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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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3201《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生产系统工程的标准化程序》的第2部分。

GB/T43201《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生产系统工程的标准化程序》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2部分:无缝衔接生产计划的参考过程;
———第3部分:生产计划过程中的信息流;
———第4部分:生产计划过程中的关键绩效指标;
———第5部分:制造变更管理。
本文件等同采用ISO18828-2:2016《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生产系统工程的标准化程序 第2

部分:无缝衔接生产计划的参考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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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自动化系统与集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59)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浙江大学、安徽华普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智昌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汇博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杭州新迪数字工程系统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凯硕精

密模具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爱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新泰隆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东莞市广正

模具塑胶有限公司、湖南先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鑫太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中山市铧禧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江苏金卫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昆山佰奥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知元创通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临沂临工智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宁波智讯联科科技有限公司、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华晟智能

自动化装备有限公司、上海美嘉林软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嘉成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顾复、刘守华、陶影海、甘中学、蒋振宇、谢传海、方云科、辛永光、张步跃、彭维、

顾新建、胡炎良、黄蒋才、杨超、陈斌、肖朝蓬、代风、马兴庆、陈凤华、杨青海、马莲琴、王俊石、金勇华、
冯浩然、张树房、胡海燕、陈益飞、李周、杨洁、朱逸武、王志强、洪岩、岳高峰、徐凯程、尹书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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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T43201《工业自动化系统和集成 生产系统工程的标准化程序》旨在为生产系统工程提供一

个标准化程序。GB/T43201定义了一个涉及生产过程、信息流、关键绩效指标和制造变更等方面的框

架。GB/T43201拟由以下5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概述。目的在于给出生产系统工程的标准化程序的总体框架,同时介绍了各部分之

间的关系。
———第2部分:无缝衔接生产计划的参考过程。目的在于给出一个参考计划过程,旨在建立对生产

准备的生命周期阶段的生产计划过程的一致理解。这个参考计划过程嵌入在产品设计过程和

生产过程之间。
———第3部分:生产计划过程中的信息流。目的在于给出生产计划中的主要信息流。这些信息流

来源于在参考计划过程的相关环境确定的过程步骤。信息流起源于参考计划过程。它们代表

了总体计划过程的一种面向信息的观点,同时考虑到计划领域和计划阶段。过程接口包括过

程阶段,即概念计划、概要计划和详细计划。
———第4部分:生产计划过程中的关键绩效指标。目的在于给出在生产计划阶段中对关键绩效指

标的使用情况。该部分描述的关键绩效指标主要涉及工程生产系统的计划过程的绩效跟踪。
其目的是改进规范生产过程中的质量监测。

———第5部分:制造变更管理。目的在于给出制造变更过程及其管理。在实践中,制造和组装产品

所需的产品系统同样会经历许多不同的变更。其中一些是专门为了提高生产系统的效率而计

划和实施的。制造变更管理的过程模型是该部分的主要内容。
本文件是GB/T43201《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生产系统工程的标准化程序》的第2部分,可单独

使用,也可与其他部分结合使用。
本文件描述了一个参考计划过程,旨在形成对生产准备生命周期阶段的生产计划过程的一致理

解,以解决设计与制造阶段之间的集成问题(见图1)。参考计划过程的主要应用领域是生产系统计

划,例如按库存生产或按订单装配生产。
针对制造领域的调研清楚表明,利用数字化计划工具来掌控产品和过程的复杂性,以应对持续的成

本和时间压力的情况已越来越多。当前的生产计划中正使用许多不同的IT工具。这些工具大多是用

于特定实例的独立解决手段。IT工具间的孤立应用阻碍了持续发展系统的一致性,且IT系统的异质

性和不兼容性阻碍了跨多阶段和跨多领域计划的开展。每个阶段缺乏清晰的架构将导致计划低效、过
程冗余、工作繁杂、转换失败和信息不完整等诸多问题出现。同时,计划结果的比较以及不同计划领域

间的信息传递会比较困难。由此可见,尽管有大量的IT工具以及文献中关于特定生产领域里各种过

程的描述,但目前明显缺乏通用标准。
注1:如需获取更多信息,见参考文献。

本文件所介绍的参考计划过程如图1所示。其处于产品设计过程和生产过程之间。图1描述了产

品生命周期的阶段顺序,始于概念阶段,然后是产品设计,直到制造的起点。它强调了生产计划参考过

程作为产品设计和制造本身之间关联的重要性。附录B给出了详细的可视化的计划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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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参考计划过程分类(定性描述)

为了实现计划的一致性和多过程的协调性,需要建立面向生产计划的参考过程模型。制造阶段内

的计划过程将被分析并组合,以优化每个过程活动的效率和透明度,从而识别组织、技术和概念上的障

碍,并通过适当的方法将其最小化或者完全消除。
为了在产品开发的多个阶段上集成IT系统,需要对生产计划中的过程进行规范化和标准化。
对于用户特定的适用性,将通过使用不同层级的详细信息来描述模型。如图1所示,参考计划过程

包括生产计划中的所有过程。图2描述的参考计划过程被视为一种嵌入式过程,该过程在产品生命周

期的初始阶段获取输入信息(例如ISO10303-242中提供的信息),并将诸如工作计划之类的信息发布

给后续过程(例如GB/T16656.238)。第4章给出了参考计划过程中所有过程的总体概述和详细说明。

图2 参考计划过程模型的集成场景

注2:关于工业数据的其他标准的进一步划分或可能的集成,参见参考文献,如产品数据(见GB/T16656.1)、部件

数据(见GB/T17645.1)、生产数据(见GB/T19114.1)和生命周期数据(见GB/T18975.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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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生产系统
工程的标准化程序 第2部分:无缝

衔接生产计划的参考过程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无缝衔接生产计划的参考计划过程。
注:在本文件中,“无缝衔接”是指在产品生命周期内同时考虑多个计划(相关计划领域),如图1和图B.1所示。

所讨论的参考过程的范围集中在生产系统的计划,如按库存生产或按订单装配的生产。对过程活

动的分析仅限于生产计划内的活动。本文件的范围包括以下内容:
———参考计划过程的总体概述;
———过程模型的基本原理;
———在生产计划的参考计划过程中确定的各层级的描述;
———每个计划领域内的活动结构和关系;
———跨领域活动的关联关系。
本文件的范围不包括以下内容:
———物料需求计划/制造资源计划;
———生产订单控制;
———生产过程;
———产品设计的早期阶段;
———订单管理、库存管理、采购、运输、仓储;
———生产设施规划/制造设施规划(物理工厂和设备),包括与制造过程不直接相关的任何种类的

资源;
———价值链(入库、运营管理、出库、营销和销售);
———资源可视化;
———过程仿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容器概念 containerconcept
明确选择运输容器,例如吸塑包装、格子工件箱或小部件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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