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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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0283《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制造应用解决方案的能力单元互操作》的第3部分。

GB/T40283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3部分:能力单元互操作性的验证和确认。
本文件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16300-3:2017《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制造应用解决方案的能力单

元互操作 第3部分:能力单元互操作性的验证和确认》。
与本文件中规范性引用的国际文件有一致性对应关系的我国文件如下:
———GB/T19902.1—2005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制造软件互操作性能力建规 第1部分:框

架(ISO16100-1:2002,IDT)
———GB/T19902.2—2005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制造软件互操作性能力建规 第2部分:建

规方法论(ISO16100-2:2003,IDT)
———GB/T19902.3—2006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制造软件互操作性能力建规 第3部分:接

口服务、协议及能力模板(ISO16100-3:2005,IDT)
———GB/T19902.6—2012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制造软件互操作性能力建规 第6部分:基

于多能力类结构进行专规匹配的接口服务和协议(ISO16100-6:2011,IDT)
———GB/T25000.10—2016 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 第10部

分:系统与软件质量模型(ISO/IEC25010:2011,I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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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有限公司、浙江中智达科技有限公司、浙江

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长江智能制造研究院有限责任

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苏宏业、黎晓东、李啸晨、王一钦、王海丹、侯卫峰、孙洁香、邵寒山、卢山、谢磊、

马龙华、许燕辉、刘新、潘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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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建立GB/T40283,需要采取多个步骤。初始步骤显示了使用软件能力配置文件启用了哪些互操

作性服务。后续步骤开发了提供这些互操作性服务的具体方法和机制。GB/T40283的最终输出是以

下文件:
———第1部分:应用需求能力单元互操作准则,规定一个框架,目的是根据一组 MSU提供的能力

描述自动化解决方案。该框架还将定义一组能力元素和组成规则,以根据企业应用程序的自

动化系统能力要求表示互操作性准则。
———第2部分:能力模板和软件单元分类,规定模板定义,目的是描述自动化解决方案的软件单元

的能力,该能力可以映射到目标制造应用的功能要求。还根据能力的属性指定了映射规则,用
于组成软件单元编目项的内容。

———第3部分:能力单元互操作性的验证和确认,规定验证关于应用需求和系统解决方案的能力

单元的互操作性的框架。
———第4部分:制造应用程序需求的能力单元评估,规定用于从软件单元编目中获取满足制造应用

要求的候选能力单元的搜索方法,并且将描述作为搜索结果的报告结构,目的是表明软件单元

编目中的候选项与制造应用要求的对应程度。

GB/T40283满足了制造软件的用户和供应商对工业自动化领域中软件互操作性的要求。
用户互操作性要求包括:
———通过组合不同来源的一组软件组件的能力集成自动化应用系统;
———在软件单元中替换另一个软件组件,以提供自动化应用系统所需的能力同等能力;
———将软件单元的能力从一个资源系统平台集成到另一平台;
———验证和确认软件单元满足自动化应用系统要求的能力。
供应商要求包括:
———表示由软件单元中使用的软件组件提供的能力集;
———验证软件组件能力是否是所需软件单元能力的一部分;
———根据软件在自动化应用系统中的互操作性能力对软件单元进行分类,以支持广泛的分布。

GB/T40283还解决了软件互操作性服务,其中包括:
———访问软件能力的描述以实现互操作性评估;
———使用搜索引擎自动搜索和定位候选软件单元和组件;
———表示运行在特定系统平台上的自动化应用程序的软件组件之间的依赖关系。
首先根据潜 在 功 能 定 义 软 件 能 力。然 后 将 其 表 示 为 有 关 软 件、能 力 和 能 力 的 事 实。开 发

GB/T19902系列标准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标准化的方法,以根据制造软件单元(MSU)能力概况描述制

造软件的能力。在GB/T19902中,软件组件包含在 MSU中。GB/T19902还提供了一种通过能力配

置文件将 MSU的能力作为信息交换的方式。软件能力分析是提供上述软件互操作性服务的基础。使

用GB/T19902并将其用作GB/T40283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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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制造应用解决方案的
能力单元互操作 第3部分:能力单元

互操作性的验证和确认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对具有一系列满足目标制造应用解决方案的功能性需求的能力的制造能力单元

(MCUs)互操作性进行验证和确认的框架。
本文件适用于验证和确认的框架对第1部分中互操作性准则的使用和执行步骤进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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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16100-1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制造软件互操作性能力建规 第1部分:框架(Industrial
automationsystemsandintegration—Manufacturingsoftwarecapabilityprofilingforinteroperability—

Part1:Framework)

ISO16100-2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制造软件互操作性能力建规 第2部分:建规方法论(In-
dustrialautomationsystemsandintegration—Manufacturingsoftwarecapabilityprofilingforinterop-
erability—Part2:Profilingmethodology)

ISO16100-3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制造软件互操作性能力建规 第3部分:接口服务、协议

及能力模板(Industrialautomationsystemsandintegration—Manufacturingsoftwarecapabilityprofi-
lingforinteroperability—Part3:Interfaceprotocolsandtemplates)

ISO16100-6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制造软件互操作性能力建规 第6部分:基于多能力类结

构进行专规匹配的接口服务和协议(Industrialautomationsystemsandintegration—Manufacturing
softwarecapabilityprofilingforinteroperability—Part6:Interfaceservicesandprotocolsformatching
profilesbasedonmultiplecapabilityclassstructures)

ISO/IEC25000 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 评 价(SQuaRE)SQuaRE 导 则

[Systemsandsoftwareengineering—SystemsandsoftwareQualityRequirementsandEvaluation
(SQuaRE)—GuidetoSQuaRE]

ISO/IEC25010 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 系统与软件质量模

型[Systemsandsoftwareengineering—SystemsandsoftwareQualityRequirementsandEvaluation
(SQuaRE)—Systemandsoftwarequalitymodels]

3 术语和定义

ISO16100-1、ISO16100-3、ISO16100-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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