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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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由全国自动化系统与集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59)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东南大学、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孙洁香、王茜、丁红宇、黎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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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迅速而全面地渗透到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信息化已成为世界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带动了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服务现代

化和文化传播事业的发展,为我国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战略性需

求的实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一般的信息化体系,主要由信息技术应用、信息资源、信息网络、信息

技术和产业、信息技术人才、信息化政策法规和标准规范六要素组成。信息化的六要素有着互相依存、
互相作用的关系,其中,信息化标准规范贯穿于六要素的始终,不管是信息技术应用、信息资源、信息网

络,还是信息技术和产业都要在相关标准的规范下,才能发挥最佳效果。这也证明信息化标准对于信息

化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标准化与信息化紧密相连、有机结合。标准化应走在信息化建设的前

面,至少保持同步,决不能滞后于信息化建设。
制造业信息化标准体系是按照信息化的多种技术和应用领域总结将相关标准进行科学合理的分类

和管理形成的有机整体。建立信息化标准体系可以保证信息化工程建设的管理者能够清楚、准确地掌

握已有标准和未来所制定标准,便于做出统一规划和要求;为广大的信息化工程项目的开发(工作)者和

用户了解所涉及的标准范围,以便于查询、统计、应用和检验。所以信息化标准体系的建立对于信息化

的实施和应用非常重要,它将成为制造业信息化标准体系工作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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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信息化标准体系结构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基于多种技术和应用领域标准进行科学合理分类和管理的制造业信息化标准体系

结构。
本标准适用于制造业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的开发和应用以及信息化系统集成,为各层次应用工程

实施提供标准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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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9659.1—2005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开放系统应用集成框架 第1部分:通用的参考

描述(ISO15745-1:2003,IDT)

3 术语和定义

GB/T19659.1—200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制造业 manufacture
对制造资源(物料、能源、设备、工具、资金、技术、信息和人力等),按照市场要求,通过制造过程,转

化为可供人们使用和利用的工业品与生活消费品的行业。

3.2
制造业信息化 manufactureinformation
制造企业信息化的简称。制造业信息化将信息技术、自动化技术、现代管理技术与制造技术相结

合,可以改善制造企业的经营、管理、产品开发和生产等各个环节,提高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和企业的创

新能力,降低消耗,带动产品设计方法和设计工具的创新、企业管理模式的创新、制造技术的创新以及企

业间协作关系的创新,从而实现产品设计制造和企业管理的信息化、生产过程控制的智能化、制造装备

的数控化以及咨询服务的网络化,全面提升我国制造业的竞争力。

3.3
应用集成 applicationintegration
一种由分立的应用实现分立的功能,但在各应用之间存在通信和数据传递的状态。
这种应用组合,具有增添、修改和删除各种处理功能等柔性而不引起对组合系统的破坏。
[GB/T18725—2008,定义3.19]

3.4
集成框架 integrationframework
为某给定应用域中的应用集成和生命周期信息共享提供一个通用环境模型的软件系统,它使应用

域内的各类应用进行信息集成、功能集成和过程集成。
1

GB/T31129—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