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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武汉车子狗会飞科技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武汉车子狗会飞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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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安全生产监测预警系统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物联网安全生产监测预警系统的术语和定义、系统要求、设备统计信息要求、设备基

础信息、维护保养及检测信息与格式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安全生产监测预警系统的设计、应用与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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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00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

GB/T 36951 信息安全技术 物联网感知终端应用安全技术要求

GB/T 37025 信息安全技术 物联网数据传输安全技术要求

GB/T 41782.1 物联网 系统互操作性 第1部分：框架

GB/T 41782.2 物联网 系统互操作性 第2部分：网络连通性

3 术语和定义

GB/T 3300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

企业通过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员全过程参与，建立并保持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全面管控生产

经营活动各环节的安全生产与职业卫生工作，实现安全健康管理系统化、岗位操作行为规范化、设备设

施本质安全化、作业环境器具定置化，并持续改进。

3.2 安全风险

发生危险事件或有害暴露的可能性，与随之引发的人身伤害、健康损害或财产损失的严重性的组合。

3.3 工作场所

从业人员进行职业活动，并由企业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所有工作地点。

3.4 作业环境

从业人员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以及相关联的场所，对从业人员的安全、健康和工作能力，以及

对设备（设施）的安全运行产品影响的所有自然和人为因素。

3.5 监测终端

利用传感器采集声音、图像、设备运行状态信息以及触发式报警装置的信息，并可将数据上传至服

务器的装置的统称。

3.6 安全监测预警系统

为发现、控制、纠正和消除事故安全风险，利用监测终端等设施组成具有预警功能的，以实现监测、

辨别、预报、预防和警示事物安全状态的综合安全系统。

4 技术要求

4.1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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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所有基于物联网安全生产监测预警系统的企业生产安全均应符合 GB/T 33000 的要求。

4.1.2 系统互操作性应符合 GB/T 41782.1 的要求。

4.1.3 开展安全生产监测工作，应遵循“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原则。

4.1.4 监测预警系统应满足适宜性要求，在数据、应用、业务、流程等方面与原体系充分融合。监测

预警系统自身以及与原体系的网络连通性应符合 GB/T 41782.2 的要求。

4.1.5 监测预警系统不应影响设备的安全运行。

4.1.6 监测预警系统终端数据传输应符合 GB/T 37025 的要求。

4.1.7 监测预警系统监测终端应用安全应符合 GB/T 36951 的要求。

4.1.8 监测预警系统发生故障时，不应影响系统的基础数据的安全性和完整性。

4.2 系统主要功能

4.2.1 感知能力

能够实时感知采集来自监测点的数据，包括温湿度、烟感、水位、红外、生命体征等数据。

4.2.2 分析处理能力

能够根据感知的数据进行分析，包括对异常数据的报警、安全事件的自动触发、数据的统计和报表

等功能。

4.2.3 网络通讯能力

能够通过现有的网络将数据发送到安全监控中心，并且可以通过短信平台向相关人员发送警报信息。

4.2.4 储存能力

能够将采集的数据存储在本地，同时可以通过云存储等方式进行数据存储，便于查询和管理。

4.2.5 智能化能力

具备自动学习和优化的能力，可以对监测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从而对安全生产情况进行实时

监控和预警。

4.2.6 可视化能力

能够对监测数据进行可视化展示，方便用户进行查看和管理。

4.2.7 兼容性能力

能够与其他安全系统进行集成，实现数据共享和联动。

4.2.8 扩展性能力

能够根据用户需求进行功能扩展和升级，满足不同场景下的安全生产监测需求。

4.3 安全监测预警系统硬件配置原则

4.3.1 系统主机

应选择高效、稳定的服务器或计算机设备，并具备较高的处理能力和存储容量，以满足系统的数据

处理与存储需求。

4.3.2 传感器和监测设备

根据实际需要选择适当的传感器和监测设备，如温度、湿度、气体、压力、流量等类型的传感器。

这些设备应具备良好的灵敏度、精度和可靠性，能够准确地获取和传输监测数据。

4.3.3 数据传输设备

系统应配备可靠的网络传输设备或通讯模块，用于将监测数据传输至监控中心或相关部门。传输设

备要保证数据传输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T/CASME XXXX—XXXX

4

4.3.4 监控终端设备

包括计算机、显示屏等，用于监测人员对系统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控和管理。设备应稳定可靠，适

应长时间连续工作。

4.3.5 供电设备

系统应配备可靠的供电设备，如不间断电源（UPS）或发电机组，以确保系统在停电等异常情况下

能够正常工作并保持数据的连续性。

4.3.6 数据储存设备

需要选择安全、可靠且容量足够大的存储设备，能够存储系统产生的监测数据，并具备数据备份和

恢复能力。

4.3.7 防护措施

监测预警系统应采取必要的防水、防尘、防爆等相应的防护措施，确保在极端情况下，工作正常，

数据不丢失。

4.4 监测预警系统参数设置原则

4.4.1 监测参数应具有代表性，并能被分析系统准确识别。监测数据应符合 GB/T 38637.2 的要求。

4.4.2 检验/监测数据准确、可靠。

4.4.3 预警阈值的设置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和规范的要求，并结合工作场所和作业环境的实际情况进

行合理选择。预警阈值还应根据监测参数的历史数据和变化趋势进行确定，并考虑当前的安全等级和风

险等级等因素。

4.4.4 数据采集频率的设置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和规范的要求，并结合作业环境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

选择。数据采集频率应根据监测参数的稳定性和变化趋势进行确定，同时考虑工作场所的监测需求和数

据精度要求等因素。

4.4.5 异常处理应包括异常报警和异常处理两个环节。异常报警应能够及时发现监测参数的异常变化，

并能够准确定位异常位置。异常处理应根据异常报警信息进行及时处理，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4.4.6 数据存储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和规范的要求，并结合工程项目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选择。数据

存储应能够保存监测参数的历史数据和变化趋势，并能够方便地进行查询和分析。

5 安全生产监测预警系统的验收

5.1 系统各项功能

系统应按照设计要求完成监测和预警功能，包括实时监测、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报警设置等。

5.2 系统稳定性

系统应能够在长时间运行下保持稳定，不会出现崩溃或数据丢失的情况。

5.3 数据准确性

监测系统所采集的数据应准确可靠，能够真实反映生产过程中的安全状况。

5.4 界面友好性

预警系统的操作界面须简洁易懂，易于操作和使用。

5.5 安全性

系统应具有足够的安全措施，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和数据泄露。

5.6 可靠性

系统应具有足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能够在各种复杂环境下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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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可维护性

系统应易于维护和升级，以便在需要时进行更新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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