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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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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 远程运维系统 评价指标体系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面向智能制造的远程运维系统评价指标体系。

文件适用于拟定智能制造远程运维系统的综合评价方案。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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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2239-201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22240-2020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指南

GB/T 28448-201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要求

GB/T 42136-2022 智能制造 远程运维系统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运维对象 maintenance object

智能制造环境中设备或设备群。

［来源：GB/T 42136-2022,3.1]

3.2

远程运维 remote maintenance

围绕运维对象状态监测、故障诊断、故障预警、故障告警、运维管理、设备管理、预测性维护等开

展的活动。

3.3

远程运维系统 remote maintenance system

为实现远程运维提供支持的信息系统。

4 符号和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KSps 采样千次每秒（Kilo Samples per second ）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88F4E6DA63424198E05397BE0A0ADE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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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ps 每秒输入输出操作（Input/Output Operations per second）RAID 独立冗余磁盘阵列

（Redundant Arrays of Independent Disks）

5 远程运维系统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本文件基于GB/T 42136-2022《智能制造 远程运维系统通用要求》给出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

图1示出的是包含三层指标的一个评价指标体系的框架，后面第6条给出对各个指标的定义。

图1示出的指标体系框架和第6条的指标定义共同构成本文件给出的远程运维系统指标体系。

根据实际远程运维系统及其评估任务的需求，可以调整本文件描述的指标体系，例如，增/减指标、

扩展指标体系层次、修改指标定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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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远程运维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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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评价指标

6.1 对象

6.1.1 设备接入类

6.1.1.1 设备接入率

此指标是指运维对象接入远程运维系统的比例，用于表述远程运维系统设备接入的情况。

设备接入率指标值计算方法为已接入远程运维系统的运维对象数量与运维对象总量比例的百分比。

6.2 数据

6.2.1 数据采集类

6.2.1.1 系统分辨率

此指标是指系统可以分辨的输入信号最小变化量，用系统可分辨的实际电压表示，单位为V,用于表

述远程运维系统针对单一被运维对象采集的最小测量值。

系统分辨率的指标值由系统数据采集所应用的模数转换器位数决定。

6.2.1.2 采集精度

此指标是指远程运维系统工作在额定采集速率下，单次数据采集的转换精度，用于表述远程运维系

统单一被运维对象的数据采集的精准程度。

采集精度指标值计算方法为系统实际输出值与理论输出值之差与满量程比例的百分数。

6.2.1.3 采样速率

此指标是指在满足系统精度前提下，系统对输入模拟信号在单位时间内完成采样点采集的次数，采

集”包括对被测量进行采样、量化、编码、传输、存储等的全部过程，单位为KSps，用于表述远程运维

系统针对单一被运维对象的数据采集的能力。

采样速率指标值根据远程运维系统的实际应用场景需求决定。

6.2.1.4 动态范围

此指标是指远程运维系统采集信号，单位为dB，用于表述远程运维系统数据采集的范围及处理数据

采集业务的能力。

动态范围指标值计算方法为远程运维系统采集信号的最大幅值与远程运维系统采集信号最小幅值

比例的分贝数。

6.2.2 数据存储类

6.2.2.1 RAID 读写能力

此指标通过给出远程运维系统数据存储过程中存储设备（如硬盘、固态硬盘、存储区域网络等）每

秒的读写次数，用于表述远程运维系统的RAID的数据存储读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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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D读写能力使用每秒输入输出操作（IOPps）作为此指标的计量单位，不同RAID类型的IOPS计算

方法如表1所示。

表 1 IOPS 计算方法

RAID类型 计算方法

RAID5、RAID3 X=A+4×B

X:运行IOPS，存储设备在运行过程中实际的每秒输入输出操作。

A:读取IOPS，存储设备运行过程中读取存储数据的每秒输入输出操作

B:写入IOPS,存储设备运行过程中写入数据的每秒输入输出操作。

RAID6 X=A+6×B

X:运行IOPS，存储设备在运行过程中实际的每秒输入输出操作。

A:读取IOPS，存储设备运行过程中读取存储数据的每秒输入输出操作

B:写入IOPS,存储设备运行过程中写入数据的每秒输入输出操作。

RAID1、RAID10 X=A+2×B

X:运行IOPS，存储设备在运行过程中实际的每秒输入输出操作。

A:读取IOPS，存储设备运行过程中读取存储数据的每秒输入输出操作

B:写入IOPS,存储设备运行过程中写入数据的每秒输入输出操作。

注：远程运维系统补部署的RAID类型由系统开发设计者根据需求而定，各RAID类型无优劣之分。

6.2.2.2 磁盘 I/O

此指标是指远程运维系统数据存储过程中，存储设备如硬盘、固态硬盘、存储区域网络等每秒对存

储数据字节读取速度（单位为MB/s），用于表述远程运维系统数据存储读写能力。

磁盘I/O指标由存储设备厂商在存储设备出厂时规定。

6.2.2.3 吞吐量

此指标是指远程运维系统数据存储过程中，存储设备如硬盘、固态硬盘、存储区域网络等每秒的流

量，即存储设备写入加上读出数据的大小，单位为MB/s、GB/s。用于表述远程运维系统数据存储读写能

力。

吞吐量指标值计算方法为运行IPOS指标值与磁盘IO指标值的乘积。

6.2.2.4 存储方式

此指标是指远程运维系统存储设备之间的连接结构与数据存储位置，用于表述远程运维系统数据存

储方式的合理性，应从数据集中存储、数据分布式存储、数据本地存储、数据云存储等情况加以评价。

6.2.2.5 数据扩容灵活度

此指标是指远程运维系统数据存储的可拓展性，用于表述远程运维系统存储满足用户需求变更的能

力。应从是否具备数据扩容能力、可扩容空间大小、扩容便捷性等面加以评价。

6.2.3 数据分析类

6.2.3.1 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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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指标是指内各分析模块、模型、算法预测结果中正确的样本占总样本的比例，用于表述远程运维

系统各分析模块、模型、算法正确分析的能力。

准确率指标值计算方法为预测样本中真正类和真负类总数量与预测样本总数比例的百分比。其中预

测样本中真正类数量为单次分析中，预测正确的正样本数量。预测样本中真负类数量为单次分析中，预

测正确的负样本数量。

6.2.3.2 真正类率

此指标是指各分析模块、模型、算法预测结果中预测样本的真正类样本占预测样本中正类样本的比

例，二分类问题样本判定规则有两种情况，一种以正类预测结果为正类，一种是以负类预测为正类，用

于表述远程运维系统各分析模块、模型、算法正类分析的准确能力。

真正类率指标值计算方法为预测样本中真正类数量与预测样本中正类样本数量比例的百分比。其中

预测样本中正类样本数量，为统一的二分类问题判定规则下，预测样本中判断为正类的样本数量。

6.2.3.3 假正类率

此指标是指各分析模块、模型、算法预测结果中预测样本的假正类样本占预测样本中正类样本的比

例，二分类问题样本判定规则有两种情况，一种以正类预测结果为正类，一种是以负类预测为正类，用

于表述远程运维系统各分析模块、模型、算法正类分析的偏差风险。

假正类率指标值计算方法为预测样本中假正类数量与预测样本中正类样本数量比例的百分比。其中

预测样本中假正类数量，为单次分析中，预测不正确的正样本数量。

6.3 应用

6.3.1 状态监测类

6.3.1.1 状态监测周期

此指标是指对被运维设备进行检测工作的最小时间间隔，单位秒、分钟、小时、天，根据被运维设

备状态变化速度决定，用于表述状态监测的实时性。

6.3.1.2 状态监测覆盖率

此指标是指实现状态监测的被运维对象数量占被运维对象总数量的比例，用于评价状态监测功能覆

盖的程度。

状态监测覆盖率指标值计算方法为实现监测的被运维对象数量与被运维对象数量比例的百分比。其

中被运维对象总数量是指远程运维系统业务涉及的被运维对象总数量，包括已接入远程运维系统的设备

数量与规划接入远程运维系统设备的数量。

6.3.1.3 状态监测指标覆盖率

此指标是指对单一被运维对象，实现监测的指标种类数量占设备关键生产运行指标种类数量的比例，

用于表述针对单一被运维对象，状态监测指标的全面性。

状态监测指标覆盖率指标值计算方法为状态监测功能中的指标种类数量与设备远程运维关键指标

种类数量比例百分比。

6.3.2 故障诊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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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1 故障诊断及时率

此指标是指故障诊断的数量占实际发生故障的数量的比例，用于表述故障诊断的覆盖情况。

故障诊断及时率指标值计算方法为故障诊断数量与实际发生故障数量比例的百分比。其中故障诊断

数量为系统进行故障诊断后发出故障提示的数量。实际发生故障诊断的数量是指被运维设备实际出现故

障的次数，可能包含出现故障，但故障诊断功能未识别出来的情况。

6.3.2.2 故障诊断准确率

此指标是指故障诊断正确的数量占故障诊断总数量的比例，用于表述故障诊断的准确情况。

故障诊断准确率指标值计算方法为故障诊断正确数量与故障诊断数量比例的百分比。其中故障诊断

正确的数量，是指人工对故障诊断进行验证，确认真正发生故障的诊断条目数量。

6.3.2.3 故障诊断误判率

此指标是指故障诊断错误的数量占故障诊断总数量的比例，用于表述故障诊断的误判风险。

故障诊断误判率指标值计算方法为故障诊断错误数量与故障诊断数量比例的百分比。其中故障错误

的数量，是指人工对故障诊断进行验证，确认未发生故障的诊断条目数量。

针对同一目标时间段，同样的被运维对象，故障诊断准确率与故障诊断误判率之和为1。

6.3.3 故障告警类指标

6.3.3.1 故障告警确认率

此指标是指人工确认收到故障告警的数量占故障告警总数量的比例，用于表述故障告警的实际应用

情况。

故障告警确认率指标值计算方法为人工确认收到故障告警数量与故障告警总数量比例的百分比。人

工确认收到故障告警数量是指在告警信息通过各种形式发送后，相关运维人员收到告警信息并在远程运

维系统里进行告警信息确认的数量。

6.3.4 远程维护类

6.3.4.1 远程维护应用率

此指标是指应用远程支持的运维任务数量占运维任务总量的比例，用于表述远程维护的实际使用情

况。

维护预案覆盖率指标值计算方法为应用远程支持的运维任务数量与运维任务总量比例的百分比。其

中应用远程支持的运维任务数量是指在实际运维过程中采用远程在线支持实现操作教学、维护指导、远

程配置等操作的运维任务数量。

6.3.5 预测性维护类

6.3.5.1 维护预案覆盖率

此指标是指远程运维系统具有维护预案的被运维对象数量相对于接入系统的被运维对象总数量的

比例，用于表述预测性维护方案覆盖的全面性。

维护预案覆盖率指标值计算方法为具有维护预案的被运维对象数量与接入系统的被运维对象数量

比例的百分比。其中接入系统的被运维对象总数量是指应用远程运维系统进行运维的设备总数量。



GB/T XXXXX—XXXX

8

6.3.5.2 维护预案使用率

此指标是指用户实际执行的维护预案数量相对于维护预案总数量的比例，用于评价表述维护预案的

使用情况。

维护预案使用率指标值计算方法为用户实际执行的维护预案数量与维护预案总量比例的百分比。其

中用户实际执行的维护预案数量，是维护预案触发并提醒，运维人员到达现场，根据现场真实情况判断

后，按照预案执行的运维任务数量。

6.3.5.3 维护预案准确率

此指标是指用户实际执行的维护预案数量相对于维护预案触发数量的比例，用于表述维护预案设置

的准确情况。

维护预案准确率指标值的计算方法为用户实际执行的维护预案数量与维护预案触发总数量比例的

百分比。维护预案触发总数量，是维护预案提醒条件触发后，用户运维人员到达现场，按照预案实际执

行的运维任务数量。

6.3.5.4 单设备维护预案准确率

此指标是指针对单设备用户实际执行的维护预案数量相对于维护预案触发数量的比例，用于表述单

设备维护预案设置的准确情况。

单设备维护预案准确率指标值计算方法为用户实际执行的单设备维护预案数量与单设备维护预案

触发总数量比例的百分比。

6.3.6 备品备件管理类

6.3.6.1 备品备件管理覆盖率

此指标是指已实现备品备件管理的备品备件种类数量占被运维设备所需全部备品备件种类数量的

比例，用于表述备品备件管理的适用情况。

备品备件管理覆盖率指标值计算方法为已实现备品备件管理的备品备件种类数量与被运维对象所

需全部备品备件种类数量比例的百分比。

6.4 安全

6.4.1 系统稳定性类

6.4.1.1 运行率

此指标是指在计划运行时间内，系统整体正常运行的概率，用于表述远程运维系统正常运行情况。

运行率指标值计算方法为系统实际运行时间与系统计划开机时间比例的百分比。

6.4.1.2 失效率

此指标是指工作到某一时刻尚未出现故障的远程运维系统，在该时刻后，单位时间内发生故障的概

率，用于表述远程运维系统出现故障风险的几率。

失效率指标值计算方法为在考虑的时间范围内系统发生故障的组件数与系统内全部的组件数量比

例的百分比。系统内发生故障的组件是指远程运维系统中发生故障的传感器、数采模块、服务器、存储

设备等硬件组件及操作系统、功能模块、数据库等软件组件，不包含被运维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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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3 可靠度

此指标是指产品在规定的条件下和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规定功能的概率，用于表述远程运维系统完

成规定功能的可靠程度。

可靠度指标值计算方法为自然常数的系统负失效率数值的次方。其中系统负失效率为系统失效率的

负数。

6.4.1.4 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此指标是指远程运维系统在两相邻故障间隔期内正确工作的平均时间，单位为小时，用于表述远程

运维系统平均工作时间量。

平均故障间隔时间指标值计算方法为系统无故障时间与系统故障数量的比例。

6.4.1.5 单次最长故障时间

此指标是指在考虑的时间范围内，远程运维系统故障发生时起，只故障完全消失时止，所经历的最

长时间，单位为分钟，用于表述在生产过程中，用户可接受远程运维系统失效的最大程度。

6.4.2 网络安全类

6.4.2.1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等级

此指标反映远程运维系统遭到网络安全攻击、破坏后对所产生的危害的可接受程度。用于表述远程

运维系统的网络安全保护能力。

不同应用场景的远程运维系统的安全保护等级确定方法见GB/T 22240。远程运维系统网络安全等级

保护等级的具体评价要素、要求及方法见GB/T 22239、GB/T 28448。

7 评价方法

本体系定量指标需采用相应公式进行定量计算、定性指标可采用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

法等方法进行用定性评价。

远程运维系统应用的行业及场景较广泛，因此各行业、各场景的用户对远程运维系统评价的侧重、

参数选取各有不同，故本标准不设定等级评定或者优劣比较机制。在评价过程中，评价实施方可根据生

产过程实际情况给出个评价指标期望分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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