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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传统维护模式与具有远程监控及控制系统这种新的维护模式优缺点的对比，我们

不难看出新的衡器维护模式更能适应生产技术的发展趋势，更能对提高生产效率起到作用，更能促

进维护人员维护水平和维护素养的提高，更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从而使衡器维护工作起到一个质

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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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电子衡器技术的迅猛发展，电子称量系统愈来愈多地用于冶金企业的对外贸易结算、各个

工艺节点的质量控制和企业内部成本核算。但随着冶炼工艺的不断进步和对电子称量系统稳定性与

准确度要求的不断提高，电子称量系统的稳定性与数据的准确性日益凸显。这就对电子衡器维护工

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以前的只要求电子称量数据的稳定演变成对称量准确度的严格要求。而电

子称量系统的远程监控与控制系统的应用可以使得电子衡器维护工作能够达到提前预判、反应及

时、处理迅速的目的，从被动的等故障变为主动的发现故障苗头，把故障消灭在萌芽状态。从而使

电子称量系统的维护工作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度，维护质量水平达到一个质的飞跃。针对此问题，笔

者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经验，在此进行粗浅地论述与分析。 

一、现有电子衡器系统的维护工作现状 

目前，冶金企业使用的电子称量系统普遍使用的电阻应变片式称重传感器，由称重仪表将称重

传感器输出信号进行转换、计算后在称重仪表上显示，同时称重仪表输出信号经由 PLC 在主控室

显示实时数据，以供生产操作人员对上下料系统进行操作。由于现有的显示模式，称量数据只是在

现场称重显示仪表、现场显示大屏及主控室计算机控制画面上显示，当电子称量系统因某些因素出

现故障时，由现场操作人员发现并通知维护人员到现场处理故障，而此时往往已经对生产的顺稳进

行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并相应地延长了故障处理时间。虽然现在在一些大型工矿企业内部实现了

磅道的无人值守，但从设备维护的角度看，依然没有摆脱出传统的维护模式。这种传统维护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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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点是： 

1．故障现象一般情况下是由现场操作人员发现并通知维护人员处理。维护人员从所在地点赶

至故障现场需要一段时间，而这段时间在一些情况下就会对生产的顺稳进行产生影响乃至影响产品

的质量直至造成废品现象的发生。 

2．通过在实际中的观察与统计，电子称量系统所发生的故障，绝大部分是因为一些外部干扰

因素（例如温度、外界的信号干扰、外部震动以及称重仪表自身的一些原因等）所造成，一些微小

的设备故障只需在称重仪表上做一些简单的操作就可完成。而这些在现有的状况下均需维护人员赶

赴现场进行解决，从而将有限的人力资源浪费在一些琐碎、简单、重复、技术性比较低的工作上。 

3．电子称量系统比较大的故障除特殊情况外一般均为渐发型，在故障最终形成之前都有一个

由轻至重、由小到大的一个渐进过程。但在故障发展过程中，因其的隐蔽性往往会被人为地忽视或

因一些维护人员的个人技术水平的原因而未引起对其足够重视，进而造成故障的发生。 

4．随着企业的发展和设备管理手段的不断完善，各个企业都在推行精确点检制度。但由于人

员技术素养、现场环境、现场设备的实际工作状况、现场各种制约因素以及事故发展过程比较隐蔽

等等各种原因，使得一些故障依然无法提前做出正确的判断，而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 

所以传统的电子衡器故障处理模式虽然可以比较有效地将故障消除，但因其各方面制约因素的

原因以及冶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对冶炼过程的要求不断提高，传统的故障处理模式已经逐渐地不能

满足冶金生产对电子衡器系统的需要。 

二、电子衡器远程监控及控制系统 

随着电子衡器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子衡器已经由当初的结构复杂、功能单一型演变为现在的结

构简单、功能全面型。称重仪表的作用也由以前的单纯进行信号转换、显示称量数据转变成智能化、

功能全面化的新型智能仪表。现在许多厂家生产的称重仪表都具有外部命令控制功能，即可以不用

直接在称重仪表上操作而是通过外部设备对称重仪表发出控制命令进而实现称重仪表的例如清零

点、标定、修改仪表内部参数及其仪表内部参数备份和灌入等工作。这就给实现对电子衡器的远程

监控与控制提供了最基本的内部技术条件；现在各大冶金企业为了更好地控制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产

品质量，加之在生产过程中对自动化控制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以及办公自动化的要求，各个企业纷

纷建立了企业内部的各级数据库、企业内网及 ERP 系统，实现了企业内部各种数据的实时共享和

各类数据的实时查询，为实现对电子衡器的远程监控与控制提供了基本的外部条件。 

建立电子衡器远程监控与控制系统的目的在于，利用企业现有的网络、各级数据库等现有资源

及技术条件，实现对所有电子衡器数据的远程监控及对设备进行控制，从而使得维护人员能够对所

有设备的显示数据时时进行观察，当数据出现异常波动时，在给予关注的同时对异常波动数据的产

生原因进行初步的分析并通过对电子衡器系统的检查发现导致其产生的根本所在，从而将各类故障

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避免事故的进一步发生于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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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电子衡器远程监控与控制系统基本结构图 

三、日常工作流程 

1．维护人员通过终端控制计算机对在线电子衡器的数据进行实时监控。当发现计量数据出现

异常波动时，可继续对计量数据进行监控并进行初步分析。如初步判断为其属于正常范围内的偶发

现象，则可对其进一步进行观察，以给予确认；如确认为异常波动，则通知现场点检人员赴现场设

备处对其进行系统检查并排除故障隐患。 

2．维护人员通过终端控制计算机发现电子衡器显示数据零点因受外界干扰因素产生正常范围

内的存数时，可立即与现场生产人员联系，在得到生产岗位操作人员允许的情况下通过终端控制计

算机发出指令，实现一般性清零工作。当电子衡器需要进行日常比对、标定时，维护人员在对电子

衡器系统检查无误并与生产操作人员联系确认好的情况，可通过终端控制计算机向称重仪表发出操

作指令，从而实现对称重仪表的远距离操作。 

3．在称重仪表功能允许的情况下，维护人员可通过终端控制计算机定期备份称重仪表的各项

技术参数，以备今后使用；在需要时也可通过终端控制计算机将备份参数灌入至更换或新安装的称

重仪表内。 

四、电子衡器远程监控与控制系统的应用前景及其优越性 

随着冶金工艺的不断发展以及冶炼品种对原料配比精度需求的日益增大，对如何保证电子衡器

的稳定可靠运行，及如何确保其准确度、灵敏度、稳定性并将其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技术阶段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对电子衡器的维护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标准。在此种情况下，电子衡器远程

监控与控制系统的应用对提高维护效率与维护水平可以起到巨大的推进作用；从管理的角度讲电子

衡器远程监控与控制系统的应用可以物料数据流量不再单纯是储存在数据库中的一堆数字，而是变

为对生产过程控制有着主要指导的关键依据，企业可以通过对计量数据的实时监控，随时了解企业

生产流程的运行状况、各类原料物资的消耗情况并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以便对企业的各

类生产成本、生产节奏加以调节和控制。电子衡器远程与监控系统的应用可以是维护工作达到一个

新的阶段。其具体作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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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日常工作流程图 

1．电子衡器的绝大部分故障均为渐发型故障。其必然存在一个由小到大、由隐蔽到逐渐明朗

化的渐进过程。而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计量数据的异常波动。因此随着电子衡器远程与监控系统的

应用，维护人员就可以通过对计量数据的实时监控，发现计量数据出现的异常波动现象，进而对该

现象的产生原因进行分析判断并对电子衡器系统进行系统检查，找出导致其产生的具体根源并加以

消除。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影响生产的停机故障及一般性故障的发生，保证设备运行的完好率。 

2．该系统运行后，由于其对各类一般性故障具有可预判性和可实时操作性。可使得以往的维

护模式产生由量至质的变化。首先从量变的方面说，由于其对绝大部分设备故障的预判性，可使设

备的良好运行状态得以保证；同时在发生一般性故障及需进行一些简单操作时﹝例如清零点、小范

围调整仪表技术参数（注 1）、备份及反灌仪表内部技术参数（注 1）等﹞，由于可以通过终端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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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进行远程操作（其特点为简单、快捷、可靠）有效地避免了人力资源的浪费，同时也大大提高了

工作效率。其次从质变的角度，该系统所具有的可预判性和节约了大量人力资源的角度说，其将以

往的“救火队”型的维护工作模式转变为以预防为主的、积极的干预型维护模式。即在故障的发展、

成长过程中对其形态进行积极的干预，从而达到终止其发展的目的，也就是将设备的故障状态扼杀

在萌芽状态，提高设备的完好运行率。与此同时，由于大量的人力资源被从日常、繁琐的一般性故

障工作中解放出来，可以进一步实现人力资源利用率最大化的目的。 

3．由于该系统的应用可以解放出大量的人力资源，那么就可以将这部分被解放出来的人力资

源放到精细点检、日常例修等工作当中去。由于点检工作的人员得到加强，就可真正做到设备到人、

专人负责，有效地避免了以前流于形式的人人负责、人人不管的模式。同时由于点检力量得到加强，

使得每一个人所负责的具体区域相对以前有所缩小，使得点检人员有更多的精力专注于本区域点检

的具体工作，真正地做到大事做细、小事做透，提高了点检工作的效率与效果。 

4．该系统的使用可以大大降低维护人员的劳动强度，提高其工作效率。在点检工作中可在每

一个区域内通过人员及技术力量的加强，把有限的人力资源与技术资源投放到特定的点或面上，从

而在局部产生聚焦效应，提高对突发事件的反应能力，加快故障的处理速度。 

5．该系统的使用有利于维护人员的技术水平的提高，也对维护人员的故障分析判断能力与自

身技术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维护人员只有在具备了较高的分析判断能力和技术素养才能够

胜任今后的维护工作。 

通过传统维护模式与具有远程监控及控制系统这种新的维护模式优缺点的对比，我们不难看

出，新的维护模式更能适应生产技术的发展趋势，更能对提高生产效率起到作用，更能促进维护人

员维护水平和维护素养的提高，更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从而使衡器维护工作起到一个质的变化。 

五、结束语 

随着网络通讯技术与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子衡器远程监控与控制系统的应用前景将十分广

阔。其将会对冶金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对物料流的控制产生重要的推进作用，使得企业可以根据物料

流的实时变化情况更加合理地调控生产节奏，同时也大大缩短了电子衡器故障的停机处理时间并极

大地减小了故障的发生率，为稳产、顺产提供确切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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