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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光全反射式雨量光照传感器》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红外光全反射式雨量光照传感器》是根据中国电子学会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计划编号：

JH/CIE217 2022 来编制的。标准起草牵头单位：国机传感科技有限公司，参加单位：沈阳仪表科学研

究院有限公司、传感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仪器仪表元器件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沈阳国仪检测技

术有限公司、国机智骏汽车有限公司、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天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

津一重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三兴汽车（天津）有限公司、新兴移山（天津）重工有限公司、天津云

圣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天津朗誉机器人有限公司、天津联汇智造科技有限公司，计划应完成时间

2023 年 11 月。

2、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草案、调研）阶段：国机传感科技有限公司接受本标准的修订任务后，于 2022 年 3 月组

织成立了标准编制工作组，制定了标准编制计划，工作组对红外光全反射式雨量光照传感器的定义、

基本参数、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及贮存等进行了总结和归纳。

根据各参编单位提出的意见，工作组经全方位的讨论、研究、修改及补充，确立了本《工作组讨

论稿》的结构框架及基本内容。

2022 年 12 月在国机传感科技有限公司分别召开两次编制工作组会议。会上对标准工作组讨论稿

进行了逐字逐句的讨论，工作组根据各位成员的意见，对标准进行修改，形成本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

明。

2022 年 12 月 2 日，以线上会议形式召开第三次编制工作组会议，并组织专家对标准中的主要内

容进行了研讨和认真修改。

3、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本标准由国机传感科技有限公司、沈阳仪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传感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

家仪器仪表元器件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沈阳国仪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国机智骏汽车有限公司、中国一

拖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天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一重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三兴汽车（天津）

有限公司、新兴移山（天津）重工有限公司、天津云圣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天津朗誉机器人有限

公司、天津联汇智造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起草。

工作组主要成员：张娜、袁峰、何方、张阳、徐秋玲、李挺、徐海宁、张军、李振波、张海军、

张通、雷军、黄炜。

工作安排：张娜任编制工作组组长，全面负责标准编制工作；袁峰、张阳、李挺负责对各阶段标

准的审核。袁峰、张阳、徐秋玲负责与参编单位沟通、协调工作组内的意见。徐海宁、张军负责标准

资料收集、确定标准相关技术参数等工作。何方、徐海宁、李挺负责对资料进行总结和归纳、对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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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意见及建议的归纳分析，并提出内部修改意见，李振波负责试验验证等工作。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原则是力求全面、实用、科学，并以生产厂家多年生产实践以及众多用户使用为基

础，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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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有关国家

标准、企业标准进行编制，尽量与现行有关标准协调、统一。在确定本标准主要技术性能指标时，综

合考虑生产企业的能力和用户的利益，寻求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充分体现了标准在技术上的先进

性和经济上的合理性，并注意吸收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成果。

2、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在标准的编制过程中，对工作组每个成员及专家、用户对标准的意见认真讨论、研究，采纳有关

意见，使标准更加完善。

标准包括如下 9 个部分：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组成与分类、基本参数、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1）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重点对照度传感器、雨量传感器、红外光全反射式雨量光照传感器等术语进行定义，其它

术语定义原则上保持与传感器国家标准的定义一致。

（2）产品分类

本标准从现场使用功能考虑，对产品分别按输出方式进行分类：CAN总线式、LIN 总线式、RS485

总线式、以太网式、无线式。

（3）性能指标

本标准考虑到产品实际应用的特性，在确定本标准主要性能指标时，参照

GB_T 37835－2019 太阳辐照度确定过程一般要求

GJB546B-2011 Z 电子元器件质量保证大纲

QC/T 413-2002 汽车电器设备基本技术条件

等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规定。综合考虑生产企业的能力和用户的利益，寻求最大的经济、

社会效益，充分体现了标准在技术上的先进性和经济上的合理性。

（4）试验方法

本标准中外壳防护检验参照采用 GB4208-2017国家标准中的相关内容。

环境试验项目的试验方法，参照采用 GB/T 2423《环境试验》国家标准中的相关内容。

电磁兼容试验项目的试验方法，参照采用 GB/T 17626《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国家标准中

的相关内容。

（5）检验规则

本标准中型式检验的抽样方案和不合格判定规定参照采用 GB/T 2829—2002国家标准中的相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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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检验结果被判定为型式检验不合格时，参照采用 GB/T2829—2002国家标准中的相关内容。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结合部分生产厂家及应用厂家的意见，对红外光全反射式雨量光照传感器

的测试方法验证做了以下试验：

随机抽取同批次的 3 只传感器，其技术指标为：工作电源 12VDC，LIN 总线输出，三种等级，工

作温度 0℃～70℃。对这 3 只传感器主要技术指标进行了测试记录：

表一记录了传感器在常温下的雨量信号输出，数据满足标准要求。

表一 传感器雨量信号输出

样品编号 瞬时雨速 雨量 传感器输出挡位 测试结果

1# 8um/min 小雨 2档 符合

2# 56um/min 大雨 4档 符合

3# 3.5um/min 微雨 1档 符合

表二记录了传感器在常温下的照度信号输出，数据满足标准要求。

表二 传感器照度信号输出

样品编号 照度值 光线强度 传感器输出挡位 测试结果

1# 420 lx 较暗 1档 符合

2# 270 lx 暗 0档 符合

3# 10000 lx 明亮 2档 符合

表三记录了传感器在常温下雨量测量的灵敏度等级，数据满足标准要求。

表三 传感器雨量测量灵敏度等级

样品编号 雨速（um/min） 输出满量的百分比 灵敏度等级 测试结果

1# 5 3% Ⅰ级(低灵敏) 符合

2# 5 8% Ⅱ级（中灵敏） 符合

3# 5 18% Ⅲ级（高灵敏） 符合

表四记录了传感器在常温下照度测量的灵敏度等级，数据满足标准要求。

表四 传感器照度测量灵敏度等级

样品编号 照度（lx） 输出满量的百分比 灵敏度等级 测试结果

1# 20 1% Ⅰ级(低灵敏) 符合

2# 20 13% Ⅱ级（中灵敏）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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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 25% Ⅲ级（高灵敏） 符合

表五记录了传感器高低温实验后的雨量信号输出和照度信号输出，数据满足标准要求。

表五 传感器经过高低温实验后的雨量信号输出和照度信号输出

样品编号 瞬时雨速/照度值 雨量/光线强度 传感器输出挡位 测试结果

1# 8um/min 小雨 2档 符合

2# 56um/min 大雨 4档 符合

3# 3.5um/min 微雨 1档 符合

1# 420 lx 较暗 1档 符合

2# 270 lx 暗 0档 符合

3# 10000 lx 明亮 2档 符合

根据测试情况，说明标准中规定的测试方法是合理的。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情况

本标准项目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等情况

本标准的制定将填补国内红外光全反射式雨量光照传感器产品标准的空白。可作为红外光全反射

式雨量光照传感器制造商或供应商、用户或订货方或独立机构合格评定的依据，有利于产品的推广应

用和产品的外贸出口，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

红外光全反射式雨量光照传感器广泛应用于汽车、轨道交通、舰船、农业机械、智慧城市及智能

家居等领域。红外光全反射式雨量光照传感器标准项目属于战略型新兴产业的新技术范畴，填补了关

键元器件和传感器的标准空白。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测试了国内外的样品、样机。

本标准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属于仪器仪表元器件标准体系“敏感元件”小类， “光敏元件”系列。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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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实施日期等）

本标准是新制定的标准，目前在红外光全反射式雨量光照传感器的生产和应用时，没有相应的标

准，只能借鉴其它产品的标准。因此，应积极组织该标准的宣传。希望本标准能尽快颁布与实施。并

希望在应用中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 个月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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