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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39334《机械产品制造过程数字化仿真》分为5个部分:
———第1部分:通用要求;
———第2部分:生产线规划和布局仿真要求;
———第3部分:装配车间物流仿真要求;
———第4部分:数控加工过程仿真要求;
———第5部分:典型工艺仿真要求。
本部分为GB/T39334的第5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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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部分由全国技术产品文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46)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

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骐骏软件有限公司、重庆智能机器人研究院、佛山华数机器人有限公司、武汉开目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潘海涛、辛明哲、陈杰、费久利、周永杰、程五四、郭建祥、熊浩云、邵晓东、庹奎、

杨林、陈万领、曾芬芳、穆骅、王航、郑君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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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产品制造过程数字化仿真
第5部分:典型工艺仿真要求

1 范围

GB/T39334的本部分规定了机械产品制造过程中机加工、装配、钣金、焊接、铸造、锻压、增材制造

等典型工艺仿真的一般要求、基本流程,以及仿真方案制定、仿真模型构建、仿真运行分析、结果评价与

优化的详细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机械产品制造过程中典型工艺仿真有关的应用、开发、服务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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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863—2008 机械制造工艺基本术语

GB/T35022—2018 增材制造 主要特性和测试方法 零件和粉末原材料

GB/T39334.1 机械产品制造过程数字化仿真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39334.4 机械产品制造过程数字化仿真 第4部分:数控加工过程仿真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4863—2008和GB/T39334.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一般要求

4.1 仿真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产品或零件制造工艺过程设计的可制造性、可装配性、有效性、准确性、制
造质量等。

4.2 仿真模型应保留工艺设备、工艺装备工作特性信息。

4.3 设备、工装、工具应能适应工序/工步作业内容要求。

4.4 虚拟操作者在作业过程中应具备合理的视角。

4.5 应依据产品或零部件制造工艺过程确定仿真目标,可以为独立工序工艺目标,也可以为多工序相

关联的工艺目标,依据各个工艺目标设计仿真算法,并使用工艺数据或生产数据驱动仿真分析。

4.6 仿真结果评价与优化工作可以反复迭代进行,直至获得合理的工艺过程设计结果。

5 基本流程

典型工艺仿真通常包括仿真方案制定、仿真模型构建、仿真运行分析、结果评价与优化4个阶段(见
图1),具体如下:

a) 仿真方案制定。应依据工艺方案、工艺路线、仿真目标、标准规范以及资料收集情况,如产品信

息、制造资源等信息制定验证工艺设计的工艺仿真方案。在仿真方案中,仿真平台搭建具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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