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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产品方案介绍 

工业设备的故障往往首先伴随着声音的异常，目前在工业设备诊断运维领

域，大多数都采用人工检测的方式，这种传统方式运维成本较高，发现判断问

题效率较低，工业声学监测可以替代传统的检测方式，通过检测设备的故障声

音来对机器进行有效运维。 

主要探索领域包括电力、风电、石化、冶金、变压器等场景，及科研领域。 

 

声学监测系统套装产品，包含如下监测主机和探头两部分，如下表 1-1 

表 1.声学监测系统设备简介 

工业听诊拾音器配置单 

型号 图示 备注 

声学监测主机 

WATCHMAN01 

 

支持支架安装 、无痕免打孔安装 

支持网络/4G 传输，可通过网络实

现设备管理和音频传输 

支持 POE、支持直流宽压电源供

电，无需专用电源 

电源极性反转及防雷保护，现场安

装接线无后顾之忧 

支持 SD 卡大容量存储 

支持 4 路采集探头输入 

超声宽频探头 

DS-2MC1001-W 

 

可适应各种场景安装 

最高可以采集到 80K 超声频段 

非接触场景 

 

低频骨传导探头 

DS-2MC1001-V 

 

更适合精准检测材料内部声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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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点位勘测与安装 

声学监测系统的实现原理就是通过对正常音频进行学习，实现对异常音频

的监测。模型的训练依赖于正常数据样本，数据采集的标准和规范对模型的效

果有着重要的影响，以下是对数据收集规范的说明。 

2.1 点位勘测 

在进行声学监测系统安装点位勘测前，应做好如下准备工作： 

（1） 携带工具： 

卷尺、耦合剂、胶水、电脑； 

（2） 点位勘测要求：明确供电、网环境，安装位置； 

（3） 检测故障类型确认：明确被检测设备的常用故障类型，需要检测哪

些故障 

2.2 点位安装 

2.2.1 安装注意事项 

1、采集探头有两种，都是磁吸式的，所以安装位置尽量选择在铁磁性材料上，

如果安装位置水平且无振动，则只需要磁吸安装即可，如果安装位置非水平或

有振动，建议使用胶粘的方式固定，保证探头稳定不移动。 

2、如果使用的是宽频探头，安装时尽量使得探头顶部收音孔朝向被检物件。 

3、如果使用的是低频低频探头，安装面尽量选择能够完全贴合的位置，尽可能

避免采集探头仅有部分和设备贴合，如果安装面过小或不够平整，建议在接触

面涂抹耦合剂。在选择安装位置时，应尽量减少中间构建(比如螺丝连接之类)

的传导，保障收集声音尽可能贴合设备本身的发声，减少中间环节的传递和衰

减，保证采集探头和被测设备是直接接触的。确认好位置后，将采集探头贴合

在设备上，并对探头位置进行拍照记录。安装如下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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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探头安装实例图 

2.2.2 安装自检记录表 

安装完成后，根据安装情况记录在如下表格中，如表 2。 

安装检查项 1 通道 2 通道 3 通道 4 通道 

安装室内环境还是室外环境     

室外环境是否做防水处理     

供电环境是否搭建完成     

网络环境是否搭建完成     

宽频探头还是低频探头     

磁吸安装还是胶粘     

表 2.安装自检记录表 

 

2.3 需求及数据回流确认 

     由于声学监测系统涉及的场景较多，目前标配的诊断模型为基本模型，用

户可通过采集样本数据，交由厂家训练基于该样本的 AI 模型，需要客户端长期

反馈音频数据优化。 

2.3.1 数据收集时长要求 

数据评估和模型训练:数据评估需要至少收集正常情况下 2 小时有效的正常

声音，如果现场有异常声音，需要提供异常声音的场景和听感描述，并对每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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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声音收集 10 分钟数据。异常数据主要用于故障音频分类识别，正常音频用

于算法模型训练。 

模型优化：根据初版算法的分析情况，累积到 24 小时有效数据，模型效果

会逐渐稳定。 

2.3.2 注意事项 

由于算法模型训练依赖于正样本，保证正样本收集的准确性至关重要，收

集过程注意事项如下: 

1、保证采集环境无其他人为干扰(如和设备发生直接碰撞、摩擦、敲击等

会产生其他声音的操作，保证收集的是设备运行时候自身的声音。 

2、如果正常运行环境中存在对设备声音有干扰的客观因素，对存在噪声环

境中的设备运行声音进行收集，并进行标注说明。 

3、如有偶发性的原因导致运行设备发出声音，采集过程中需要记录采集的

时间点(如采集到 5 分 30 秒有人和设备碰撞，并在声波上有凸起表现)，注意出 

记录时间不是实际时间，是录制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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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功能调试配置 

3.1 网络基础功能调试 

将主机电源，探头线连接好后，再将主机通过网线与电脑连接，电脑网口

IP 地址修改为 192.168.1.**，在浏览器中输入主机 IP 地址：192.168.1.64，进入

登录界面，输入用户名：WATCHMAN01，密码：abcd1234，进入软件界面。 

3.2 功能配置 

3.2.1 预览波形图 

进入预览界面，双击想要预览的通道开始预览（预览通道必须连接探头），

此时可以看到实时的声纹波形图，如下图 2 所示： 

图 2.预览声纹波形图 

3.2.2 格式化存储卡 

声学监测系统自带 32GB 的 emmc 存储，首次使用设备时需格式化存储

卡，如下图 3 所示。格式化之后故障音频才能存储到存储卡里。同步支持外接

最大 2TB 的 TF 卡，有 TF 卡故障音频默认存在 TF 卡中；不外插 TF 卡，故障音

频默认存在本机自带存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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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emmc 存储及 TF 卡只能存储故障音频文件，不能存储实时录音文件，

也就是说正样本音频应保存在与主机连接的电脑中。 

图 3.格式化配置 

3.2.3 模型库与通道引擎绑定 

通过一段时间的样本采集，训练完成模型库后，需要将该模型下载到监测

主机中。然后再将该模型库与对应连接的探头引擎进行绑定，绑定后才可以在

该模型下进行音频识别分析。 

绑定方法：鼠标左键点击模型库，拖曳至具体音频通道（若四个通道都接

拾音探头，则需要做模型库绑定 4 次），下图以绑定通道 1 为例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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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模型库与引擎绑定 

拖曳完成后会提示是否进行绑定，点击确认，如图 5： 

图 5 

确认后会提示需进行正样本注册，注册时间 90 秒，点击确认立即开始注

册，待进度条显示 100%，完成正样本注册，如图 6： 

图 6 

正样本注册完成后，会弹窗提醒“当前样本中存在未建模样本，是否一键

建模？”点击确认，完成正样本建模。 

以上操作完成后，通道 1 引擎显示正常，正样本注册显示建模成功，即完

成模型库与通道引擎的绑定。如图 7 所示：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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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故障音频检索 

完成上一步操作后，基本就可以完成音频与算法模型库音频文件的匹配分

析，当识别到音频文件与算法模型库的文件匹配阈值低于配置值时，会立刻产

生报警信息，可通过“故障音频”模块进行检索，可选择按照通道和时间进行

检索查询，查询结果可显示当前故障类型，匹配度，时间等信息，如下图 8 所

示；

 
图 8.故障音频检索界面 

3.3 专用功能调优 

3.3.1 探头 AGC 增益调试 

当预览界面显示声纹波形铺满全屏时，基本可以认为波形增益放大较为严

重，此时声音高幅值的部分已经被过滤，会影响算法的识别和判断。出现此现

象，需要调整探头的 AGC 增益，具体增益值根据波形来定，增益默认为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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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增益直到波形图出现完整的正弦波即可，如下图 9 所示： 

图 9.增益调整界面 

3.3.2 正/异常样本导入 

声学监测主机内置基本算法模型，算法采用固定场景下的正常样本数据建

模，当我们采集到音频数据，会与自带算法库进行匹配判断，匹配一致时不发

生故障报警，不一致立即报警。我们也可以通过手动导入正、异常音频样本的

方式协助算法进行辅助判断。 

正常样本：导入正常样本后，算法可以有效的针对采集到的音频进行二次

分析，起到去误报的作用。 

异常样本：导入异常样本后，可针对故障报警类型进行细化分类。 

导入方式有以下三种： 

1、选择应用仓库—工业音频诊断—工业听诊--对应通道--导入。如图 10 所

示： 

图 10.外部音频导入 

2、选择应用仓库—工业音频诊断—工业听诊--对应通道—添加（此处为故 

障音频文件）如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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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音频样本添加 

3、故障音频-编辑-设置样本类型与名称，如图 12 所示。 

图 12.音频样本添加 

样本添加完成后，一般会自动建模成功，若建模状态提示未建模，建议手

动批量建模即可，如图 13 所示: 

图 13.建模状态确认 

3.3.3 检出特征阈值 

1、定义：控制是否检出的阈值，阈值越高，越不易被检出；若低于该门限则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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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正常，不检出；若超过该门限则可能未异常，会检出，然后进入音频分类模

块判别具体的检出类型。 

2、调节说明：默认参数为 20，调小该阈值，则更多音频会进入检测流程；调

大该阈值，则更多音频被当作环境声过滤，如图 14 所示。 

图 14.检出特征阈值 

3.3.4 音频分类阈值 

1、定义：控制检出类型的阈值；上述高于检测阈值被检出的模型与故障库中模

型进行比较，若大于该阈值则被认为与故障库中的模型类型匹配，若低于该阈

值则判定为未知故障。 

2、调节说明：调小该阈值，则倾向于更容易检出，检出增多；调大该阈值则倾

向于不容易检出，检出减少，如图 15 所示。 

图 15.音频分类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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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音频能量阈值 

1、定义：控制音频能量的门限；只有能量高于该阈值的音频才会进行检测，否

则认为环境背景声不进行检测。 

2、调节说明：调小该阈值，则更多音频会进入检测流程；调大该阈值，则更多

音频被当作环境声过滤，如图 16 所示： 

图 16.音频能量门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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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常见问题 

Q1:在预览界面没有音频波形？ 

A1：首先确定预览的通道是否正确，是否连接探头。 

Q2：客户想要根据他们的实际场景使用，需要做什么？ 

A2：沟通确认需求，选取对应设备进行素材收集，算法训练。根据客户现场灵

活安装，本地采集，后续把样本提供我方为其训练模型。 

图 17.本地录制 

Q3：故障音频不能下载？ 

A3：支持的浏览器如下，一般使用 IE 浏览器，取消保护模式，以管理员模式重

启。 

图 18.设备支持的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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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取消保护模式 

Q4：主机中保存的故障音频在哪里？ 

A4：产品自带 20g 左右的存储空间，故障事件音频会存储到主机内部存储器里

（有 TF 扩展卡会默认存在 TF 卡中）。 

图 20.硬盘管理 



15 

 

第 5 章 维护及安全要求 

◼ 为了保证设备的网络安全，建议您对网络设备系统进行定期网络安全评估

及维护，如使用 TF 扩展卡，请保证该 TF 无病毒。如果设备出现漏洞，请联

系咨询海云海纵横技术服务人员。 

◼ 请勿在工作温度以外范围内使用。 

◼ 室外安装主机务必放置在防水盒中，探头确保磁吸牢靠，主机电源接地。 

◼ 长距离传输，务必对探头线穿管走线，接头处做防水处理。 

◼ 切勿强弱电同管走线。 

◼ 探头定期进行维护，确保没有灰尘杂物遮挡。 

◼ 作业人员应掌握基本电气安全知识，涉及强电、低/高压等作业的工作人员

须经安全技术培训并考核合格，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后，方可上岗作

业。电气作业应符合相关电气作业规范标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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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室外安装防护措施说明 

设备室外安装时，要根据实际情况在保证电气安全的前提下，做好必要的

防护措施： 

◼ 信号传输线必须与高压设备或高压电缆之间保持至少 50 米的距离。 

◼ 室外布线尽量选择沿屋檐下走线。 

◼ 在空旷地带，必须采用密封钢管埋地方式布线，并对钢管两端接地。禁止采

用架空方式布线。 

◼ 在强雷暴地区或高感应电压地带（如高压变电站等），必须采取额外加装大功

率防雷设备、安装避雷针等措施。  

◼ 被保护设备必须安装在接闪器有效滚球半径内，通常施工安装上默认为接闪

器 45 度夹角内的位置；同时接闪器及其引下线必须要和设备拉开间距，平

行走线不小于 1 米，垂直走线不小于 0.3 米。 

◼ 防雷器需要靠近放置在被保护设备的周边。电源线上的防雷器需要加装退耦

器件，用来协调防雷器和设备内部防护器件的动作时间。一般退耦电感不小

于 5uH（线长 1m ≈1uH）。 

◼ 室外装置和线路的防雷与接地设计必须结合建筑物防雷要求统一考虑，并符

合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要求。 

◼ 系统必须等电位接地。接地装置必须满足系统抗干扰和电气安全的双重要求，

并不得与强电网零线短接或混接。系统单独接地时，接地阻抗不大于 4Ω，

接地导线截面积必须不小于 25mm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