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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 远程运维 技术参考模型

1 范围

本标准描述了远程运维技术参考模型。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制造业的远程运维系统规划、设计、开发和运行。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平台 platform
能够按需提供应用程序部署、管理和运行的操作环境。

2.2
远程运维 remoteoperationandmaintenance
通过信息技术对设备进行远程的数据采集、数据分析,判断设备的运行状态,并提供相应的运维

服务。

3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AR 增强现实(AugmentedReality)
Email 电子邮件(ElectronicMail)
HTTP 超文本传输协议(HyperTextTransferProtocol)
KPI 关键绩效指标(KeyPerformanceIndicator)
MR 混合现实(MixReality)
OPC 用于过程控制的OLE(对象连接与嵌入)(OLEforProcessControl)
OPCUA OPC统一架构(OPCUnifiedArchitecture)
VR 虚拟现实(VirtualReality)

4 远程运维技术参考模型

远程运维技术参考模型见图1。
远程运维技术参考模型包括两个层次要素和一个保障体系。横向层次要素的上层对其下层具有依

赖关系;纵向保障体系对于两个横向层次要素具有约束关系。
横向层次要素和纵向保障体系分别描述如下:
a) 运维应用层:在运维支撑层的基础上建立的各种远程运维应用,包括设备管理、设备故障处理、

设备保养等,为设备生产厂商、企业用户、设备专家等提供整体的运维应用和服务;
b) 运维支撑层:通过平台、网络及数据支撑,保障远程运维业务的运转;
c) 安全保障体系:为远程运维系统构建统一的安全平台,实现统一入口、统一认证、统一授权、运

行跟踪、应急响应等安全机制,涉及各横向层次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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