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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 振动在线监测系统要求与评价指南》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该标准由中国计量协会立项，并在 2024 年 12 月 26 日下发的《中国

计量协会关于下达2024年第二批团体标准计划项目的通知》（中计协函

【2024】197 号）的通知附件中列明，具体为附件第 10 条“T/CMA ZK246 

物联网 振动在线监测系统要求与评价指南”。 

（二）起草单位 

主要起草单位：无锡市检验检测认证研究院 

参加起草单位：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

术研究院、宁波市计量测试研究院、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天津市

计量监督检测科学研究院、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南京理工大学、江

苏联能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江苏普瑞尔特控制工程有限公司、无锡市厚德

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山东利恩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无锡物联网产业研

究院。 

（三）所做工作及主要工作过程 

《物联网 振动在线监测系统要求与评价指南》由无锡市检验检测认

证研究院牵头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编制组基于国家质量基础的共性技术

研究与应用课题“基于D-SI的安全可靠数字校准测量系统”（课题编号：

2021YFF0600103）任务5“基于D-SI的城市轨道交通在线监测系统验证方

法研究”（任务编号：YF-ZLJC2101-3-2）任务要求，结合文献检索与企

业实际需求、计量可行性等方面，理论结合实际，形成团体标准规范框

架，并经过反复推敲验证，逐步完善标准内容，形成标准初稿。 

（1）检索国内外数据库的文献、专利及研究报告，进行标准查新，

经查新分析，该项目具有新颖性，综合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查阅和参考大量标准、文献，力求标准内容及用词准确严谨有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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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联系调研多家振动传感器研发及应用企业，了解企业研制能

力、检验检测机构实际工况在线监测验证与评价需求，沟通计量验证解决

方案，形成理论结合实际，可行性强的团体标准技术架构； 

（4）研制计量验证系统，从实验室计量、工况条件核查与验证多种

物联网振动在线监测系统评价需求进行数据对比，确定计量验证的可行

性； 

（5）综上，按要求形成团体标准初稿。 

（四）标准制定目的和意义 

2021年12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当前

产业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工业数字化转型加速，工业企业生产设备数字

化水平持续提升，更多企业迈上“云端”。与此同时，数字证书、数字化

计量、远程在线检测等成为近年来计量行业重点关注课题，计量的数字化

转型也紧跟时代浪潮，稳步推进。 

物联网把所有物品通过信息传感设备与互联网连接起来，进行信息交

换，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和管理，是数字化实现的重要通道。对物联网的在

线监测系统实现计量核查与评价十分必要。 

在物联网工业过程控制过程中，振动量是物联网感知最常见的参量之

一。一般由振动传感器、信号适配系统（信号采集和处理单元）及显示单

元组成物联网振动在线监测系统，这些监测系统广泛应用于风电场分布式

监测和诊断、轨道交通振动信号监测和诊断以及工业大型设备的监测和诊

断等场合，以此来监测现场设备或装置等的“健康”状态。应用不同现场

的振动传感器工作原理、安装方式、用于振动监测的关键参数等均不同，

增加了振动传感器现场计量的难度。传统的振动在线监测系统评价是将应

用于现场的振动传感器拆卸后送计量技术机构，按照相关检定规程、规范

开展实验室校准，完成校准后再重新安装到应用现场。这种方式存在传感

器拆卸难、现场重新安装后传感器状态改变、单传感器评价不能有效代表

整个监测系统性能等局限性。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振

动在线监测系统接入物联网平台，亟需远程在线校准与计量来支撑物联网

振动在线监测系统的验证与评价。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A0%E6%84%9F%E8%AE%BE%E5%A4%87/18653387?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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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开展《物联网 振动在线监测系统技术要求与评价指南》团体标

准的研究，指导物联网应用中振动在线监测系统的设计与在线运行评价的

规范性，填补此类标准空白，保障物联网振动在线监测系统运行的稳定性

和可靠性。 

二、 团体标准编制原则与确定团体标准主要内容 

（一）标准编制原则 

《物联网 振动在线监测系统要求与评价指南》标准的编制在充分调研

的基础上，严格遵循了国家法律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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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则起草。主要遵循了“统一性、可操作性、可行性”的原则。 

（二）本标准制定参考的主要依据 

《物联网 振动在线监测系统要求与评价指南》标准制定的依据主要

包括以下规范、标准： 

JJF 1156-2006 振动 冲击 转速计量术语及定义 

GB/T 13824-2015 旋转与往复式机器的机械振动对振动烈度测量仪的

要求 

GB/T 19873.1-2005 机器状态监测与诊断 振动状态监测 第1部分：

总则 

GB/T 19873.2-2009 机器状态监测与诊断 振动状态监测 第2部分：

振动数据处理、分析与描述 

GB/T 19873.3-2019 机器状态监测与诊断 振动状态监测 第3部分：

振动诊断指南 

GB/T 20485.11-2006 振动与冲击传感器校准方法 第11部分：激光干

涉法振动绝对校准 

GB/T 20485.21-2007 振动与冲击传感器校准方法 第21部分：振动比

较法校准 

GB/T 20518-2018 信息安全技术 公钥基础设施数字证书格式 

GB/T 24338.4-2018 轨道交通 电磁兼容 第3-2部分：机车车辆 设备 

GB/T 25742.1-2010 机器状态监测与诊断 数据处理、通信与表示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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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部分：一般指南 

GB/T 25742.3-2018 机器状态监测与诊断 数据处理、通信与表示 第

3部分：通信 

GB/T 33745–2017 物联网 术语 

GB/T 35854-2018 风力发电机组及其组件机械振动测量与评估 

GB/T 38624.1-2020 物联网 网关 第1部分：面向感知设备接入的网

关技术要求 

GB/T 38637.1-2020 物联网 感知控制设备接入 第1部分：总体要求 

GB/T 51306-2018 工程振动术语和符号标准 

GB/T 6075.1-2012 机械振动 在非旋转部件上测量评价机器的振动 

第1部分：总则 

（三）标准的主要内容 

（1）适用范围 

《物联网 振动在线监测系统要求与评价指南》标准给出了物联网应用中

振动状态在线监测系统的参考体系结构及原理、通用技术要求、功能要求和

安全要求，并给出了振动状态在线监测系统的远程在线数字化评价方法的指

导。 

《物联网 振动在线监测系统要求与评价指南》适用于物联网应用中振动

状态在线监测系统的设计与在线运行评价，适应的振动状态在线监测系统包

含但不限于城市轨道交通振动状态在线监测系统、风机、风力发电机组等的

振动状态在线监测系统、工业过程控制振动状态在线监测系统等。 

（2）主要内容 

《物联网 振动在线监测系统要求与评价指南》标准包含前言、范

围、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系统参考结构及原理、系统要求、安全要

求、物联网振动在线监测系统评价、安全试验九个部分。 

根据物联网振动在线监测系统特点，考虑实际应用及测试需求，给出

参考的系统结构及原理，并对系统的总体功能、通信功能、核查功能、显

示查询功能、在线诊断功能及系统测量范围等提出明确要求，供相关企业

参考，规范化生产，同时考虑到工况使用，对系统提出绝缘电阻、绝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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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安全要求。 

针对以上系统，该团标还给出了系统评价指南，根据振动传感器及系

统的工作实际情况，分别给出了实验室计量和工况条件下的核查与评价的

测量条件、测量设备及评价的方法。 

三、本标准采用国际和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

以及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产品未发现有国外产品标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与现行相关法

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目前国内没有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无。 

本标准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强制性标准相冲突情况：无冲突。 

本标准是否存在标准低于相关国标、行标和地标等推荐性标准的情

况：无。 

四、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标准内容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要求，并与参照采用的相关标准、

技术规范等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的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的分歧意见。 

六、贯彻标准的要求措施建议 

建议标准发布后，中国计量协会可组织起草单位编写标准宣贯出版

物、开展专题标准培训等活动，更好地推动本标准的具体实施工作。 

七、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八、其他应予说明的情况 

无。 

十、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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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 振动在线监测系统技术要求与评价指南》标准基于D-SI数

字化量值溯源体系与架构，为物联网应用中振动状态在线监测系统的设计

提供统一的技术要求，有利于规范企业产品生产，促进物联网在线监测系

统的规范化、标准化；同时为该系统的运行提供指南性评价方法，在线系

统通过核查与评价可及时了解自身运行状态的可靠性及数据的准确有效

性，掌握自身健康状况，为企业生产赋能。 

十一、明确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