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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标准《热量表计量通信协议技术规范》

制定编写说明

一、任务来源及背景

《热量表计量通信协议技术规范》团体标准（以下简称《标准》

由中国计量协会热量表与节能工作委员会组织，天津市计量监督检测

科学研究院，威海市天罡仪表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牵头起草。

2019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第48号公告《市场监管总

局关于实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的公告》，该公告规定热量表属

于型式批准+强制检定管理的计量器具。各热量表检定部门、生产企

业在进行热量表的强制检定、出厂检验、型式评价等其他有关热量表

性能试验时，人工读数存在检测效率不高、存在操作误差等缺陷。此

目前国内很多热量表企业只是自行定义一个协议，各有千秋，五花八

门，导致检定时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动采集。德国在1990年因受

当时的技术限制，开始推广了NOWA（热量表标准适配器）的一套包括

了软硬件、协议和数据库的复杂系统，为热量表与检定装置之间建立

了数据辅助系统，并在欧洲得到广泛采纳。实现了热量表的自动检定。

随着GB/T 32224和GB/T 26831国家标准的实施，为我国实现统一的检

定通讯打下了基础。

本标准旨在为热量表检定部门、生产企业进行热量表型式评价、

首次检定和其它有关热量表性能试验时提供规范统一的传输接口和

检定通讯协议，为提高检测效率、降低操作误差，实现热量表数据的

自动采集和全自动检定创造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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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是首次制订，包括了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

义、概述、数据发送及应答、验证项目和验证方法、附录等七部份内

容。

二、标准制定的必要性

目前各热量表生产企业使用通讯协议情况较为复杂，部分企业未

采用通讯协议，数据读取采用人工读数的方式；采用通讯协议进行数

据读取的企业通讯协议不统一，多数企业自行定义一个协议，协议格

式各有千秋，该协议一般只适用于本企业所生产热量表的数据读取，

对面向全国各个企业所生产的热量表进行强制检定的检定机构来说，

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动采集。

目前国内取得热量表型式批准的企业已达 200 多家，由于各企业

的检定通讯协议不统一，各公司生产热量表与检定机构装置通讯协议

不一致的需要热量表生产企业提供其送检热量表的通讯协议格式，由

于各企业协议格式不一致，调试过程中往往需要企业派人配合调试，

热量表生产企业也迫切希望有统一的协议格式以减少其调试难度。

热量表属于量大、面广的民生计量器具之一，检定机构每年对多

厂家、多批次热量表实施检定、校准工作。特别是在国家出台暂停征

收强制检定计量器具检定费之后，检定机构的强检工作量猛增。自动

化抄读数据、减少人工读取录入以减少人为差错等也是检定机构的迫

切需求，该工作势必要求热量表的通讯协议格式统一。

热量表安装使用后，热力公司实现远程抄表对供热单位实行大数

据分析、供热质量监测同样需要各热量表企业在统一的协议下传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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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而现状是热力公司安装使用的不同热量表生产企业有不同的通讯

协议格式，这给在同一平台采集、处理数据造成很大困扰。另外，由

于通讯协议格式不统一，热量表企业由于生存状况不佳倒闭后，后续

厂家接续该批协议格式不统一的热量表的后期维护也有一定困难。

制定统一的热量表检定通讯协议对于热量表生产企业、检定机构

以及热量表的用户热力供暖公司都有着强烈的行业需求和迫切需要。

为了确定热量表的长期使用，需制订统一的检定通讯协议。因此，制

定本标准是十分有必要的。

三、标准制定过程和计划

1、2012年中国计量协会热能表工作委员会出于为企业服务，提

高生产效率及出厂检测质量着想，组织专家开始了热量表检定通讯协

议的起草工作，经过多次在行业内征求意见及完善，至2014年形成了

以启停法为主要内容的热量表检定通讯协议试用V1.0版，多数会员单

位按此协议对产品进行了升级。

2、2014年，中国计量协会热能表工作委员会组织会员单位进行

了2400h+300h的耐久性实验。为了监测试验时间内热量表的运行状态，

对参与试验的热量表提出了数据输出上传的要求，数据通讯协议即采

用了升级后的试用V2.0版。

3、2016年，中国计量协会热能表工作委员会在经过前期调研与

讨论后，热量表检定通讯协议在2014年版本基础上，形成了通讯协议

技术规范的初稿V3.0版；

2016年工作委员会组织的耐久性试验中，50余家生产企业采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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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协议，在2400h+300h的耐久性试验期间，为试验机构准确、可靠的

抄读热量表的数据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4、2016年底该协议又增加了实时同步法指令的协议，形成了V4.0

版，并在国家计量院、山东计量院和威海天罡，江苏迈拓和山东力创

等国内知名企业得到广泛应用。

5、2017年中国计量协会热量表工作委员会年会，委员会将通讯

协议制定国家技术规范列入工作计划，成立了技术规范起草小组。

6、2021年，《热量表通信技术协议计量技术规范》国家计量技

术规范进行了最终完善，并形成报审稿。

7、2023年，中国计量协会热能表与节能工作委员会将协议转换

为团体标准列入计划，并于年底形成征求意见稿。

四、 标准制订的主要技术依据及原则

1、GB/T 26831.3-2012 社区能源计量抄收系统规范 第3部分：

专用应用层

2、GB/T 32224-2020 热量表

五、标准制订要点说明

1、标准适用范围为采用启停法、实时同步法和模拟流量组合法

进行热量表检定、检验等测量的数据通信。制订本标准关键点之一即

需要考虑我国热量表现有的技术现状，不因增加额外的检定通讯协议

对热量表提出额外的配置要求，并在符合现有热量表各种通讯接口上

进行数据传输，同时还应适用于现有热量表检定装置的配置水平。

2、起草组根据国内外检测技术的发展以及大口径热量表检定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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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无法按启停法进行有效检测方案的情况下，通讯协议增加了实时同

步法的检测指令；另外，起草组跟进了热量表型式评价大纲（征求意

见稿）以及热量表最新国家标准GB/T 32224的要求，增加了模拟组合

法检定的通信流程，使得本协议具备周密性、灵活和适用性强等特点。

3、现阶段热量表通讯协议主要依据《GB/T26831.2 社区能源计

量抄收系统规范 第2部分：物理层与链路层》和《GB/T 26831.3 社

区能源计量抄收系统规范 第3部分：专用应用层》编写。该标准在热

量表、燃气表、电表等民用四表的数据远传抄表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其特点是热量表应答数据的单位、长度、结构、种类和顺序均是

可变的。完全满足本协议标准对周密性、灵活性可适用性的要求。本

标准反在该国标的基础上对检定数据进行了细分，用于检定的各指令

除采用上述标准的通用要求外，还采纳了欧洲的NOWA系统和

EN1434:2015《热量表》的指令。实现了我国热量表通讯协议与国外

的接轨与统一。

六、关于征求意见情况

计划 2024 年形成报审稿。

七、关于编写依据规则及格式的说明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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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确定格式内容如下：

1、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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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

4、概述

5、数据发送及应答

6、验证项目和验证方法

7、附录A 启停法通信流程

附录B 模拟组合法通信流程

附录C 实时同步法通信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