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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工业过程测量控制和自动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24)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国机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吴忠仪表有限责任公司、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有限公司、无锡职业技术学院、中国船舶

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六研究所、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北京和利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中国信息

通信研究院西部分院、中冶赛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青岛海尔工业智能研究院有限公司、江苏徐工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大学、华南理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罗克韦尔自动化

(中国)有限公司、三菱电机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菲尼克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贝加莱工业自动化

(中国)有限公司、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重庆盟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南京优倍自动化系统有限

公司、上海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陕西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
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航天智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广东汇兴精工智造股份有限公

司、毕恩吉商务信息系统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丁露、王成城、王春喜、宋宏、李歆、刘曙、陶铮、戴勇、钱晓忠、刘志刚、王骏、

郭琼、吴慧媛、华镕、戴霁明、杨应华、周晓毅、戎罡、孙强、潘学龙、倪建军、廖良闯、玄甲辉、任洪强、全新路、
张维杰、任涛林、李翌辉、赵洪武、陈长胜、张云华、范雨晓、黄振林、刘俊杰、陈菁、刘亚俊、何茂松、董健、
薛晓娜、宋华振、张庆军、王震、柴熠、王英、王嘉宁、许建全、于文涛、阎新华、何军红、许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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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数字化车间是运用精益生产、精益物流、可视化管理、标准化管理、绿色制造等先进的生产管控理论

和方法设计和建造的信息化车间,具有精细化管控能力,是实现智能化、柔性化、敏捷化的产品制造的基

础。数字化车间作为智能制造的核心单元,涉及信息技术、自动化技术、机械制造、物流管理等多个技术

领域。因此,统一的术语和通用的技术要求是我国实现数字化车间建设、完善智能制造标准体系所必备

的基础条件。
数字化车间标准体系由一系列标准构成,标准体系架构如图1所示。

图1 数字化车间标准体系架构

其中,第一栏为标准体系中的基础标准,本标准为基础标准;第二栏为方法标准,是第四栏技术支持

类标准在数字化车间环境中的映射,是数字化车间标准建设的重点;第三栏为应用标准,是基础标准和

方法标准在特定行业领域的应用,例如汽车制造、船舶、航空、轨道交通等;第四栏为支持标准,不是数字

化车间标准的重点工作内容,但对本标准体系中第二栏的方法标准起到支撑作用。
本标准主要用于离散制造领域数字化车间的新建、改建、验收和运营,对于流程工业领域也具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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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车间 通用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数字化车间的体系结构、基本要求、车间信息交互、基础层数字化要求、工艺设计数字

化要求、车间信息交互、制造运行管理数字化要求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指导离散制造领域数字化车间的规划、建设(新建或改建)、验收和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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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0720.3—2010 企业控制系统集成 第3部分:制造运行管理的活动模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控制图 controlchart
为检测过程、控制和减少过程变异,将样本统计量值序列以特定顺序描点绘出的图。
[GB/T3358.2—2010,定义2.3.1]

3.2
详细生产排产 detailedproductionscheduling
组织和构造生产现场作业计划的集合,并对单个或多个产品的相关生产顺序进行排序。

3.3
数字化车间 digitalfactory(digitalworkshop)
以生产对象所要求的工艺和设备为基础,以信息技术、自动化、测控技术等为手段,用数据连接车间

不同单元,对生产运行过程进行规划、管理、诊断和优化的实施单元。

  注:在本标准中,数字化车间仅包括生产规划、生产工艺、生产执行阶段,不包括产品设计、服务和支持等阶段。

3.4
紧急插单 emergencyorder
在按订单生产模式下,客户订单要求的交货期早于正常生产运行需要的提前期,使得产品不能按照

常规业务流程进行生产,而采取的特殊措施。生产过程中发生产品品质问题,返工返修、补废等导致不

能按期交货,也会引起紧急插单。

3.5
设备管理 equipmentmanagement
以设备为研究对象,追求设备综合效率,应用一系列理论、方法,通过一系列技术、经济、组织措施,

对设备的物质运动和价值运动进行全过程管理。
注1:前期管理:规划、设计、选型、购置、安装、验收。

注2:后期管理:使用、维护、维修等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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