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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22394《机器状态监测与诊断 数据判读与诊断技术》分为以下3部分: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数据驱动的应用;
———第3部分:基于知识的应用。
本部分是GB/T22394的第2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13379-2:2015《机器状态监测与诊断 数据判读与诊断技术 第

2部分:数据驱动的应用》。
与本部分中规范性引用的国际文件有一致性对应关系的我国文件如下:
———GB/T20921—2007 机器状态监测与诊断 词汇(ISO13372:2004,IDT)。
———GB/T22394.1—2005 机器状态监测与诊断 数据判读和诊断技术 第1部分:总则 (ISO
13379-1:2012,IDT)。

本部分由全国机械振动、冲击与状态监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3)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华北电力大学、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郑州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付忠广、张学延、马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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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T22394的本部分给出了可用于确定机器相对一系列基线参数状态的一般过程。相对于基线

值的变化和与报警条件的对比,用于表示异常状态并产生报警,这样的过程通常称为状态监测。另外,
为帮助确定合适的处理措施,识别异常状态原因的过程,通常称为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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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状态监测与诊断 数据判读与诊断

技术 第2部分:数据驱动的应用

1 范围

GB/T22394的本部分给出了实施数据驱动监测与诊断方法的过程,以帮助专业人员,特别是监测

中心的专业人员进行分析工作。
虽然现有的工具中已经内嵌了一些步骤,为了更好地使用,仍有必要注意下列步骤:
———资产、关键故障以及可用过程参数的选择;
———数据清洗和重采样;
———模型开发;
———模型初始化和调整;
———模型性能评估;
———诊断过程。
实施这些步骤不需要全面的统计学方法知识,但需要具有首先建立训练模型并将模型应用于监测

和诊断过程的能力。
在正常工作状态的机器上实施数据驱动监测模型的训练。故障监测的原理是将观察数据与估计数

据进行对比。参数的观察值与期望值之间的不同(称为残差)表示存在异常,该异常可能与设备或仪器

有关。
在正常工作状态和故障状态的机器上实施数据驱动诊断模型的训练。诊断方法的原理不是去检测

参数的偏差,而是通过将观察到的状况与训练阶段学到的故障进行比较从而识别故障。通常使用的技

术是模式识别以及模式分类。
数据可以取自分散式控制系统(DCS)的历史数据,或者取自特定的监测系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ISO13372 机器状态监测与诊断 词汇(Conditionmonitoringanddiagnosticsofmachines—Vo-
cabulary)

ISO13379-1 机 器 状 态 监 测 与 诊 断 数 据 判 读 和 诊 断 技 术 第1部 分:总 则(Condition
monitoringanddiagnosticsofmachine—Datainterpretationanddiagnosticstechniques—Part1:Gen-
eralguidelines)

3 术语和定义

ISO13372和ISO13379-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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