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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22394《机器状态监测与诊断 数据判读和诊断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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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B/T22394—2008《机器状态监测与诊断 数据判读和诊断技术的一般指南》。
本部分与GB/T22394—2008的主要区别是:
———将独立的标准修改为系列标准的第1部分;
———修改了标准的名称,由原来的“机器状态监测与诊断 数据判读和诊断技术的一般指南”改为

“机器状态监测与诊断 数据判读和诊断技术 第1部分:总则”;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删去了原来的ISO2041;
———删除了2008版引用的ISO13372和GB/T20921中的术语和定义;
———在表1用于诊断的测量和参数举例中,新增加了“红外热成像”“温度”等;
———增加了图2选择诊断模型的一般方法、附录C和附录D;
———增加了第6章的6.1~6.3;
———改写了6.4及图3中章节的编号;
———2008版的图3改为图4;
———2008版的6.2.6改为6.5;
———修改了6.4.2,增加了6.4.3;
———修改了附录B;
———2008版的附录D改为附录G,而且表中的注文改用公式表述;
———重新编写了参考文献,全部采用原文。
本部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13379-1:2012《机器状态监测与诊断 数据判读和诊断技术 第

1部分:总则》(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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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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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机械研究所、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东南大学。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韩国明、黄润华、苗同臣、张学延、傅行军。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22394—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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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部分包含用相对于一组基线参数确定机器状态的一般程序。从相对于基线值的变化以及与报警

准则比较,用来指示异常行为和生成报警的过程,通常称之为状态监测。另外,识别异常行为的起因,以
帮助确定适当的修复措施的过程,通常称之为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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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状态监测与诊断
数据判读和诊断技术

第1部分:总则

1 范围

GB/T22394的本部分给出机器数据判读与诊断技术的总则。它旨在:
———让状态监测与诊断系统的用户与制造商在机器诊断领域有共同的概念;
———让用户准备必要的技术特性参数,用于机器状态的进一步诊断;
———给出实现机器故障诊断的合适方法。
由于是总则,所以没有列出机器类型的清单。
本部分适用于所有的工业机器,如涡轮机、压缩机、泵、发电机、电动机、鼓风机、齿轮箱和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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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术语和定义

ISO13372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状态监测计划和诊断要求

4.1 诊断在运行和维修中的作用

在运行与维修任务决策时,诊断起很重要的作用。为了使诊断有效,宜按照机器中可能发生的故障

制定诊断程序。因此,当准备机器状态监测和诊断系统时,强烈建议进行初步研究。

4.2 确定诊断需求

初步研究的原则示于图1。这里有意识地选择“V”表示高度关注(维修:机器、风险评价)和“低度”
关注(测量:监测、定期测试、数据处理)。

图的左分枝对应初步研究,为特定的机器准备状态监测和诊断必需的数据。右分枝对应状态监测

与诊断活动,通常在已委托进行机器诊断工作之后开始。每一层面由初步设计阶段(左侧)和使用阶段

(右侧)组成。
诊断研究的一般步骤包括:

a) 分析机器全过程的利用率、可维修性和危害度;

b) 列举主要部件和它们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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