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HMS 设备安全与可靠性管理系统 

一、企业简介 

苏州德姆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10 月 25日，注册

资金 750万元。公司以“让工业更安全、设备更可靠、管理更简

单”为使命，践行“专业、品质、创新、服务”的理念，专注于为

客户提供专业的设备信息化、智能化解决方案以及设备远程在线健

康管理云服务。 

公司已在全国建立 6 个销售部和 1个市场部，销售团队有 20 多

人，分别负责山东、山西、内蒙、新疆、陕西以及西南地区的产品

销售。累计服务企业 46家，平台管理与监控的设备总计 423 台，重

点监控设备包括风机、煤气加压机、冷却泵、凝结泵、输送机、通

风机、高压离心注水泵等。 

苏州德姆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DHMS 设备健康管理云

平台，综合利用智能传感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边缘计算

等技术，建立设备全生命周期的数据管理，为用户提供设备远程运

行状态监测、故障预警、预测性维修、远程维护、故障诊断、售后

服务管理以及客户关系维护等端到端的解决方案。 

公司拥有一支 30 余人的控制与软件专业开发团队，在嵌入式控

制、数据库管理、网络工程、无线通信等方面处于业内领先水平，

拥有博士、硕士学位的研究人员 10 余人。 

公司的管理和技术团队在设备监测与故障诊断领域有着丰富的



科研和工程实践经验，并与国内主要的科研院所、工程设计研究院

等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和交流机制。 

近三年，公司累计申报专利 45项（其中 19项发明专利），获得

软件著作权 15 件，软件产品 9 件。为江苏省民营科技企业、江苏省

高企入库企业、软件企业、三星级上云企业、CMMI3认证企业，并

于 2020 年 4月通过 GB/T19001-2016 质量管理体系和

ISO14001:2015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产品取得国家质量检测中心安

标和防爆认证。 

据不完全统计，在平台服务的客户中，故障停机率平均降低

40%，维保成本平均降低 30%，决策效率平均提高 50%，同时实现设

备监测全覆盖，物理资源数字化，整体生产安全性得到明显提高。 

公司不仅具备产品研发和市场开发队伍，而且具备项目售前-项

目实施-售后-后端服务等完整项目实施能力。 

二、工业 APP 简介 

（一）、问题定位 

行业痛点： 

煤矿、钢铁、电力、石油石化等我国支柱产业，具有设备数量多、

密集，生产工艺复杂，规模大，价值高等特点。这些企业在设备管理

方面大都存在以下问题： 

1.重要设备多，装置密集。一旦发生故障，损失将难以估量。设

备意外停机不仅造成经济损失，更可能造成人员伤亡，极大影响生产



安全性。 

2.设备复杂、维修周期长，导致产线停产，影响面广。由于无法

得知设备在什么时候可能会出现故障，导致了过度维护、过度备件等

问题，但维护不足又会导致意外停机，直接造成生产损失。 

3.目前大多缺乏科学的数据统计分析和先进的预测性故障诊断

及预警机制。 

4.生产数据和设备状态隔离。 

尽管这些行业多数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信

息化和设备管理自动化。但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信息化和自动化程

度相差很大，而原有的信息化和自动化系统大都采用 C/S 架构，在企

业局域网内运行，存在着以下问题： 

1.各系统信息孤岛、数据离散、数据无法融合。 

2.数据展示形式单一，不直观。 

3.无法及时在异地获取到重要的信息。 

4.报警简单，缺乏自动诊断。 

5.设备故障诊断依赖于“专业仪器，专门人员”。 

6.由于无法准确掌握设备运行状态，导致决策缺乏依据，降低决

策效率。 

核心价值： 

1.消除数据孤岛，发挥数据价值。通过对采集到的设备监测数据

进行分析，实现设备预测性维护、设备信息管理、故障原因统计分析

等功能，充分发挥数据价值。 



2.提高生产安全性。对设备进行故障预测性分析与诊断，消除过

度维护，转化意外停机为计划内停机，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3.提升决策效率。方案提供完整的图表分析功能，并能进行实时

告警，为决策人员提供充分、可靠的设备状态信息及行动建议，实现

高效决策、合理决策。 

4.工业互联网是新基建的重要内容，基于窄带物联网的解决方案

是工业互联网所大力提倡的内容，国家主推，三大运营商全力建设基

站。方案采用的技术和解决思路符合当下发展趋势，符合国家政策导

向。 

（二）、创新点 

1.云原生特性。基于云原生特性，系统部署支持公有云、私有云、

混合云、物理服务器多种部署方式，系统处理能力随着节点的增加而

增加。系统组件可以独立升级、独立维护，十分灵活。云原生技术事

实上兴起于云计算的下半场，即 2019 年末。拥抱新技术、新趋势，

能够将云原生技术用好、用活，是创新性的重要表现。 

2.面向数字孪生的设计。系统面向数字孪生，目前已经实现基础

数据采集、模型训练等工作。未来通过完善设备模型展示、增强数据

同步，可以在现有架构上实现数字孪生。这是一项面向未来的设计。 

3.在工业互联网联盟 2020 年 4 月底发布的指南中，首次明确提

出边缘计算的实现核心在于边缘网关。解决方案中的边缘网关实现边

缘计算已经在线上运行将近半年，技术处于领先地位。 



4.终端在设计之初就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囊括物理安全（防拆）、

存储安全、数据安全、通信安全，并且兼顾终端能耗控制，不“镀金”，

不做过度安全，最终实现高性价比。这一创新理念在业界也属领先。 

（三）、功能介绍 

1.完备的设备管理功能，支持设备信息的多维度统计、批量导入

导出、汇总分析、可视化展示等。针对自有终端设备，还可以支持终

端运行参数的远程配置。 

2.完整的告警信息推送。支持包括网页、APP、短信、邮件等多

种方式告警，支持包括阈值、推送方式等在内的告警参数配置，支持

告警模型自适应，自有终端设备支持自检及告警。 

3.专家辅助功能。对于复杂故障，支持连线专家库中的专家进行

实时诊断。对于普通故障，专家也会进行复核，并出具包含行动建议

在内的专业的诊断报告，让用户能够低成本、及时的利用专家知识解

决疑难问题。 

4.智能诊断与分析。支持多维度故障分析及趋势分析，包括历史

运行数据分析、累计设备启动时长，曲线图展示设备及关键配件目前

所处生命周期的阶段分析，能够按时间统计告警等级、故障高发设备、

故障高发设备生产厂商等信息。支持细化至关键配件的故障智能诊断

模型，并建立设备故障库训练诊断模型通过机器学习的方法不断整合

专家诊断结论及已有故障处理办法对模型进行不断完善。 

5.良好的兼容性。系统支持第三方数据源的接入，包括传感器、



PLC 等。系统同时支持对接用户方相关 ERP 系统，实现 IT 系统的整

合。 

（四）、功能和技术指标优势 

指标 1：设备数据采集能力 

温 度

测 量

技 术

参 数

指标 

量程（℃） -80~600 

测量精度（℃） 0.1 

电气防爆等级（认证） IP67 

操作温度（℃） -60~250 

操作压力（kPa） 0~20 

是否支持无线通信模块扩展 是 

是否具备自主知识产权 是 

工业 HART 协议数量（个） 200 

设备种类列举：旋转机械与往复机械、环境等 

数据采集信息类型列举： 温度 

安全及可靠性评价列举：性能稳定，线性度高 

其他优势指标列举：响应快，对电噪声不敏感 

压 力

测 量

技 术

参 数

指标 

量程（kPa） 20000 

测量精度（%FS） 1 

电气防爆等级（认证） IP65 

操作温度（℃） -20~70 

操作压力（MPa） 0~20 

是否支持无线通信模块扩展 是 

是否具备自主知识产权 是 

工业 HART 协议数量（个） 200 

设备种类列举：压缩机等 

数据采集信息类型列举：压力 

安全及可靠性评价列举：防震、防潮 

其他优势指标列举：联网自动较时，定时主动上报，上报周期可任意设置 

物 位

测 量

技 术

参 数

指标 

量程（m） 100~1800 

测量精度（m） 1 

电气防爆等级（认证） IP67 

操作温度（℃） -40~85 

操作压力（MPa） 0~20 

是否支持无线通信模块扩展 是 

是否具备自主知识产权 是 

工业 HART 协议数量（个） 100 

数据采集信息类型列举：位移、位置 

加速度量范围（g） -50~50 



旋 转

机 械

振 动

测 量

技 术

参 数

指标 

速度量范围（mm/s） 0.1～200.0  

位移量范围（μm） 1～8 

测量精度（%FS） 0.02 

可传输距离（m） 140 

电气防爆等级（认证） IP67 

可承受大冲击（g） 1000 

操作温度（℃） -40~85 

是否支持无线通信模块扩展 是 

是否具备自主知识产权 是 

工业 HART 协议数量（个） 100 

设备种类列举：往复压缩机。风机、水泵、汽轮机 

数据采集信息类型列举：位移 速度 加速度，振动温度一体 

 

指标 2：预测性维护服务能力 
预测性维护技

术参数指标 

预测性维护模型数量 6 

单节点系统最大支持监测 225000 台设备，最大测点容量 1000000 个 

智能监控技术

参数指标 
支持多种报表及可视化模型，支持 Web、APP、大屏展示 

智能告警技术

参数指标 

支持短信、邮件、APP 告警，支持告警阈值自配置/自适应，支持告警发

送配置 

 



三、技术方案说明 

（一）、工业 APP 架构 

 

系统主要由设备层、边缘计算层（含传感检测、数据采集、数据

传输、边缘计算）、基础平台层、服务层及客户端呈现操作层组成。

系统包括状态传感器、网络协调器（或 PLC、DCS 控制器）、远程智能

传输单元、远程服务器、服务系统、远程 PC 客户端及移动客户端。 

设备层：主要包括被监测的设备。 



边缘计算层：包含终端与网络两部分。终端部分主要由能够监测

振动、温度等设备运行状态的的传感器组成，传感器能够方便的安装、

使用、维护、更换，具备采集数据精度高、可靠性高等特点。网络部

分包含无线网络协调器、远程智能传输单元等模块，数据传输层提供

多种方式（Zigbee等近场通信、NB-IoT 等窄带物联网、4G/5G 等蜂窝

通信网络、Wi-Fi/有线网络等以太网）完成监测数据的上报、传输以

满足实际安装环境的要求，同时传送数据以满足分析、预警的需要。 

基础平台层：云计算的基础设施，包括公有云、私有云、混合云、

物理服务器等不同的形式。 

服务层：包含数据分析平台、应用服务层。通过数据分析对采集

到的监测数据进行存储、建模、挖掘、分析，实现关键设备监测数据

的历史分析、多维度分析、频谱分析、故障预报、预警等。 

呈现层：针对用户提供多种服务接入方式，用户可以通过手机 APP、

Web 等不同方式访问系统，可以实现用户随时随地监测关键设备运行

状态的需求，提高维护工作的便捷性及效率。 

（二）、工业 APP 关键技术 

1.数据采集技术，设备各维度监测数据的采集。 

2.网络互联技术，终端之间的互联，终端与云端的互联，支持多

种网络连接方式与部署方式。 

3.边缘计算技术，以边缘网关为核心，充分利用系统内的算力，

部分功能可以下发到边缘网关实现。 



4.工业安全技术，多层级的工业安全，并兼顾能耗。 

5.云原生技术，所有组件基于云原生技术开发。 

6.时序数据库，着力于高性能查询与存储时序型数据。 

7.机器学习，利用机器学习实现故障诊断，并训练相关识别模型，

进一步提升诊断效能，达到越用越好的效果。 

四、应用情况描述 

（一）、应用场景描述 

各行业关键、核心设备的预测性维护及全生命周期管理场景，包

括厂矿、油田、井下等复杂环境。 

（二）、商业化情况 

淮北矿业集团是安徽的大型煤炭集团企业，集团公司建设了设备

管理信息化系统，实现集团公司设备资产台账统计查询、租赁调拨等

使用管理、保养维修管理、备品备件管理等功能。并建设了生产监督

和调度系统，通过各矿综合自动化平台，收集部分生产系统运行数据，

实现了集团公司对矿井主要生产系统运行情况的监测。 

然而，现有的设备管理、生产监督和调度系统仅实现了对矿井生

产系统运行参数的简单采集、监测，而对设备的故障预警、智能诊断、

趋势分析等方面还是一个空白，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设备运行参数采集方面：因投入及重视程度原因，自动化系统

建设过程中对控制部分建设比较重视，而现场运行参数监测各类传感



器不全且损坏后更新不及时，导致设备运行参数采集不全。 

2.故障预警方面：生产监督和调度系统仅实现了对矿井生产系统

运行参数的简单实时监测，无法实现对各运行参数的长期运行情况图

表展示，以及数据异常告警。 

3.故障诊断方面：设备发生故障后，现场人员只能依靠个人经验、

联系同事及生产厂家进行处理，故障处理很难做到及时，且每次故障

处理后形成的经验不能得到有效地收集、整理、共享。 

上述痛点问题在行业内具有代表性，是典型痛点所在。 

苏州德姆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4 月和淮北矿业集团合

作，把“DHMS工业设备健康管理和智能故障诊断云平台”做适应性修

改后在淮北矿业集团以私有部署形式安装运行，系统已经上线并稳定

运行 16 个月，有效解决上述痛点问题，并与集团的多个第三方系统

和软硬件进行对接，是设备健康管理和智能故障诊断的典型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