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35.100.10
CCSL66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GB/T42024—2022

智能制造
基于OID的异构系统互操作功能要求

Intelligentmanufacturing—
InteroperabilityfunctionrequirementsofheterogeneoussystembasedonOID

 

2022-10-12发布 2022-10-12实施

国 家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国 家 标 准 化 管 理 委 员 会

发 布



目  次

前言 Ⅰ…………………………………………………………………………………………………………

1 范围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1…………………………………………………………………………………………

3 术语和定义 1………………………………………………………………………………………………

4 缩略语 1……………………………………………………………………………………………………

5 总则 2………………………………………………………………………………………………………

6 互操作要求 3………………………………………………………………………………………………

 6.1 异构对接系统互操作要求 3…………………………………………………………………………

 6.2 异构互连适配器互操作要求 4………………………………………………………………………

 6.3 异构系统互操作服务平台互操作要求 5……………………………………………………………

GB/T42024—2022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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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林健、高峰、游世林、张旭、王典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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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
基于OID的异构系统互操作功能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从异构对接系统、异构互连适配器和异构系统互操作服务平台等方面规定了智能制造领域

基于OID的异构系统的互操作功能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在智能制造领域实现基于OID的异构系统的互操作,包括通过国家根 OID标识解

析系统实现与其他标识解析系统之间的互操作,和/或实现本行业内OID应用系统的互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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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6231—2017 信息技术 开放对象互连 对象标识符(OID)的国家编号体系和操作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对象标识符 objectidentifier
与对象相关联的、用来无歧义地标识对象的全局唯一的值,可保证对象在通信或信息处理中正确地

定位和管理。

3.2
互操作服务平台 interoperabilityserviceplatform
实现异构信息系统之间互操作的公共服务平台。

3.3
基于OID的异构系统 heterogeneoussystembasedonOID
使用对象标识符来定义各类对象、存在互操作需求的不同结构的信息系统。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APP:应用程序(application)

DNS:域名系统(domainnamesystem)

IP:互联网协议(internetprotocol)

Json:JavaScript对象记法(javascriptobjectnotation)

OID:对象标识符(objectidentifier)

OID-IP:OID互联网协议(OIDinternetproto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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