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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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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19860:2005《燃气轮机 燃气轮机设备的数据采集和趋势监测系

统要求》。
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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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4100—2016 燃气轮机 验收试验(ISO2314:2009,IDT)。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删除了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清单中ISO2314:1989、ISO3977-2:1997的年代号,因为文中

均为不注日期引用;
———删除了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清单中的ISO13373-1:2002,因为在文中为资料性引用;
———删除了4.1第一段背景介绍内容;
———增加了附录B中的表编号。
本文件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燃气轮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59)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新华控制技术集团科技有限公司、清华大学、南京燃气轮机研究所、杭州汽轮

机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电气燃气轮机有限公司、杭州华电半山发电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维建、刘尚明、王革非、杨庆材、王伟、朱达。

Ⅲ

GB/T40739—2021/ISO19860:2005



引  言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提请注意,声明符合本文件时,可能涉及到发电厂数据处理系统和诊断系统的有

关专利的使用。
申报的具体专利包括:

EP0643345 监测技术设备运行状态的数据处理装置

US5,625,574 监测技术设备运行状态的方法和数据处理系统

EP0667013 机组诊断系统

US5,734,567 机组诊断系统

KR299811 机组诊断系统

IN179026 电厂诊断系统

本文件对专利权的证明、有效性和范围不持任何立场。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对于上述专利的真实性、有效性和范围无任何立场。
该专利权持有人已向ISO承诺,他愿意同任何申请人在合理且无歧视的条款和条件下就专利授权

许可进行谈判。该专利持有人的声明已在ISO备案。相关信息可以通过以下联系方式获得:
专利持有人姓名:西门子公司

地址:德国埃尔朗根

经查询,标准中涉及到的隶属于西门子的以上专利目前已经处于失效状态。
请注意除上述专利外,本文件的某些内容仍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

责任。
越来越多的燃气轮机用户要求在购买的燃气轮机上配备有各种功能的趋势监测系统(TMS)。

TMS的使用可以提高项目的成本效益,改善机组以后的运营状况。这些收益诱使用户基于TMS对现

有设备进行改造,以提高机组的成本效益和可靠性,并减少维护间隔和停机风险。TMS的复杂性可以

通过引用本文件的相关章节来确定。

TMS还可以带来以下好处:
———调查停机原因;
———对实际情况进行分析,以便在必要时提前做好维护准备。
通过近年来燃气轮机的发展趋势可以预见,在将来不可能出售没有TMS的燃气轮机,且存在一种

将TMS与燃气轮机的控制系统紧密结合的趋势。
一方面,TMS系统中需要控制系统中的操作数据,另一方面,控制系统可以快速响应TMS检测到

的紧急情况。两个系统的直接结合可以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
市场上有许多独立的以及集成的系统,但它们是基于不同理念设计的。相应地,它们的性能也会有

所不同。某些术语含义常常相互矛盾,可能会误导工作人员。

TMS在以下几方面存在优点:
———减少燃料消耗;
———根据实际需求(如可用性)优化维护成本;
———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预测可能发生的故障,并减少其可能会造成的损坏或损失;
———提高可靠性和可用性。
使用统一的系统可以使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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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实际(而非理论)热力学数据;
———验证数据和性能;
———判定燃气轮机老化;
———改进服务间隔计划;
———优化压气机清洗。
运营商和制造商可共同努力:
———分析已建立的短期和长期趋势;
———进行状态分析;
———识别并减少潜在的故障。
从而使未来的自动化诊断系统得以进一步扩展。
随着越来越多的新系统出现,技术术语的分类和定义变得更加重要。本文件的目的是针对趋势监

测系统建立某些指导方针,以便为比较各种系统的特征、性能提供依据,并在决策过程中提供必要的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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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轮机 燃气轮机设备的数据采集和
趋势监测系统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对数据采集和趋势监测系统及其技术术语进行分类和定义,建立了一个具有换算和验证功

能的测量数据系统,以便能够比较各种系统的特性和性能。
本文件适用于燃气轮机设备和相关系统的数据采集和趋势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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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2314 燃气轮机 验收试验(Gasturbines—Acceptancetests)

ISO3977-2 燃气轮机 采购 第2部分:标准参考条件与额定值(Gasturbines—Procurement—

Part2:Standardreferenceconditionsandratings)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注:本文件中使用的燃气轮机是指燃气轮机及其相关系统。

3.1
燃烧监测系统 combustion-monitoringsystem;CMS
获取运行数据并对燃烧过程的状态进行判断的设备。

3.2
数据采集系统 dataacquisitionsystem;DA
收集和存储一系列数据,可以描述燃气轮机或发动机及其相关系统状态的设备。

3.3
诊断系统 diagnosissystem;DS
利用DA和TMS获取的信息诊断燃气轮机设备状态的设备。
注:此外,DS可以显示出实际状态的原因。在高级版本中,它可以提供所需操作的有关建议或指导。

3.4
排放监测系统 emission-monitoringsystem;EMS
用于监测燃气轮机燃烧过程排放情况并存储排放监测数据的设备。

3.5
状态检修 maintenance-on-condition;MOC
根据监测系统要求,进行检修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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