争力提供了重要保障。。

三、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在编制的过程中遵循“先进性、科学性、可操作性”的原则，

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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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起草。

四、标准主要内容

1、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规定了工业智能化企业和车间生产过程中的机械设备运

行监测的基本要求、数据采集、数据处理、信息输出与显示。。适用于工

业智能化企业和车间生产过程中的机械设备运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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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规范引用了 GB/T 37942《生产过程质量控制 设备状态监测》。

3、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聚合：对复杂设备或系统状态和趋势监测数据进行选取、加权、分析、

判别，从而获得设备或系统状态数据的转化过程。

基线数据：在各种过程中正常状态下，设备特征值允许比较计算或测

量的基准值，

数据采集：通过传感器或系统检测与收集反映设备状态信息的过程，

数据处理：对采集的电信号或非电信号进行处理，以便抽取出反映设

备状态特征的过程注：对信号进行提取、变换、分析、综合等处理过程的

统称。

维修：设备技术状态劣化或发生故障后，为恢复其功能而进行的技术

活动，包括各类计划维修和计划外的故障维修及事故处理。

阈值：设备特征值的参考临界值。

ERP：企业资源计划(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MES：制造执行系统(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

MTBF：平均故障间隔时间(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

MTTR：平均修复时间(Mean Time Between Repairs)

OEE：设备综合利用率(Overall Equipment Effectiveness)

获
取
全
文
请
联
系
40
0-
18
6-
01
26

获
取
全
文
请
联
系
40
0-
18
6-
01
26

获
取
全
文
请
联
系
40
0-
18
6-
01
26

获
取
全
文
请
联
系
40
0-
18
6-
01
26

获
取
全
文
请
联
系
40
0-
18
6-
01
26

获
取
全
文
请
联
系
40
0-
18
6-
01
26

获
取
全
文
请
联
系
40
0-
18
6-
01
26

获
取
全
文
请
联
系
40
0-
18
6-
01
26

获
取
全
文
请
联
系
40
0-
18
6-
01
26



6

RFID：射频识别(Radio Frequency ldentification)

4.基本要求

本章节规定了制定工业智能化机械设备运行监测规范的目的、适用范

围以及规范性引用文件。强调了监测规范在工业智能化企业和车间生产过

程中的重要性，确保机械设备的稳定、高效运行。

5.数据采集

本章节规定了工业智能化机械设备运行监测所需的数据类型、采集原

则和方法。章节中强调了数据选择的关联性、灵敏性、稳定性和可解释性，

以确保采集到的数据能够全面、准确地反映设备的运行状态。此外，还介

绍了数据来源的分类以及采集方法，包括人工输入和自动输入两种方式，

并强调了自动输入方式在提高监测效率方面的优势。

6.数据处理

本章节规定了设备状态监测系统的数据预处理流程、状态判别方法和

决策支持。章节中详细解释了数据预处理流程中的各个环节，包括设备被

测量、原始测量值、中间数据和状态表征数据等。同时，还介绍了阈值判

别和聚合判别两种状态判别方法，以及决策支持在设备状态监测中的应用，

为设备的故障预防和诊断提供了有力支持。

7.信息输出与显示

本章节规定了设备状态监测信息的输出内容和显示方式。章节中列出

了设备基本数据、设备运行数据、设备状态和设备状态字等输出内容，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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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了现场标牌、指示灯状态、显示屏、广播/蜂鸣器、操作终端和 MES/ERP

等常用的信息显示方式。这些规定确保了设备状态信息的准确传递和有效

利用，为企业的生产管理提供了有力支持。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起草过程中无重大分歧。

六、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标准只有通过实施才能起作用，如果不能实施，再好的标准也是“一

纸空文”，更无法体现它的作用。贯彻实施标准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有

良好的实施方法和检查监督机制。具体来说：（1）加大宣贯力度。利用报

纸、电视、电台及微信、微博等各种新媒体，大力宣传，为标准的实施营

造良好的社会氛围。（2）加强标准实施反馈。对在标准实施过程中发现的

问题及提出的意见，要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做好标准的修订和完善工作。

七、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不涉及现行标准的废止。

八、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工业智能化 机械设备运行监测规范》编制组

2025 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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