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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由来、必要性、技术路线和工作过程（不少于 1000字阐述，另纸附后） 

本标准规定了称重物联网系统的系统架构，以及系统中软件平台的功能要

求、平台性能与技术要求等内容。本标准适用于称重物联网系统软件平台，是指

采集物联网仪表的称重工作状态和运行状态的数据信息，并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存

储，对数据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归类和分级，并按规定完成预警和报警功能，

同时支持与系统外其他平台进行数据交换，向相关用户提供相关信息服务的软件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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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市场正在推广应用中，客户构建了物联网衡器产品后，通过本平台实施

与信息有关的各项功能和服务，并已与市面常见的ERP系统和MES系统完成对接，

在客户智能制造体系中逐渐发挥出一定的作用。 

由于本项目是全新的，国际国内都无可参照的或类似的产品，从技术角度正

在整合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已有技术的功能中，后续将会向智能系统或

认知系统方向发展。 

制定本标准是基于物联网应用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传统衡器会向物联网智能

衡器转型，其产生或形成的数据急需要一个统一架构的大平台处理和提供服务，

国际国内目前都属于空白，在中国制造 2025 的推动下，信息产业发展迅速，衡器

行业也必须适应这种变革，目前物联网衡器装机数量已日益剧增，基于其产生或

形成的数据信息量也随之剧增，急需要称重物联网系统软件平台技术要求作为统

一的规范，目前提请制订本项目已经迫在眉睫，它必将为衡器跨入智能化和网络

信息化奠定基础。 

物联网功能是指整个衡器系统对数据采集、上传、存储以及进一步的数据分

析与展示的能力。电子称重物联网仪表将称重物联网传感器及仪表自身采集的数

据通过网络上传、存储在远端的服务器集群中，为后续分析这些数据提供基础。

对服务器中的数据进行加工处理后，以可视化的界面在 PC 或移动终端进行展示；

后者就是通常所说的应用程序/APP，采用用户/服务器的软件架构，用户端通过按

照指定的程序/APP可以查看信息。 

本标准数据库中存储了物联网汽车衡所有相关数据，有效的数据源是所有数

据都为原始数据，且能够用于数据分析；其中历史称重记录是仪表基于软件平台

和云计算处理计算后的结果，历史报警记录则是仪表无线模块基于仪表上传的状

态参数进行逻辑判断处理后的结果。本平台技术要求能够用于分析传感器实时内



码及其它物理量的数据。当然其它数据表中存储的数据可以有其它用途，比如用

于退货传感器溯源：通过传感器条码或传感器 ID号关联到企业其它信息化系统，

可知传感器出厂前的测试参数，而从能够更全面地了解退货传感器的使用情况。 

针对称重物联网系统软件平台技术要求的数据分析，需要大量的标记测试数

据以及反馈数据，前者是用于机器学习的训练样本，后者是用于优化模型参数的。 

本标准基于这些应用场景及基本内容制定技术路线和编写各章节内容。 

主要技术内容和范围（另纸附后） 

本标准主要研究的技术内容包括确定数据库架构、数据上传的接口规范、数

据字典的基本内容，规定了称重物联网系统的系统架构，以及系统中软件平台的

功能、要求、平台性能与技术要求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称重物联网系统软件平台，针对部分为特殊行业具体定制的系

统不受此约束。 

标准章节的主要内容（修订的标准应注明拟修订的主要内容，另纸附后） 

本标准拟按 7 章起草编写，具体计划各章节主要内容如下： 

第 1 章 范围，主要描述了本标准涉及的适用范围、条件及其他技术概要； 

第 2 章 规范性引用文件，主要对本标准所引用的相关标准做出列举说明； 

第 3 章 术语和定义，对本标准涉及的名词和术语做出定义和描述； 

第 4 章 系统总体结构及各部分关系，包括系统总体结构、系统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等内容； 

第 5 章 系统功能，包括数据采集、数据存储、分析与处理、数据交换、信息服务

等内容； 

第 6 章 一般技术要求，包括基本功能、运行管理功能、仪表运行监控管理功能、

设备管理功能、报表管理功能、报警和处理、维保功能、平台接口功能、与企业



信息系统信息交互、升级功能等内容； 

第 7 章 性能与技术要求，包括性能指标、平台总体性能、应急与报警信息响应时

间、平台仪表接入性能、平台响应时间、网络传输数据存储和备份、安全要求、

平台运行环境等技术内容和要求。 

相关情况简要说明 

（另纸附后） 

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介绍本标准与相关法律法规，相关国家、行业和地方

标准的协调关系； 

2. 介绍国内外相关技术发展动态、拟纳入本标准的技术

先进性、成熟程度以及是否涉及专利等； 

3. 根据需要，拟开展哪些必要的专题研究、试验、测试

等 

本标准作为系统软件平台技术要求标准，其内容应

符合国家现行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另外还应与

行业发展技术水平相协调，促进技术进步和行业技术升

级，具备技术前瞻性和领先性。 

在国内，有的企业已经构建了完整的数据中心，已

经对数万多台物联网衡器形成的数据实施处理和管理，

并提供信息化服务。从市场端因为物联网衡器已经小规

模上量，该类配套软件平台是必不可少的，从长远看，

市场潜力巨大，值得挖掘和开拓的内容还很多。国内外

目前都尚无属于衡器领域的该类系统软件平台技术要求

或标准。 

拟专题研究内容如下： 

1、研究衡器行业的数据元及其采集技术，确定基本通用

的数据库架构； 



2、研究大数据分析和商业智能展示技术及标准化应用； 

3、研究数据传输和存储的安全性技术措施及标准措施； 

4、研究物联网系统软件平台技术可靠性测试技术及评价

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