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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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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的

规则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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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电工技术学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电工技术学会标准工作委员会能源智慧化工作组归口。  

本文件起草：国网信息通信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安徽继远软件有限公司、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

电力科学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强、陶俊、郭庆、喻成琛、赵峰、余江斌、周伟、浦正国、程琳、杨彬彬、

张天琦、吴小华、薛濛、王雷、郭力旋、刘晓飞、黄晓光、张琳瑜、李小宁、李扬笛。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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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电力行业的图像检测识别系统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面向电力的图像检测识别系统技术要求，包括系统的架构、硬件要求、功能要求、

性能要求、安全要求和测试方法等。 

本文件适用于电力行业图像检测识别系统的规划、设计和实施。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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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900.1   电工术语 基本术语 

GB/T 5271.34  信息技术 词汇 第 34部分：人工智能 神经网络 

 

3  术语和定义 

GB/T 2900.1、GB/T 5271.34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正检 true positive 

对于有异常的检测样本，识别为有异常的检测结果。 
3.2 

误检 false positive 

对于无异常的检测样本，识别为有异常的检测结果。 
3.3 

漏检 false negative 

对于有异常的检测样本，识别为无异常的检测结果。 
3.4 

检测率 true positive rate 

正检数与总样本数的百分比。 
3.5 

误检率 false positive rate 

误检数与总样本数的百分比。 
3.6 

漏检率 false negative rate 

漏检数与总样本数的百分比。 
3.7 

准确率 precision 

计算模型在测试集上正确分类的样本数量与总样本数量的百分比。 
3.8 

精确率 accuracy 

预测为正例且实际为正例的样本数除以预测为正例的样本数。 
3.9 

召回率 recall rate 

预测为正例且实际为正例的样本数除以实际为正例的样本数。 
3.10 

F1 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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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精确率和召回率计算 F1 分数。 

4  符号、代号和缩略语 

下列符号、代号和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AI：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OI：感兴趣区域（Region of Interest）。 

OCR：光学字符识别（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5  系统架构 

 

 
图 1 电力图像检测识别系统架构 

 

面向电力行业的图像检测识别系统应采用分层式设计、分布式部署、模块化管理，主要应包括数据

管理系统、方案设计与实施系统、在线推理系统和运行管理系统。 

a) 数据管理系统应主要涉及人工智能算法基础数据库搭建，其功能包括数据采集、数据清洗和数

据管理等。 

b) 方案设计与实施系统应主要涉及实现电力图像检测识别需要具备的算法和模型训练功能，包括

方案规划、图像预处理、数据标注、模型构建、模型训练、模型评估、模型优化等。 

c) 在线推理系统应主要涉及面向不同电力场景的图像检测识别所需的解决方案管理，包含方案配

置、方案管理、方案查询、方案发布、方案集成等。 

d) 运行管理系统应主要涉及客户端软件、硬件、通讯、模型导入等内容，包含权限管理、模型管

理、图像处理等。 

6  硬件要求 

系统硬件要求如下： 

a) 内存不小于 256GB。 

b) 系统盘不小于 128GB，数据盘不小于 12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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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PU 为多核，核心数不小于 16。 

d) 双电源供电。 

 

7  功能要求 

7.1  数据管理系统 

7.1.1  数据采集 

电力图像采集功能要求如下： 

a) 图像源 

1) 图像源应支持相机和本地图像； 

2) 图像源应支持一个或多个相机连接； 

3) 图像成像像素应支持 30 万以上的分辨率； 

4) 图像成像编码格式支持 RGB、YUV、RGB-D 等一种或多种格式； 

5) 图像成像文件格式应支持 jpg、jpeg、bmp、png、tif、tiff 等一种或多种格式； 

6) 图像帧率应满足电力应用要求，支持 20FPS 以上。 

b) 图像窗口 

1) 应支持一个或多个图像窗口显示； 

2) 应支持多个图像窗口内设置不同图像源、光源和图像处理方案，能够适应不同的检测场

景。 

7.1.2  数据清洗 

数据清洗功能要求如下： 

a) 数据去重：去除数据集中的重复记录。 

b) 异常值处理：检测和处理数据集中的异常值。 

c) 数据标准化：将数据格式标准化为一致的格式，以便于处理和分析。 

7.1.3  数据管理 

数据管理功能要求如下： 

a) 数据操作：对数据的追加、删除、更新、查询等操作。 

b) 数据分类：对数据名称、数据类型、存取路径等属性对数据的分类。 

c) 数据保护：对数据的操作进行权限操作保护。 

7.1.4  数据存储 

实现数据、模型、用户信息的存储功能，包括但不限于基于权限的实体创建、删除、编辑、访问、

导出指定的数据。 

7.2  方案设计与实施系统 

7.2.1  方案规划 

根据已采集数据和项目需求，选择对应的AI算法，以对电力图像检测项进行智能识别。 

7.2.2  图像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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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预处理功能要求如下： 

a) 图像尺寸调整：将图像调整为模型所需的输入尺寸。 

b) 数据增强：通过对图像进行旋转、翻转、缩放、平移等操作来增加数据样本的多样性，以提

高模型的泛化能力。 

c) 归一化：将图像的像素值缩放到一个固定的范围，通常是[0,1]或[-1,1]，以便更好地适应模

型的输入要求。 

d) 噪声去除：通过滤波等技术去除图像中的噪声，以提高图像质量和模型的稳定性。 

e) 图像增强：通过调整图像的对比度、亮度、饱和度等参数来增强图像的特征，以提高模型的

性能。 

f) 图像标准化：将图像转换为特定颜色空间或表示形式的过程。例如，将彩色图像转换为灰度

图像、将图像转换为特定的色彩空间（如 RGB、HSV等）。 

7.2.3  图像标注 

图像数据标注功能要求如下： 

a) 标注工具 

1) 有笔刷、多边形、矩形、特征标签与带文本的矩形和多边形工具用于进行数据的标注； 

2) 标注工具产生标注实例会附带特征标签，应可通过特征列表对特征标签集合进行管理，

应可对特征标签进行新增、修改、删除和合并； 

b) 智能标注 

可通过智能标注功能，使得标注工作量得到简化，如交互式标注分割、预训练打标等； 

c) 标注管理 

1) 可对标注进行存储、编辑，按条件的筛选查看；能够导出及导入标注使得标注可以复

用。对不同算法模型的训练可应用不同的数据集进行训练； 

2) 可通过编辑 ROI 区域，让算法方案之关注图片局部信息；串联模块下，ROI 区域也可以

作为前置模块输出结果的调整； 

3) 有放大缩小功能、抓手功能、隐藏/显示标注/推理结果功能以及撤销与恢复功能辅助标

注。 

7.2.4  模型构建 

模型构建功能要求如下： 

a) 灵活且可扩展：系统应该能够支持各种图像数据源和数据类型，包括 bmp、png、jpg、

jpeg、tif、tiff 等。系统应该具备灵活的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以支持不同的模型构建需

求。 

b) 模块化设计：系统架构应该采用模块化的设计，以便于扩展和维护。每个算法模块应该具有

独立的功能和责任，并且模块之间的交互应该清晰和简洁。 

c) 高效计算能力：系统应该具备高效的计算能力，包括高性能的硬件资源和优化的软件算法，

以支持大规模数据的处理和复杂的模型构建。 

d) 全面的算法模型工具箱：系统应该提供全面的模型工具箱，包括单分类算法、多分类算法、

目标检测算法、语义分割算法、OCR 算法、无监督算法等。同时，它还应该支持自定义模型

构建，以满足特定的业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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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易用性：系统应该具备友好的用户界面和简洁的操作流程，以便用户能够方便地进行模型构

建、调试和评估。 

f) 可视化分析：系统应该提供强大的可视化分析功能，包括数据检索、特征选择、模型评估等

过程的可视化展示，以帮助用户更好地理解和解释模型结果。 

g) 安全性：系统应该具备完善的安全性措施，包括数据加密、访问控制和漏洞管理等，以保护

用户的数据和模型安全。 

h) 基础性：系统应该能够于其他系统或工具集成，包括数据库、报表系统、可视化工具等，以

实现更全面的模型构建和管理。 

7.2.5  模型训练 

模型训练功能要求如下： 

a) 模型训练：能够根据选择的算法应用，利用标注的数据进行模型训练，包含设置超参数与训

练策略； 

b) 模型推理：利用训练好的模型对指定的数据进行推理； 

c) 模型信息查看：查看历史版本信息，训练与推理在数据集上的表现等； 

d) 运行参数配置：能够配置模型的运行参数，如阈值，分割算法的面积过滤，检测算法的 IOU

等，使得在不重新训练模型就能够快速调节模型效果。 

7.2.6  模型评估 

模型评估功能要求如下： 

a) 评估能力：系统应该能够选择已有模型和数据进行模型评估，评估指标应包括稳定性、准确

性等方面； 

b) 评估方法：系统应该能够针对算法模型进行不同维度的效果评估，如图像级别、实例级别、

像素级别、字符级别等。 

 

7.2.7  模型优化 

模型优化功能要求如下： 

a) 系统应该可调整超参数以优化模型性能，如学习率、迭代次数； 

b) 系统应该可选择采用不同的模型结构来适应不同的电力场景； 

c) 系统应该具备特征选择的能力，提升模型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d) 系统应该具备多模型串并联的方式，通过结合多个模型的预测结果来提升模型总体的预测性

能； 

e) 系统应该具备一个已有的模型通过添加少量数据集继续学习的能力； 

f) 系统应该具备基本的后处理参数能力，如置信度过滤、面积过滤、长边短边过滤、灰度过滤

等方法。 

 

7.2.8  模型编排 

模型编排功能要求如下： 

a) 模型选择和组合：模型编排应该能够选择适合特定任务的模型，并将它们组合在一起，以实

现更高效和准确的结果； 



T/CES XXX—XXXX 

9 

b) 数据传递和转换：模型编排需要能够在不同模型之间传递数据，并进行必要的数据转换和格

式化； 

c) 上下文管理：模型编排需要能够管理上下文信息，以确保在不同模型之间传递的信息是一致

和完整的； 

d) 错误处理和回退机制：模型编排应该具备错误处理和回退机制，以应对模型执行过程中可能

出现的错误或失败情况。 

 

7.3  在线推理系统 

7.3.1  方案配置 

方案配置功能要求如下： 

a) 应支持将图像采集和图像处理相关参数保存为方案配置文件； 

b) 应支持方案二次开发，包括算法前后处理、运行逻辑、结果输出方案等，帮助 AI 算法适用于

实际电力业务场景； 

c) 应支持运行界面下快速选择运行的方案，适用于测试情况下的方案快速切换。 

7.3.2  方案管理 

方案管理功能要求如下： 

a) 方案操作：对方案的追加、删除、更新、导出、查询等操作； 

b) 方案编排：对方案进行串联或并联的编排。 

 

7.3.3  方案发布 

方案发布功能要求如下： 

a) 导出模型：导出模型的使用场景主要是为已经构建好调用方案的实例，这些实例仅需要在各

自方案中对算法模型进行更新，无需重新编译或者修改调用代码。 

b) 二次开发：提供的接口包含方案信息获取，方案运行结果获取，运行参数设置，结果可视

化。并提供环境安装指引，示例程序、调用示例和丰富的调用文档。系统使用人员可以快速

进行电力图像的目标分割、目标检测、图片分类、图像识别、OCR等功能，充分覆盖电力业

务场景，如输电、变电、配电、安监等。 

 

7.3.4  方案集成 

方案集成功能要求如下： 

a) 支持配置：SDK 支持自定义方案的集成； 

b) 二次开发：SDK 支持 C、C#、Python、Java 中至少一种语言的二次开发。 

 

7.4  运行管理系统 

7.4.1  相机控制 

相机控制功能要求如下： 

a) 应支持兼容不同型号的相机，以满足系统分辨率、镜头类型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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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应支持实时图像采集，支持设置曝光、白平衡、帧率等参数； 

c) 应支持选择相机触发方式，如软触发和硬触发； 

d) 应支持与相机的 SDK、API 或协议进行通信，以便控制摄像头的参数设置、开关、焦距调整

等； 

e) 图像传输应支持 USB、GIGE、CameraLink 等一种或多种传输协议； 

 

7.4.2  光源管理 

光源管理功能要求如下： 

a) 应支持基于 RS-232、以太网等一种或多种通讯方式； 

b) 应支持光源通道开关控制和强度设置。 

 

7.4.3  模型管理 

模型管理功能要求如下： 

a) 模型部署和调度：支持将模型进行部署到不同的环境中，并提供调度功能，可以根据需求自

动调度模型的运行； 

b) 模型权限和访问控制：提供模型的权限管理和访问控制，可以控制不同用户或角色对模型的

访问权限。 

c) 模型生命周期管理：支持模型的完整生命周期管理，包括模型的创建、训练、部署、更新和

退役等各个阶段的管理； 

d) 模型版本追踪和溯源：可以追踪和溯源模型的版本，记录模型的训练数据、参数配置和训练

日志等，方便模型的复现和追溯。 

 

7.4.4  图像处理 

图像处理功能要求如下： 

a) 应支持运行 AI 或传统算法方案； 

b) 应支持调整标准方案和定制方案的参数，可根据方案类型来定制参数类型； 

c) 应支持采图测试或抓拍测试，能够实现不同应用场景的实时调试； 

d) 系统兼容性：能够基于 CPU 或 GPU 处理图像，能够在 Windows 系统运行，能够在国产操作系

统上运行； 

e) 算法运行能力：能够基于系统发布的方案以及设定好的运行参数进行图像处理并返回图像处

理结果； 

f) 异常处理：能够在输入数据非法时给出对应提示，避免系统异常。 

 

7.4.5  权限管理 

权限管理功能要求如下： 

a) 用户鉴权：能够对用户进行身份验证，基于角色判断用户是否拥有访问系统和相应功能的权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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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权限管理：对用户和角色的权限进行编辑，可以通过权限管理赋予不同用户对不同资源的访

问、编辑、删除等权限从而实现视觉检测任务中不同角色的资源共享与协助。 

8  性能要求 

8.1  系统检测速度 

面向电力的图像识别检测，单张图像平均检测耗时不宜超过5秒。 

面向电力的语音识别检测，单个文件平均检测耗时不宜超过5秒。 

8.2  准确率 

指模型在所有预测中正确的比值，常规图像检测项目不低于80%。 

8.3  精确率 

指模型在预测为正例中真正为正例的比例，精确率越高表示模型识别结果中正确的结果越多，常规

图像检测项目不低于80%； 

8.4  召回率 

指模型在所有正例中成功预测为正例的比例，召回率越高表示模型的漏检结果越少，常规图像检测

项目不低于80%； 

8.5  F1 分数 

是精确率和召回率的调和平均值，综合考虑了模型的精确率和召回率，F1分数不低于0.7。 

8.6  图像处理算法 

图像处理算法应确保图像处理后的质量不会降低，如信噪比（SNR）、对比度、清晰度和颜色准确

性。 

8.7  并发数 

系统最大并发用户数宜不少于20人。 

8.8  数据保存 

系统的模型数据保存不小于15 年，图像数据的保存时间不小于10年，音频数据的保存时间不小于

10年。 

 

9  安全要求 

9.1  日志管理 

对用户登录，模型管理和模型调用记入日志。对管理员提供日志查询的功能。日志不可删除。 

9.2  安全凭证 

系统使用签名方法对对外接口调用进行鉴权。对外接口每被调用一次都需要包含签名信息，以验

证用户身份，防止信息被恶意篡改。 

 

10  测试方法 

10.1  数据管理系统功能测试 

10.1.1  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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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图像采集测试方法如下： 

a) 图像源 

1) 检查图像源应支持相机和本地图像； 

2) 检查图像源应支持一个或多个相机连接； 

3) 检查图像成像像素应支持 30 万以上的分辨率； 

4) 检查图像成像编码格式支持 RGB、YUV、RGB-D、Bayer8 等一种或多种格式； 

5) 检查图像成像文件格式应支持 jpg、jpeg、bmp、png、tif、tiff等一种或多种格式； 

6) 检查图像帧率应满足电力应用要求，支持 20FPS以上。 

b) 图像窗口 

1) 检查应支持一个或多个图像窗口显示； 

2) 检查应支持多个图像窗口内设置不同图像源、光源和图像处理方案，能够适应不同的检

测场景。 

10.1.2  数据清洗 

数据清洗测试方法如下： 

a) 数据去重：检查数据集中的重复数据，如根据 md5 去重。 

b) 异常值处理：检查是否不支持的格式进行异常处理，如测试不支持的图像。 

c) 数据标准化：检查数据格式标准化为一致的格式，如统一存储格式为 jpg。 

10.1.3  数据管理 

数据管理测试方法如下： 

a) 数据操作：检查对数据的追加、删除、更新、查询等操作功能。 

b) 数据分类：检查对数据名称、数据类型、存取路径等属性对数据的分类功能。 

c) 数据保护：检查对数据的操作进行权限操作保护功能。 

10.1.4  数据存储 

检查实现数据、模型、用户信息的存储功能，包括但不限于基于权限的实体创建、删除、编辑、

访问、导出指定的数据。 

 

10.2  方案设计与实施系统功能测试 

10.2.1  方案规划 

方案规划测试方法如下： 

a) 测试是否支持新建方案； 

b) 测试是否支持删除方案； 

c) 测试是否支持修改方案； 

d) 测试方案中是否支持模块拖拽构建。 

10.2.2  图像预处理 

图像预处理测试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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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图像尺寸调整：将图像调整为模型所需的输入尺寸,检查是否满足要求。 

b) 数据增强：通过对图像进行旋转、翻转、缩放、平移等操作来增加数据样本的多样性，以提

高模型的泛化能力,检查是否满足要求。 

c) 归一化：将图像的像素值缩放到一个固定的范围，通常是[0,1]或[-1,1]，以便更好地适应模

型的输入要求,检查是否满足要求。 

d) 噪声去除：通过滤波等技术去除图像中的噪声，以提高图像质量和模型的稳定性,检查是否满

足要求。 

e) 图像增强：通过调整图像的对比度、亮度、饱和度等参数来增强图像的特征，以提高模型的

性能,检查是否满足要求。 

f) 图像标准化：将图像转换为特定颜色空间或表示形式的过程,检查是否满足要求。例如，将彩

色图像转换为灰度图像、将图像转换为特定的色彩空间（如 RGB、HSV 等）。 

10.2.3  图像标注 

图像数据标注测试方法如下： 

a) 打开系统标准工具，对预定的数据集，打开待标注的电力图像，在特征编辑区域进行创建类

别； 

b) 对类别进行编辑； 

c) 选中合适的标注工具，按照标注工具说明进行标注，完成后进行保存，导出标注文件，打开

导出的标注文件，检查信息是否正确。 

10.2.4  模型评估 

模型评估测试方法如下： 

a) 留出法：将数据集 D直接划分为互斥的两个集合，分别作为训练集 S和测试集 T。用测试集 T

的测试误差来估计模型的泛化误差。数据的划分比例一般是：2/3~4/5 比例的样本用于训

练，剩下的样本用于测试。 

b) 交叉验证法：将数据集 D划分为 k个大小相似的互斥子集，每个子集都尽可能保持数据分布

的一致性。然后每次用 k-1 个子集的并集作为训练集，剩下的作为测试集。最终返回的是这

k个测试结果的均值。常见的有 10 次 10 折交叉验证。 

c) 自助法：是有放回抽样，将抽出来的样本作为训练集，再将其训练集的补集作为测试集。 

 

10.3  在线推理系统功能测试 

10.3.1  方案配置 

方案配置测试方法如下： 

a) 检查方案配置应支持将图像采集和图像处理相关参数保存为方案配置文件； 

b) 检查方案配置应支持方案二次开发，包括算法前后处理、运行逻辑、结果输出方案等，帮助

AI 算法适用于实际电力业务场景； 

c) 检查方案配置应支持运行界面下快速选择运行的方案，适用于测试情况下的方案快速切换。 

10.3.2  方案管理 

方案管理测试方法如下： 

a) 方案操作：检查对方案的追加、删除、更新、导出、查询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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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方案编排：检查对方案进行串联或并联的编排。 

 

10.3.3  方案发布 

方案发布测试方法如下： 

a) 导出模型：检查支持可导出模型。 

b) 二次开发：检查方案发布支持提供的接口包含方案信息获取，方案运行结果获取，运行参数

设置、结果可视化。 

c) 检查支持提供环境安装指引，示例程序，调用示例和调用文档。 

 

10.3.4  方案集成 

方案集成测试方法如下： 

a) 支持配置：检查 SDK支持自定义方案的集成； 

b) 二次开发：检查 SDK支持 C、C#、Python、Java中至少一种语言的二次开发。 

 

10.4  运行管理系统功能测试 

10.4.1  相机控制 

相机控制测试方法如下： 

a) 检查应支持兼容不同型号的相机，以满足系统分辨率、镜头类型等要求； 

b) 检查应支持实时图像采集，支持设置曝光、白平衡、帧率等参数； 

c) 检查应支持选择相机触发方式，如软触发和硬触发； 

d) 检查应支持与相机的 SDK、API或协议进行通信，以便控制摄像头的参数设置、开关、焦距调

整等； 

e) 检查图像传输应支持 USB、GIGE、CameraLink 等一种或多种传输协议； 

 

10.4.2  光源管理 

光源管理测试方法如下： 

a) 检查应支持基于 RS-232、以太网等一种或多种通讯方式； 

b) 检查应支持光源通道开关控制和强度设置。 

 

10.4.3  模型管理 

模型管理测试方法如下： 

a) 对模型进行加载和初始化，试用或者检测其输入和输出，测试其部署功能。 

b) 以不同权限的用户账号登录，确认不同权限和访问控制的有效性； 

c) 执行模型的创建、训练、部署、更新和退役等操作，验证每个阶段的功能和流程是否正常； 

d) 创建多个模型版本，记录版本信息，模拟更新场景比对新旧版本；更新模型时保存旧版本信

息并与新版本关联，从而验证模型版本追踪和溯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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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4  图像处理 

图像处理测试方法如下： 

a) 分别准备训练和测试数据集； 

b) 使用系统进行模型训练，记录模型训练时长，完成模型训练和配置后导出方案； 

c) 使用系统进行图像处理，并记录每个图像的推理结果和处理速度，并将推理结果与标准答案

进行比对得到精度指标，对处理速度取平均得到速度指标； 

d) 多次使用系统进行图像处理，并将推理结果记录，对多次推理结果进行比对，得到多次检测

一致率； 

e) 使用系统对新图片进行图像处理，查看方案是否具有泛化性。 

 

10.4.5  结果输出 

结果输出测试方法如下： 

a) 检查结果输出模块应支持原始图片和渲染图片的展示和保存； 

b) 检查结果输出模块应支持数据统计和展示，包含检测结果、检测总数、良率计算； 

c) 检查结果输出模块应支持软件运行日志的展示和保存。 

 

10.4.6  权限管理 

权限管理测试方法如下： 

a) 用户鉴权：检查是否能够对用户进行身份验证，如基于角色判断用户是否拥有访问系统和相

应功能的权利。 

b) 权限管理：检查对是否能够对用户和角色的权限进行编辑，如通过权限管理赋予不同用户对

不同资源的访问、编辑、删除等权限。 

 

10.5  性能测试 

10.5.1  系统检测速度测试 

采用多次平均的方法对电力图像、语音进行检测。平均值不超过5秒。 

10.5.2  准确率 

准确率不低于80%。 

准确率 =
M1 +N1

M1 +M2 + N1 + N2
× 100% 

M1——被正确判断为正例的样本数； 

M2——被错误判断为正例的样本数； 

N1——被正确判断为负例的样本数； 

N2——被错误判断为负例的样本数； 

10.5.3  精确率 

精确率不低于80%。 

精确率 =
M1

M1 +M2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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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被正确判断为正例的样本数； 

M2——被错误判断为正例的样本数； 

10.5.4  召回率 

召回率不低于80%。 

召回率 =
M1

M1 + N2
× 100% 

 

M1——被正确判断为正例的样本数； 

N2——被错误判断为负例的样本数； 

10.5.5  F1 分数 

F1 分数不低于0.7。 

F1分数 =
精确率×召回率

精确率+召回率
× 100% 

10.5.6  图像处理速度测试 

采用一组电力图像或者视频作为输入，使用图像处理算法进行处理，记录处理时间；进行多组测

试，计算平均值。 

10.5.7  图像处理后质量测试方法 

以信噪比为例，测试方法如下： 

a) 选择一组具有已知信噪比的图像作为参考图像； 

b) 使用图像处理算法对这些图像进行处理，并记录处理后的图像； 

c) 计算处理后图像与参考图像之间的信噪比，以评估图像处理算法对噪声的影响； 

d) 常用的信噪比计算方法包括峰值信噪比（PSNR）和结构相似性指数（SSIM）等。 

 

10.5.8  并发数测试 

采用第三方测试工具进行压力测试。 

10.5.9  数据保存测试 

对模型数据、图像数据、音频数据进行统计估算出每个月的增长速度，根据存储空间进行测算。 

 

10.6  安全测试 

10.6.1  日志测试 

模拟用户登录，创建方案、模型调用、进行推理、数据操作等，对系统日志进行检查。 

10.6.2  安全凭证测试 

检查对外接口的调用记录，查看返回信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