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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性、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和规范性原则进行制定。

本标准起草主要依据为 GB/T 1.1-2020，T/CNLIC 0003-2020《智能键盘乐器通用技术条件》。

2.主要内容

本文件规定了键盘乐器智能功能等级评价的术语和定义、评价原则、评价环境及条件、评价程

序、评价项目及要求、评价方法、评价得分和等级评定。

3.解决的主要问题

“智能键盘乐器”随着科技的进步、互联网、物联网进一步的应用而得到更为深入和细化的发

展。当前“智能键盘乐器”的发展逐渐趋向成熟，并快速受到市场热追，这一大趋势将在未来一段

时间进一步加强。“键盘乐器智能等级评价”标准的制定，将会避免目前不同程度的智能化键盘乐器

对市场造成概念不清、功能设置存有差异、参数参差不齐的混乱局面，有利于乐器产业发现自身差

距，从而结合企业的产品战略目标，寻求改进方案，提升智能键盘乐器制造水平及准确的市场定位。

同时，为指导生产、为键盘乐器智能化的能力与指数、政府采购招投标和引导消费等提供了具有指

导性、一致性的智能等级的评价依据。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本标准是对键盘乐器智能功能等级的评价的方法标准，不需要进行试验或验证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

随着科技的进步、互联网、物联网进一步的应用，智能键盘乐器产业及产品逐渐蓬勃发展，其

制作技术在我国已成熟，且生产稳定。作为新兴产业，在文化艺术、大众娱乐、音乐教育较传统乐

器有着“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自动化、交互性”的优势。近些年开始在市场中出现的“智能

键盘乐器”区别于传统乐器，其硬件具备连接能力，利用互联网可为用户提供在线音乐教学，交互

娱乐。随着互联网、物联网的发展和“智能键盘乐器”的普及、产量的增加、和其产品功能设置的

丰富，已开始在慢慢改变传统乐器的教学方式。越来越多的教育部门及培训机构与普通消费者开始

采用“智能化的键盘乐器”作为音乐教学设备和自娱自乐的工具。同时，从标准层面促进了键盘乐

器智能产品功能的提升，引导了消费，为引领我国乐器产业向着“智能化”方向有序的发展起到了

推动的作用。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测试国外样品、样机。

本标准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按乐器标准体系类属划分，键盘乐器分别从属弦鸣乐器类（钢琴）、电鸣乐器类（电子钢琴，电

子手风琴）、气鸣乐器类（手风琴），其共性均是通过键盘演奏乐曲，而这些产品装置了由计算机、

传感器、网络连接、通信、机电一体化装置、软件等技术并应用在键盘上，从而构成或实现了智能

化功能的特征。基于此，《键盘乐器智能功能等级评价》是跨类属标准，属“乐器”大类，为基础通

用标准。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乐器标准体系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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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个月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键盘乐器智能功能等级评价》团标制定工作组

2020 年 1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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