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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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9769的第1部分。GB/T19769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GB/T19769.1 功能块  第1部分:结构;
———GB/T19769.2 功能块  第2部分:软件工具要求;
———GB/T19769.3 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系统用功能块  第3部分:指导信息;
———GB/T19769.4 功能块 第4部分:一致性行规的规则。
本文件代替GB/T19769.1—2015《功能块 第1部分:结构》,与GB/T19769.1—2015相比,除结

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注1为正文“本文件并不限制或指定IPMCS或它们的系统元素的功能,除非某个功能要

用到本文件定义的元素来表示。IEC61499-4陈述了本文件所定义元素可能受到一致性系

统、子系统和设备的功能限制的程度。”(见第1章,2015年版的第1章);
———删除了术语“访问路径”“配置(可编程控制系统)”;增加了“交叉结算”“服务序列图”和“临时变

量”等术语(见第3章,2015年版的第3章);
———更改注3为正文“通信链接可以直接和设备相连,也可以和具体资源类型(“通信资源”)的一个

实例相连。根据资源类型的不同,其上的分布式应用程序有的可以被映射,有的则不可以。”
(见4.2,2015年版的4.2);

———删除了“获得传统调度功能的方法,如功能块网络的周期执行,在GB/T19769.3第3章中描

述。”(见2015年版的4.3);
———增加了“通过相关资源的附加功能,可以访问功能块实例的内部变量和状态信息。”(见4.5.1);
———更改注1为正文“其他功能块实例或者相同功能块实例的事件输出来作为事件输入的事件。

这些事件输出是由上述的执行控制产生的,或者是由“通信映射”“过程映射”“调度”和资源的

其他功能能力产生的。”;将 “通常情况(包含以上情况)下的功能块执行控制规范的标准化要

求在本文件的第5章中定义。”更改为“功能块类型图形表示的具体要求见5.2.1.1。”;删除了

“本文件的使用者应当意识到如果这些要求不能满足,算法执行的结果是不可预测的。”
(见4.5.3,2015年版的4.5.3);

———“EI变量”更改为“事件输入”,“EO变量”更改为“事件输出”(见图9,2015年版的图9);
———删除了2015年版的5.2.1.3和5.2.1.4,增加了5.2.2.3和5.2.2.4(见5.2,2015年版的5.2);
———更改了5.2.2.4中关于 EC转换的内容和对图11中符号的解释(见5.2.2.4,2015年版的

5.2.2.4);
———将图12和表1从5.2.2.2中移动到了5.2.2.4中,并更改了表1中ECC状态机状态转变t1,t2,

t3 的条件;将表1脚注a中的“转换功能被事件输入上一个事件的产生所激活。”更改为“源应

确保在任何给定的时刻都不会触发一个以上的输入事件。”;在表1脚注b后新增了“(或等效

功能)”;将表1脚注c进行了更改和补充(见5.2.2.4,2015年版的5.2.2.2);
———增加了“或由软件工具提供在实施阶段消除冗余采样的方法”[见5.3.1e)];
———将“服务由两个或多个服务接口功能块表示的情况下,应使用ISO/IEC10731中图4和图5的

表示法,如E.2中的描述。”更改为“服务由两个或多个服务接口功能块表示的情况下,则可以

使用E.2.2和E.2.3中所示的符号。”[见6.1.3c),2015年版的6.1.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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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语义为“重置指定对象”的RESET命令(见表6);
———删除了access相关的创建、删除和查询命令语法对应项;增加了重置命令语法项;删除了对

access相关命令的说明(见表8,2015年版的表8);
———增加了运行状态转换的条件(见图24);
———删除了“可在资源类型实例中存在的数据连接和事件连接的最大数量”和“在每一资源类型实

例中始终存在的任何访问路径。”,并将“在每一资源类型实例中始终存在的任何数据连接和事

件连接”更改为“在每一资源类型实例中始终存在的任何数据连接、适配器连接和事件连接”
(见7.2.1,2015年版的7.2.1);

———增加了段类型的功能性规范(见7.2.3);
———更改了“资源配置遵循以下规则”以后的内容(见7.3.3,2015年版的7.3.3);
———增加了“或者网段参数的声明值与7.2.3中定义的网段类型的声明(如果有)不一致”

(见7.3.4);
———更改了表A.1中编号为3、4、5、6、11、12、18的表项中“ECC/算法/服务序列”处的图片(见

表A.1,2015年版的表A.1);
———表A.1中编号为11的文字说明处将EI事件更改为START事件(见表 A.1,2015年版的

表A.1);
———表A.1中编号为12的文字说明处将EI事件更改为START事件,将EO2更改为EO1(见

表A.1,2015年版的表A.1);
———更改了字符集所在位置(见B.1,2015年版的B.1);
———更改了B.2.1、B.2.2、B.3、B.5、B.7语法部分的内容(见附录B,2015年版的附录B);
———增加了“下面定义的语法应用于将ISO/IEC8824-1:2008中定义的标签分配给本附录和附录E

中定义的派生数据类型。如ISO/IEC8824-1:2008中定义的,应使用类标签应用程序和专用程

序,但仅用于上下文特定标记的类型除外。”(见B.6);
———增加了SubapplicationTypeDeclaration类的表项(见表C.2);
———增 加 了 AdapterConnectionDeclaration、AdapterTypeDeclaration、PlugDeclaration、Socket-

Declaration等4个类的表项(见表C.3);
———增加了AdapterConnectionDeclaration元素(见图C.4);
———图C.5分为了图C.5a)组成和图C.5b)类继承,同时“组成”部分增加了PlugDeclaration、

SocketDeclaration,“类继承”部分删除了ServiceDeclaration(见图C.5,2015年版的图C.5);
———增加了 “下标值无效”和“数组大小错误”两款语义(见表D.1);
———增加了“前缀F_代替FB_可以可选地用于简单功能块类型,这些类型是IEC61131-3函数转换

的结果”(见D.2);
———增加了与可编程控制器的交互过程(见D.6);
———增加了“使用了ISO/IEC8825-1中定义的规则”(见E.3.1);
———更改了ASN.1MODULE的内容(见E.3.2,2015年版的E.3.2);
———增加了阵列元件的编码规定[见E.3.3.2f)];
———更改了规范语法(见附录F,2015年版的附录F)。
本文件等同采用IEC61499-1:2012《功能块 第1部分:结构》。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改动:
———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删除了未被规范性引用的IEC61131-1,将其放入了参考文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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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全国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24)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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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T19769由以下部分组成。
———GB/T19769.1,包含以下内容:

● 通用要求,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定义和参考模型;
● 声明功能块类型的规则和该类型实例行为的规则;
● 在配置分布式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系统(IPMCS)中,功能块的使用规则;
● 在满足分布式IPMCS的通信要求中,功能块的使用规则;
● 在分布式IPMCS中,对应用、资源和设备进行管理时,功能块的使用规则。

———GB/T19769.2,定义了支持以下系统工程任务的软件工具要求:
● 功能块类型的规范;
● 资源类型和设备类型的功能规范;
● 分布式IPMCS的规范、分析和验证;
● 分布式IPMCS的配置、实现、操作和维护;
● 软件工具之间的信息交互。

———GB/T19769.3,目的是促进理解和接收,促进IPMCS结构的通用的和领域特定的应用性,促
进软件工具满足其他部分的需求,通过提供:
● 关于GB/T19769(所有部分)的常见问题解答;
● 使用GB/T19769.1解决控制和自动化工程中常遇到的问题的示例。
该部分采标的IEC标准已撤销,但后续IEC版本可能会在未来更新,因此该部分将随IEC版

本更新而修订。
———GB/T19769.4,指定了被实现的 GB/T19769.1和 GB/T19769.2的特点,以便推广基于

GB/T19769的系统、设备和软件工具的以下属性:
● 多个供应商提供的设备的互操作性;
● 多个供应商提供的软件工具之间的可移植性;
● 多个供应商软件对不同厂家设备的可配置性。

Ⅷ

GB/T19769.1—2022/IEC61499-1:2012



功能块 第1部分:结构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分布式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系统(IndustrialProcessMeasurementandControl

System,IPMCS)的通用结构,并且给出了功能块的使用指南。按照可实现的参考模型、文本语法和图

示的表示法来给出这一结构。这些模型、表示法和语法适用于:
● 功能块类型的规范和标准化;
● 系统元素的功能性规范和标准化;
● 与实现无关的分布式IPMCS的规范、分析和验证;
● 分布式IPMCS的配置、实现、操作和维护;
● 实现上述功能的软件工具间的信息交换。

本文件并不限制或指定IPMCS或它们的系统元素的功能,除非某个功能要用到本文件定义的元

素来表示。IEC61499-4陈述了本文件所定义元素可能受到一致性系统、子系统和设备的功能限制的

程度。

本文件的目的之一是为在其他支持系统生命周期的标准中使用功能块提供参考模型。系统生命周

期包括系统规划、设计、实现、验证、运行和维护。本文件所给出的模型是通用的,与行业领域无关,并可

扩展到其他标准、特定应用或应用领域中的功能块定义和使用。其目的是按照本文件给出的规则,制定

出简洁、可实现、明确和一致的规范。
注1:单靠本文件提供的规则并不足以保证不同设备生产商设备之间的互操作性。符合本文件的其他标准可规定

其他条款来保证这种互操作性。

注2:遵从本文件的其他标准可规定附加条款来提高系统、设备、资源和应用管理功能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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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9387.1—1998 信息技术 开放系统互连 基本参考模型 第1部分:基本模型(idtISO/

IEC7498-1:1994)

GB/T13000—2010 信息技术 通用多八位编码字符集(UCS)(ISO/IEC10646:2003,IDT)

ISO/IEC8824-1:2008 信 息 技 术 抽 象 语 法 记 法(ASN.1):基 本 记 法 规 范[Information

technology—AbstractSyntaxNotationOne(ASN.1):Specificationofbasicnotation]
注:GB/T16262.1—2006 信息技术 抽象语法记法一(ASN.1) 第1部分:基本记法规范(ISO/IEC8824-1:

2002,IDT)

IEC61131-3:2003 可编程序控制器 第3部分:编程语言(Programmablecontrollers—Part3:

Programminglanguages)
注:GB/T15969.3—2017 可编程序控制器 第3部分:编程语言(IEC61131-3:2013,I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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