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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17614《工业过程控制系统用变送器》由以下部分组成:
———第1部分:性能评定方法;
———第2部分:检查和例行试验导则;
———第3部分:智能变送器性能评定方法。
本部分为GB/T17614的第3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B/T17614.3—2013《工业过程控制系统用变送器 第3部分:智能变送器性能评定

方法》,本部分与GB/T17614.3—2013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本部分的结构主要遵循了GB/T19767的框架。对于性能试验,还应参考GB/T18271系列

标准,该系列标准描述的许多试验对于智能变送器仍然是有效的。推荐进一步阅读GB/T18272系

列标准,因为本部分的一些想法是基于该系列标准提出的概念。”(见引言,2013年版的引言);
——— “方法”中不再有“智能程度”的评价方法;“方法学”中明确了“通信网络”的规定,即“通信网络

(见IEC61158系列标准或其他标准)”(见第1章,2013年版的第1章);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2章,2013年版的第2章);
———修改了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2013年版的第3章);
———用“通过接口(有线或无线)传递测量和控制数据,”代替了“通过接口和现场总线(数字通信链

路),传递测量和控制数据,”;在“混合式变送器”后增加了“(SMART)”;在“其数字信号是叠

加在模拟电流信号上的,”后增加了“并且在电输出子系统处可获取。”(见4.2.5,2013年版的

4.2.5);
———在“适合于连接到现场总线”后增加了“(或无线)”(见4.2.6,2013年版的4.2.6);
———增加了“在无线应用中,需要指定特定的供电(如:电池)。”(见4.2.7,2013年版的4.2.7);
———增加了“检查变送器硬件或固件的新版本是否与旧版本兼容、是否已充分记录有关更改(制造

商声明等)。”(见表1,2013年版的表1);
——— “现场总线兼容性”改为“现场总线或无线兼容性”,且其右边列增加了“连接到无线网络(指定

的标准);”(见表2,2013年版的表2);
——— “可组态的重启条件”栏右边列增加了“对于具备过程控制功能的变送器,列出任何可组态的

断电后重启条件。”(见表2,2013年版的表2);
——— “变送器诊断”栏右边列将“现场总线设备可能提供以下信息:”改为“现场总线和无线设备可

能提供以下信息:”(见表6,2013年版的表6);
——— “报警”栏右边列在“由现场总线连接的主机”后增加了“或无线主机”(见表6,2013年版

的表6);
———增加了“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栏,并增加了右边栏内容(见表6,2013年版的表6);
——— “制造商的维护支持”栏的右边列在“制造商提供维护合同吗”后增加了“(或在线支持)”(见

表7,2013年版的表7);
———增加了“无线兼容性”栏(见表8,2013年版的表8);
——— “变送器标识”栏增加了“———指明用途”和“———其他安全相关信息”列项(见表9,2013年版

的表9);
——— “应用限制”栏删除了“EMC”(见表9,2013年版的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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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电磁兼容性EMC(IEC61326系列)”(见表9,2013年版的表9);
——— “故障率资料”后增加了“(IEC61508系列)”(见表9,2013年版的表9);
——— “性能规范”栏后增加了一栏“电池寿命规格(对无线变送器)”(见表9,2013年版的表9);
———增加了 “文档类型及其提供方式(打印件、在CD上、从互联网下载)”(见表9,2013年版的

表9);
———删除了“如无此信息或信息不充分时,应在报告的评述和意见栏内陈述。”(见表4.4,2013年版

的表4.4);
———增加了“5.3.2.1 总则”,其后编号顺延(见5.3.2.1);
———用“用于危险场所时,变送器应按相关标准的要求获得权威机构的认证。”代替了原来的“用于

危险场所时,智能变送器应按GB3836相关部分的要求获得权威机构的认证。”(见表6.1,

2013年版的表6.1);
———删除了“注:本附录中给出的可信性试验方法,仅与下列智能变送器(功能)相关:具有自测试功

能、和(或)配备冗余部件、和(或)能就其状态与外部系统通信。这些试验对那些用于安全相

关应用的智能变送器尤为重要。强烈希望制造商将所述试验方法整合进他们设计过程中。”
(见A.1,2013年版的A.1)。

本部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EC60770-3:2014《工业过程控制系统用变送器 第3部分:智能变

送器性能评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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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附录NA。
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a) 增加了附录NA(资料性附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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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删除了IEC61326-1,因已经规范性引用了IEC61326(所有部分);

c) 修改了表2“组态工具”栏右边列中明显错误的分项;

d) 表16中补填上了遗漏空“电源电压瞬变”;

e) 修改了第7章中错误的条款号,即:将4.2.8改为4.3.9;

f) 修改了A.3中错误的条款号,即:将4.2.6改为4.3.7。
本部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工业过程测量控制和自动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24)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西南大学、深圳市特安电子有限公司、重庆市伟岸测器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

立石仪表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杰克仪表有限公司、上海立格仪表有限公司、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远东仪表有限公司、天津市亿环自动化仪表技术有限公司、安徽天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南

汉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西安东风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市维博电子有限责任公司、浙江盾安禾田金

属有限公司、重庆横河川仪有限公司、重庆宇通系统软件有限公司、福建顺昌虹润精密仪器有限公司、北
京昆仑海岸传感技术有限公司、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杭州盘古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厦门安

东电子有限公司、上海模数仪表有限公司、广州南控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西安优控科技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太仓市锅炉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创威科技有限公司、山
东福瑞德测控系统有限公司、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两江新区市场和质量监管局、上海凡宜

科技电子有限公司、上海恩邦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合肥皖科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尔泰科技有限

公司、美科仪器仪表校准技术服务(无锡)有限公司、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广州市熙泰自控设备

有限公司、北京京仪仪器仪表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山东东润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青岛自动化仪表有

限公司、杭州振华仪表有限公司、上海盖林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南京优倍电气有限公司、济南市长清计

算机应用公司、杭州自动化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有限公司、重庆理工大学。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周雪莲、刘枫、王毅、唐田、欧文辉、宫晓东、邹凌、陈文弦、聂绍忠、王莉、刘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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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文章、李志刚、惠全民、阮赐元、汪向荣、蓝剑、岳周、张新国、陈志扬、刘伯林、明代都、周宇、沈玉富、
肖国专、韩恒超、官荣涛、胡明、张友华、赵士春、吴洪威、李明、谢晓辉、郑维强、陈一兰、王圣斌、张远保、
陈锦荣、郑彦哲、陈蓁圆、茅晓晨、万驹、王悦、于兆慧、窦建军、邢伟积、赵俊虎、董健、张洪、卜琰、张建锋、
余成波、吕静、何强、黄仁杰。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17614.3—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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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用于工业过程控制系统的新型变送器现在普遍配备了微处理器,采用了数字信号处理和通信方法、
辅助传感元件和人工智能。这使得它们比传统模拟变送器更加复杂,同时赋予它们相当可观的附加值。

智能变送器是一种在运行中采用数字处理和通信技术来执行其功能、保护和传送数据与信息的装

置。它可能配备有支持智能变送器主要功能的附加传感元件和功能单元。比如,各种附加的功能单元

可以提高准确度和范围度、自诊断能力、报警和状态监视。因此,与准确度相关的性能试验,虽然仍是评

定的主要方面之一,但已经不足以显示灵活性、能力和其他与工程、安装、可维护性、可靠性、可操作性相

关的特征。
由于智能变送器的复杂性,评定机构和制造商之间宜建立紧密的协作关系。在确立试验程序时,宜

关注制造商的产品技术参数,而且宜邀请制造商对试验程序及结果提出意见。在试验机构提出的报告

中宜包含制造商对试验结果的意见。
本部分的主体主要致力于构建一种用于智能变送器的设计评审和性能试验必须遵循的方法。很多

情况下,智能变送器也具备被整合在数字通信(总线)系统当中,与其他各种设备协同工作的能力。这时

可信性、可(互)操作性和实时性能都是重要问题。这些方面的试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智能变送器的内

部结构和组织、以及总线系统的体系结构和规模。附录A、附录B和附录C给出一个非强制性的方法

和框架,用于在特定情况下设计可信性、吞吐量试验和功能块试验的特定评定程序。
当不必要或不可能按照本部分进行全性能试验时,那些需要做的试验宜按本部分相关条款进行试

验和报告结果。这种情况下,试验报告宜说明它没有包括本部分规定的所有试验。此外,为了给报告阅

读者一个清晰的概貌,宜列出省略的项目。
本部分的结构主要遵循了GB/T19767的框架。对于性能试验,可参考GB/T18271系列标准,该

系列标准描述的许多试验对于智能变送器仍然是有效的。推荐进一步阅读GB/T18272系列标准,因
为本部分制定的某些性能评定方法源于该系列标准提出的相关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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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过程控制系统用变送器
第3部分:智能变送器性能评定方法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以下方法和方法学:
● 方法

———有关智能变送器功能的评价方法;
———有关智能变送器操作特性及其静态、动态性能的试验方法。

● 方法学

———有关确定可靠性和探测故障所使用的诊断基本模型的学问;
———有关确定智能变送器在通信网络中通信能力的方法的学问。

这些方法和方法学适用于把一个或多个物理量、化学量或电量转换成通信网络(见IEC61158系列

标准或其他标准)用数字信号或转换成模拟电信号(见IEC60381系列标准)的智能变送器。
本部分所列方法和方法学主要用于:
———制造商确定自己产品的性能;
———用户或独立测试试验室验证设备的性能规范。
建议智能变送器的制造商在早期开发阶段就开始应用GB/T17614的本部分。
本部分通过以下方法对智能变送器的设计评审提供指导:
———以结构化的方法制定硬件和软件设计评审检查表;
———在不同环境和运行条件下对其性能、可信性和可操作性进行检验测量的试验方法;
———获得报告数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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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18271.1—2017 过程测量和控制装置 通用性能评定方法和程序 第1部分:总则

(IEC61298-1:2008,IDT)

GB/T18271.2—2017 过程测量和控制装置 通用性能评定方法和程序 第2部分:参比条件下

的试验(IEC61298-2:2008,IDT)

GB/T18271.3—2017 过程测量和控制装置 通用性能评定方法和程序 第3部分:影响量影响

的试验(IEC61298-3:2008,IDT)

IEC60050(所有部分) 国际电工术语(InternationalElectrotechnicalVocabulary)

IEC60381(所有部分) 过程控制系统用模拟信号(Analogsignalsforprocesscontrolsystems)

IEC60529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Degreeofprotectionprovidedbyenclosures(IPCode)]

IEC60721-3(所有部分) 环境条件分类 第3部分:环境参数和严酷度组的分类(Classification
ofenvironmentalconditions—Part3:Classificationofgroupsofenvironmentalparametersandtheir
severities)

IEC61010-1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 第1部分:通用要求(Safetyrequi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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