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清洗在安全生产、作业流程、清洗质量及能效指标等方面的要

求，兼顾多场景的通用性与个别工况的特殊性，推动技术创新与

成果转化，助力行业向高效、安全、低碳方向转型升级，为国家

“双碳”目标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二、遴选原则

按照条件公开、自愿申请、公平公正、择优选择、动态管理

的原则，优先考虑专业特长和实践经验。

三、遴选范围

石油化工、电力能源、船舶制造等行业的机器人清洗工程服

务企业（包括，但不限于，激光清洗机器人、平面高压清洗机器

人、旋转清洗机器人、管道疏通清洗机器人、光伏发电清洗机器

人、中央空调清洗机器人、电厂冷却水塔底清淤清洗机器人、电

厂空气冷却器清洗机器人、PIG 自动检测和清洗机器人、爬壁机

器人）；高危场景清洗作业单位（如化工厂、地下管网清洗服务

机构）；特殊环境作业装备开发者（如防爆机器人）的工程团队；

工业制造领域（如管道储罐清洗、自动化生产线维护）的技术专

家；具备机器人性能检测、清洗效果评估资质的国家级或行业检

测实验室；参与过国际/国家/行业标准制定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或专家等均可申请。

四、遴选条件

参选人员，至少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具有 3 年以上机器人清洗技术研发、装备制造或工程服务



经验，熟悉工业制造、高危场景等典型应用需求，能推动标准与

实际场景深度融合；

2.在工业设备清洗、特殊环境机器人设计等领域具备扎实理

论基础或丰富实践经验，可解决技术难点；

3.发表有核心期刊论文，申请/获得发明专利或具有行业突

出贡献，代表技术领先性；

4.掌握国际前沿技术动态，能结合国内产业需求提出创新性

标准建议。

五、工作范围

1.标准立项：包括调研工业制造、高危环境等场景的清洗需

求，深入剖析行业需求与技术现状，开展技术框架设计，并负责

草案编制；

2.标准内容：大体涉及安全生产、作业流程、清洗质量及能

效指标等方面的要求，兼顾多场景的通用性与个别工况的特殊

性；

3.组织实施：标准研讨、验证，推动标准在工业制造、石油

化工、能源电力等领域的落地应用。

六、遴选程序

1.各相关单位符合条件的相关专业人选（以下简称“申报

人”），请填写《〈机器人清洗技术规范〉标准起草组起草专家

遴选登记表》（详见附件）；

2.请各相关单位仔细审核申报人提交的《登记表》信息，确





附件: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贴照片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职务/职称 电子信箱

工作单位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毕业院校及所学

专业
学 位

现从事专业

与本标准有关的

经历和业绩（包

括奖励）简介

曾负责组织制定

何种标准，有何发

明、著作、学术论

文（何时何地出版

或发表）

参加何种学术组

织、任何职务

权利与义务

1.参加标准起草工作的单位和专家，将在标准前言中出现该单位名称及专家姓名。

2.参加标准起草工作的有关人员应积极地参与标准制定的起草工作，并不得无故缺席。

3.参加标准起草工作的专家所在单位可自愿提供必要的相关技术和资金支持。

4.未实质参与标准编制工作的单位和专家，标委会将从标准起草名单中取消该专家及

其单位的标准编制的资格。



注：表格内容填写可另附页

单位意见：

我单位同意作为《机器人清洗技术规范》起草单位，并同意该专家作为标准的起草人，同时对上述

标准的起草工作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