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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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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起草单位:上海市计算技术研究所、上海上科信息技术研究所、上海舜宇恒平科学仪器有限

公司、杭州市中辉科学器材有限公司、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清谱(上海)分析仪器有限公司、山
东山宇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长春吉大·小天鹅仪器有限公司、北京华夏科创仪器技术有限公司、上海软

中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讯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创晖科技有限公

司、南京分析仪器厂有限公司、南京霍普斯科技有限公司、钢研纳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上海伍丰科学仪

器有限公司、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磐合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麦斯达夫科技有

限公司、苏州市计量测试院、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恩德斯豪斯(中国)自动化有限公司、上海

纽钛测控技术有限公司、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和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敬周、李钧、王志宏、吴华忠、郜武、王世立、董占勇、高德江、张新民、宋俊典、

陈海永、陈新泉、郑杰、刘虎、陈海、顾潮春、赵英飞、徐伯元、赵忠欣、徐国平、杨玺、郑波、任豪、杨建虎、
谭海玲、袁旭军、马雅娟、袁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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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分析仪器种类多样、智能化水平各有差异,分析仪器相关的大数据和智能化应用需要一个通用的框

架,来实现各类分析仪器的网络化测控、分析、共享、协同、运维、管理和数据服务等,本标准就提供了这

样一个通用框架。
实施本标准,可:
———方便地实现不同分析仪器之间的联动、数据交互和共享;
———提高分析仪器开发、生产、管理和使用活动中IT部分的复用度,提高产品的智能化水平;
———减少分析仪器相关IT应用系统或平台的开发、运维和服务成本,降低项目实施风险;
———提高分析仪器相关的大数据建设的效率,提高数据管理、数据质量和大数据应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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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仪器物联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分析仪器的术语和定义、缩略语、约定、物联框架、物联过程、物联模型、数据交换过程

以及相关的形式化表达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指导分析仪器物联相关的信息系统设计、开发、运维及数据服务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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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3000—2010 信息技术 通用多八位编码字符集(UCS)

GB/T13966—2013 分析仪器术语

3 术语和定义、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GB/T13966—201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实体分析仪器 entityanalyticalinstrument
实体仪器

物联至网络的分析仪器。

3.1.2
虚拟分析仪器 virtualanalyticalinstrument
虚拟仪器

实体仪器在网络中的代理。

3.1.3
仪器映射器 analyticalinstrumentmapper
映射器

实现实体仪器与虚拟仪器之间数据绑定的软件密集型系统。

3.1.4
分析仪器物联 analyticalinstrumentbecomingthingsofinternet
通过网络实现对分析仪器的测量分析、控制协同、数据共享及管理等。
注:一台分析仪器实现物联后应包含三个部分:实体仪器、虚拟仪器和映射器。

3.1.5
软件服务 softwareservices
实现特定功能、通过访问接口在线响应外部调用请求的软件密集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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