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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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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深圳华大智造云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粤港澳大湾区标准创新联盟归口。 
本文件授权粤港澳大湾区标准创新联盟组织伙伴和所有成员单位使用，联盟组织伙伴需等同采用转

化为自身团体标准，并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上公开标准基本信息。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华大智造云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香港创新研究院人工智能与机

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安信通科技（澳门）有限公司、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华大智

造云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深圳市标准化协会、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本文件起草人：伍利、刘宏斌、韩子天、王景、姚涛、吴丽霞、颜妙丽、杨自飞、吕发勤、罗渝昆、

徐辉雄、任杰、熊奕、胡颖、王双翌、钟惟月、但丹、冯奕翡、郭六生、周浩文。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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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9*  

本文件规定了远程超声机器人技术要求，包括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功能要求、检验要求、包装、

标志、贮存和运输。 

本文件适用于远程超声机器人系统的设计、开发、测试、包装运输等。 

2 ?ú99�]�K+^�½�,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4793.1-2007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9706.1-2020  医用电气设备  第1部分：基本安全和基本性能的通用要求 
GB 10152-2009  B型超声诊断设备 
YY 0767-2009  超声彩色血流成像系统 
YY/T 1712-2021  采用机器人技术 的辅助手术设备和辅助手术系统 
YY 9706.102-2021  医用电气设备 

3 �eB#
Â�Ð�•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F�0AC»�&�p�ž�ð  remote ultrasonic robot  
基于机器人主从控制技术，利用网络在主从设备间进行控制交互和多路数据传输，达到和传统设备

相同或接近的实时超声诊断系统。 

 

	q+U1%�q�ÞAô�= doctor- end master device 
用于实时控制病人端从动设备，并接收回传的超声图像或音视频数据，简称“医生端”。 

 

+û�ð1%���ÞAô�=  patient - end slave device 
用于实时接收并执行医生端主动设备的控制指令，并上传超声图像或音视频数据，简称“病人端”。 
 

�?�~���’	pL* effective workspace 
从动设备末端执行器参考点所能掠过的，且能够实现制造商预期用途的空间范围。 
[来源： YY/T 1712-2021，术语和定义 3.13]  
 

�q���Ý�l�,F��,L* m aster -slave control time delay  
从端设备复现主端设备运动的延迟时间。 
[来源： YY/T 1712-2021，术语和定义3.24]  
 

���Ú�]�’!˜�,L*  protective stopping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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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端运动装置与环境发生接触碰撞后保护性停止消耗的最长时间。 
 

0i�Ð�Û@��Ñ stable contact force  
正常工作状态下，病人端末端执行器与人体稳定接触时的作用力。 
 

�¿�ž�Û@��Ñ  protective contact force  
病人端运动装置与环境发生接触碰撞后保护性停止的最大接触力。 
 

NÓ�ÐFU�Ü rated velocity  
正常工作时，病人端允许达到的最大速度。 
[来源： YY/T 1712-2021，术语和定义3.16]  

 
�a1%�•>‚�ž  end effector  
为使病人端完成超声检查而安装在机械臂末端处的装置。 
[来源： YY/T 1712-2021，术语和定义3.17]  

4 �]73?·"x  

F�0AC»�&�p�ž�ðF�>‚	Õ*<  

远程超声机器人由医生端和病人端组成，通过网络连接后，超声医生在医生端操作仿形探头进行扫

图操作，控制系统采集医生操作过程中的位姿与按压力信息传输到病人端，病人端控制机器人运动系统

完成特定部位超声扫描动作还原。检查过程中，超声医生能够在医生端屏幕实时看到病人端采集和传输

的超声图像，并通过控制医生端超声键盘完成对病人端超声设备远程实时参数调节，此外医生与病人可

以通过音视频系统进行实时音视频交互。 

远程超声机器人系统组成如下： 

a）医生端主动设备，包含主控计算机、运动控制系统、力传感系统、超声控制系统、音视频系统、

超声图像显示系统、电源系统等； 

b）病人端从动设备，包含主控计算机、运动执行系统、力传感系统、超声成像系统、音视频系统、

电源系统等。 

�L?ø�D5	�º  

设备外观与结构要求如下： 

a) 设备外表面应整洁、无划痕、裂缝等缺陷； 

b) 面板上文字和标志应清楚易认、持久； 

c) 控制和调节结构应灵活、可靠，紧固部位无松动。 

C»�& W•�]73?·"x  

超声模块性能要求如下： 

a） B型超声成像系统性能应符合GB 10152-2009的要求； 

b） 超声彩色血流成像系统性能应符合YY 0767-2009的要求； 

c） 超声频谱多普勒成像系统性能应符合 YY 0767-2009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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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ô�=�¿�ž?·"x  

设备安全要求如下： 

a） 安全要求应符合GB 9706.1-2020、GB 9706.237-2020； 

b） 电磁兼容要求应符合 YY 9706.102-2021与GB 9706.237-2020第202.6条的规定。 

�Ý�l�]73  

4.5.1  �q���Ý�l�ƒ5¤�ü.¤�Ü  

主从控制X、Y方向位置准确度标称值±1 mm，实测值应不大于标称值。 

4.5.2  �q���Ý�l�ƒ5¤H��C�]  

主从控制X、Y方向位置重复性标称值0.1 mm，实测值应不大于标称值。 

4.5.3  �q���Ý�l�5�7�ü.¤�Ü  

主从控制姿态准确度标称值±1 °，实测值 应不大于标称值。 

4.5.4  �q���Ý�l�5�7H��C�]  

主从控制姿态重复性标称值0.5 °，实测值应不大于标称值。 

4.5.5  �q���Ý�l0i�Ð�Û@��Ñ�Ý�l2ô�Ü  

主从控制稳定接触力范围3N-40N，在设定值处满足准确度标称值±3 N，实测值应不大于标称值。 

4.5.6  �q���Ý�l�?�~���’	pL*  

从动设备有效工作区间要求如下： 

a)主从控制从动设备末端执行器有效工作区间标称值L600 mm×W300 mm×H350 mm，实测值应不小

于标称值； 

b)主从控制从动设备末端执行器末端与竖直方向的最大偏转角标称值±70 °，末端最大旋转角度

标称值±170 °，实测值应不小于标称值。 

4.5.7  �q���Ý�l�,F��,L*  

主从控制延迟时间标称值250 ms，实测值应不大于标称值。 

4.5.8  �¿�ž�Û@��Ñ  

从动设备运动时的安全接触力标称值120 N，实测值应不大于标称值。 

4.5.9  ���Ú�]�’!˜�,L*  

从动设备运动发生碰撞后保护性停止时间标称值500 ms，实测值应不大于标称值。 

4.5.10  NÓ�ÐFU�Ü 

从动设备额定速度要求如下： 

a) 从动设备 X、Y方向额定线速度标称值 375 mm/s；Z方向额定速度向下标称值 125 mm/s，向上

标称值 375 mm/s，实测值应不大于标称值； 

b) 从动设备 RX、RY方向额定角速度标称值 0.75 rad/s ，实测值应不大于标称值。 

Aô�=F�>‚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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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  �VEÉFU)½ 

设备正常运行所要求的最低上下行网络速率20 Mbps，实测值应不小于标称值。 

4.6.2  �VEÉ�,�,  

设备正常运行所要求的最大端到端网络时延100 ms，实测值应不大于标称值。 

4.6.3  �VEÉ
%M–�] 

设备正常运行所要求的丢包率小于5 %，实测值应不大于标称值。 

5 �Õ73?·"x  

Aô�=�Õ73 

5.1.1  Aô�=1×*< 

设备应具有管理功能如下： 

a） 医生端与病人端设备连接和管理功能；  

b) 医生端/病人端控制软件能实现启动后自检，自检异常能给出提示；  

c） 医生端与病人端设备通过网络进行配对连接，能实现机械臂实时运动控制，动态图像传输，实

时超声参数调节以及音视频交流； 

d) 医生端支持查看病人端设备在线列表。 

5.1.2  Aô�=F��Û 

设备应具有连接功能如下： 

a) 医生端支持选择指定病人端建立网络连接，连接成功后能给出提示； 

b) 医生端/病人端支持自行断开与现有病人端/医生端的连接。 

  

E¥�,�Õ73 

5.2.1  C\�m1×*< 

账户管理应具有功能如下： 

a) 医生端具有新建、修改、删除账户功能； 

b) 医生端/病人端账户登录功能； 

c) 医生端/病人端修改账户密码功能。 

5.2.2  �¦�¤1×*<  

数据管理应具有功能如下： 

a) 医生端/病人端支持搜索和浏览病人信息； 

b) 病人端支持浏览发送病人数据； 

c) 医生端支持管理超声检查数据； 

d) 医生端支持编辑、预览、查看和发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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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Õ73  

日志功能应具有功能如下： 

a) 医生端/病人端支持记录设备操作使用数据； 

b) 医生端/病人端支持日志查看、导出、下载。 

5.2.4  Cz�Ï�VF7�D�Û�l  

医生端/病人端应支持图片、视频等不同格式文件传送和接收功能。  

F�0A�Ý�l�D�VE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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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病人端机械臂额定速度条件下，以一定大小的力沿医生端操控模块的水平横向和水平纵向从起

始端划动至末端，测量病人端机械臂末端在水平方向移动的距离； 

b) 重复测量5次，取5次测量的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 

c) 以上测量结果应符合4.5.1 的要求。 

6.2.2  �q���Ý�l�ƒ5¤H��C�]B�PÂ  

设备主从控制位置重复性试验步骤如下： 

a) 病人端机械臂额定速度条件下，医生端发送沿水平横向和水平纵向运动固定距离的指令，测量

此过程中病人端机械臂末端在水平方向运动的距离； 

b) 重复测量5次，取5次测量的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 

c) 以上测量结果应符合4.5.2 的要求。 

6.2.3  �q���Ý�l�5�7�ü.¤�ÜB�PÂ  

设备主从控制姿态准确度试验步骤如下： 

a) 病人端机械臂额定运动范围内，控制医生端操作模块沿竖直位置运动到任意倾斜角度，此过程

病人端机械臂末端应当响应医生端操作模块的控制，分别记录此过程医生端操作模块和病人端机械臂

末端的倾斜角度后求差值； 

b) 病人端机械臂额定运动范围内，控制医生端操作模块转动任意角度，分别记录此过程医生端操

作模块和病人端机械臂末端的旋转角度后求差值； 

c) 以上两个过程均重复5次，取5次测量的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 

d) 以上测量结果应符合4.5.3 的要求。 

6.2.4  �q���Ý�l�5�7H��C�]B�PÂ  

设备主从控制姿态重复性试验步骤如下： 

a) 病人端机械臂额定运动范围内，控制医生端发送任意倾斜角度的运动指令，测量此过程机械臂

末端的倾斜角度； 

b) 病人端机械臂额定运动范围内，控制医生端发送任意旋转指令，测量此过程机械臂末端的旋转

角度； 

c) 以上两个过程均重复5次，取5次测量的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 

d) 以上测量结果应符合4.5.4 的要求。 

6.2.5  �q���Ý�l0i�Ð�Û@��Ñ�Ý�l2ô�ÜB�PÂ  

设备主从控制稳定接触力控制精度试验步骤如下： 

a) 病人端机械臂额定下压力范围内，以一定大小的下压力下压医生端控制模块，记录病人端稳定

后的压力值； 

b) 重复测量5次，取5次测量的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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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以上测量结果应符合4.5.5 的要求。 

6.2.6  �q���Ý�l�?�~���’	pL*B�PÂ 

设备主从控制有效工作区间试验步骤如下： 

a) 病人端机械臂额定运动范围内，医生端操作模块控制病人端机械臂末端分别沿水平横向、水平

纵向和 竖直方向运动到各方向的极限位置，测量并记录机械臂末端沿每个方向运动上的极限距离；  

b) 医生端操作模块控制病人端机械臂末端沿竖直方向往水平方向偏转至最大倾斜角，测量并记录

此时机械臂末端的最大倾斜角度； 

c) 医生端操作模块控制病人端机械臂末端沿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旋转至最大角度，测量并记录顺

时针和逆时针机械臂末端的最大旋转角度； 

d) 以上测量结果应符合4.5.6 的要求。 

6.2.7  �q���Ý�l�,F��,L*B�PÂ  

设备主从控制延迟时间试验步骤如下： 

a) 病人端机械臂额定运动速度条件下，从竖直位置快速移动医生端操作模块至任意倾斜角，记录

此过程的时间，同时记录机械臂从竖直位置运动到终点位置的时间，求两个时间的差值； 

b) 重复测量5次，取5次测量的平均值； 

c) 以上测量结果应符合4.5.7 的要求。 

6.2.8  �¿�ž�Û@��ÑB�PÂ 

设备安全接触力试验步骤如下： 

a) 病人端机械臂额定安全接触力条件下，向病人端机械臂发送额定速度的运动指令，使机械臂沿

水平横向、水平纵向和竖直方向分别碰撞刚性物体至机械臂保护性停止，测量并记录每个方向上碰撞过

程的峰值力大小； 

b) 每个方向各重复测量5次，取各方向峰值力的最大值为病人端机械臂运动时的安全接触力； 

c) 以上测量结果应符合4.5.8 的要求。 

6.2.9  ���Ú�]�’!˜�,L*B�PÂ  

设备保护性停止时间试验步骤如下： 

a) 病人端机械臂额定安全接触力条件下，向病人端机械臂发送额定速度的运动指令，使机械臂竖

直向下运动碰撞刚性物体，测量并记录机械臂从开始碰撞刚性物体到机械臂停止运动的时间差值； 

b) 重复测量5次，取5次测量的最大值为保护性停止时间； 

c) 以上测量结果应符合4.5.9 的要求。 

6.2.10  NÓ�ÐFU�ÜB�PÂ 

设备额定速度试验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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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病人端机械臂额定运动速度条件下，通过医生端给病人端机械臂发送沿水平横向、水平纵向和

竖直方向在固定距离内的运动指令，记录此过程机械臂的运动时间，以距离和时间计算机械臂各方向额

定线速度； 

b) 通过医生端给病人端机械臂发送从竖直方向往水平方固定角度的运动指令，记录此过程机械臂

的运动时间，以角度和时间计算机械臂的额定角速度； 

c) 以上测试步骤各重复测量5次，取5次测量中线速度和角速度的最大值为机械臂的额定速度； 

d) 以上测量结果应符合4.5.10的要求。  

7 	;>û�=�=��=Cd�Ž
ÂF�EÉ  

	;>û  

设备的包装要求如下： 

a) 包装箱应能适应常用运输条件； 

b) 设备在包装箱内要可靠固定； 

c) 包装箱要防潮、防震。 

�=�  

7.2.1  �=Aü 

设备标识要求如下： 

a) 在供电电源附近应标出电源的额定供电电压； 

b) 开关的通断、按钮的功能、设备安装连接的线缆以及备选件的安装均应标识清晰、明确； 

c) 有可能引起危险的操作装置或步骤应在醒目的位置加警告标记，并在使用说明中突出注明； 

d) 用图形表示的符号应符合GB 4793.1-2007表1的要求； 

e) 面板上的标记应清晰，在正常使用和厂家规定的清洁方法下，文字、符号和标识应能长期保持

清晰和牢固。 

7.2.2  Aô�=�=�  

在设备的适当位置上应有下列标志： 

a) 产品型号、生产日期、编号和厂家； 

b) 标称电压、标称频率； 

c) 设备外形尺寸:高×宽×深； 

d) 设备重量； 

e) 设备内、外表面上的警告性说明应标在其附近，或标在有关部件上或其附近。 

7.2.3  	;>û1ç�=�  

在设备包装箱上应有下列标志： 

a) 产品型号、名称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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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箱体外形尺寸：长×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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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Ý
÷5*�Ú5*�$�¶�eB*�D  

产品说明书应提供设备维护维修所需的全部技术信息，应至少包括： 

a) 设备组成框图； 

b) 主要部件更换和调试方法； 

c) 保障安全使用注意事项； 

d) 常见故障处理； 

e) 日常维护、检查、保养和清洁； 

f) 供电、信号以及电缆连接图； 

g) 制造厂商详细名称和地址； 

h) 技术服务和维修服务的联络信息。 

�Ý
÷
>�rA÷  

产品合格证应提供设备出厂检验的全部信息，应至少包括： 

a) 设备型号、序列号； 

b) 生产日期； 

c) 检验合格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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