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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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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是GB/T43441《信息技术 数字孪生》的第1部分。GB/T43441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通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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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华东分院、金航数码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电子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安世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邮电大学、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三一重机有限公司、阿里巴巴(北京)软件服务有限公

司、北京五一视界数字孪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宽带技术及应用

工程研究中心、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江苏金陵智造研究院有限公司、网思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东软集团、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苏芯物联技术(南京)有限公司、上海集成通信

设备有限公司、上海天臣微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格比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

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中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研究院、特斯联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深圳工业总会、无锡物联网创新中心有限公司、武汉工学智联科技有限公司、西安航天自动化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研究中心管理工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中国

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晶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巨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风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无锡物联网产业研究院、西安前沿动力软件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清华大学、上海逸迅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北京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亚信科技

(中国)有限公司、中汽研汽车工业工程(天津)有限公司、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卡奥斯工业智能

研究院(青岛)有限公司、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北自所(北京)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维拓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宁夏巨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西南石油大学、喀什地区电子信息产业技术研究院、鹏城实验

室、山东省人工智能研究院、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元匠科技有限公

司、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第六研究所、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世冠金洋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众芯汉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中数链(上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贵阳险峰机床有限责任

公司、新疆丝路六合电气科技有限公司、苏州精控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慧程智能系统有限公司、上海

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海克斯康制造智能技术(青岛)有限公司、北京计算机技术及应用研究所、
江苏南高智能装备创新中心有限公司、深圳市轴心自控技术有限公司、南方电网储能股份有限公司、国
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科学技术研究总院分公司、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易(杭州)
网络有限公司、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云南昆船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深圳华龙讯达信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苏州火星视觉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郭楠、胡琳、韩丽、贾仕齐、张晖、郎俊奇、张晓梅、李晓瑜、路松峰、李洁珊、杨旭、

黄旭炜、李建慧、卢阳光、于小博、李竹青、陶飞、胡成林、陈志漫、宁岩、张红旗、何益超、李英杰、赵赫、
周俊杰、李波、付根利、周立雄、曹义军、陈孝信、曾涛、孙琳、杨钰、黄永衡、段海波、董接莲、蒋志超、杨会甲、
夏明、朱磊基、张惟皎、沈杰、汤伟、周欢、吴明娟、李建东、倪宏玉、陈彩莲、史治国、李家京、戚庆林、郭建超、
包伟伟、李伟、盛国军、李振轩、王勇、丁亮、李志博、郑德生、尚小磊、杨旸、舒明雷、邵伟翔、陈建成、卢明静、
李永韬、刘思杨、姜洪朝、白莹杰、孙昊婧、曹世鹏、周凯、刘浩波、姚荣斌、王中照、冯立、荣辉、郝健、
公茂震、夏志杰、王本正、钟建栩、曾青华、徐全勇、肖珏、路直、郭磊、门峰、盖健楠、侯杰、陈超、沈超、
龙小昂、印刚、高泽文、张建奇、申志伟、李春光、张康明、周悦平、章军辉、隋占疆、冯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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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数字孪生是具有数据连接的特定目标实体的数字化表达,该数据连接可以保证物理状态和虚拟状

态之间以适当的速率和精度进行同步。由于数字孪生具备虚实融合与实时交互、迭代运行与优化,以及

全要素/全流程/全业务数据驱动等特点,目前已被广泛应用到制造、城市、农业、能源、建筑等多个领域。
数字孪生技术可帮助工厂管理者实现对工厂生产资源计划、过程管控指令的模拟和优化,以改善工厂设

计、建设和再造阶段的决策方案,并提升工厂经营阶段的产出效益;可帮助城市管理者推进数字城市与

现实城市同步规划与同步建设,实现城市规建管运全生命期管理与治理模式创新;可帮助农业生产者进

行生产作业的监控和优化,对于农业机械装备可进行预测性诊断;可帮助能源管理者实现对能源生产和

传输过程的可视化监控和管理,进行故障分析和远程运维等;可帮助建筑建设者推进建筑规划、设计、施
工、运营一体化管控,实现建筑空间、健康、安全、绿色节能、预测维护、安全等智能化管理应用;可帮助医

生对患者病情进行实时监控,提供个性化的医疗方案,对医疗资源进行动态优化等。面对数字孪生在多

种场景中的广泛应用需求,开展数字孪生标准化工作显得尤为重要。GB/T43441旨在规定数字孪生

的参考架构、数字实体构建、信息交互、数字化资产分类与管理等,拟由四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通用要求。目的在于规定数字孪生的参考架构、基本要求、功能要求以及安全要求。
———第2部分:数字实体。目的在于规范数字实体的架构、建模、管理和应用要求。
———第3部分:信息交互。目的在于规范信息交互功能架构、接口、数据结构和功能要求。
———第4部分:数字资产分类与管理要求。目的在于规定数字孪生过程中产生的数字化资产分类

及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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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 数字孪生
第1部分:通用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数字孪生的参考架构、基本要求、功能要求以及安全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数字孪生有关系统或产品的开发、应用与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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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2239—201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35273—2020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实体 entity
具体或抽象的事物,包括这些事物之间的关联。

3.2
目标实体 targetentity
现实世界被选中进行数字化映射的实体。

3.3
数字实体 digitalentity
目标实体的数字化映射。

3.4
数字孪生 digitaltwin
具有保证物理状态和虚拟状态之间以适当速率和精度同步的数据连接的特定目标实体的数字化

表达。
3.5

数字孪生系统 digitaltwinsystem
基于数据驱动来实现目标实体与数字实体间各要素动态迭代的系统。

  注:数字孪生系统由目标实体、数字实体、两者之间的数据连接以及数据连接过程中涉及的模型、数据和接口等要

素组成。

3.6
数字资产 digitalasset
仅以数字形式存在的资产,或资产的数字表示。
[来源:ISO22739:202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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