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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企业模型是对企业不同方面及其之间关系的一种整体形象的描述,是企业用来存储关键数据、优化

生产过程及实现其管理目标的工具。
制造运作问题是工业企业的核心问题。制造执行系统(MES)对于实现企业业务系统与控制系统

集成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本标准通过描述流程企业 MES对象模型和活动模型,规范了流程企业

MES模型,降低 MES模型的复杂程度和实施风险、成本及差错。使得对 MES各个功能模块之间的支

撑更加容易,扩展和集成更加方便。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第1章范围;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第3章术语和定义;第4章对象模

型;第5章生产运作模型;第6章维护运作管理;第7章质量运作管理;第8章库存运作管理;3个资料

性附录。
附录A、附录B分别介绍了与 MES有关的模型、MESA定义的 MES体系结构。制造运作与企业

业务过程密切相关,制造运作的各业务过程之间,业务过程与控制过程之间,需要协调,业务过程对数据

的时间尺度有不同要求。有关这些的简要说明见附录A。制造执行管理可包括一个或一个以上运作的

部分或全部活动,以实现其功能,详见附录B。附录C提供了流程行业 MES解决方案参考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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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程 企 业 建 模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流程工业企业制造执行系统(ManufacturingExecutionSystem,MES)的各种模型定

义、建模方法等。
本标准适用于指导 MES软件产品的设计、开发、应用、相应的软件测试、实施及咨询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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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6642—2008 企业集成 企业建模框架

GB/T19892.1—2005 批控制 第1部分:模型和术语

GB/T20720.1—2006 企业控制系统集成 第1部分:模型和术语

GB/T20720.2—2006 企业控制系统集成 第2部分:对象模型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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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16642—2008、GB/T 19892.1—2005、GB/T 20720.1—2006、GB/T 20720.2—2006 和

GB/T20720.3—201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

GB/T 16642—2008、GB/T 19892.1—2005、GB/T 20720.1—2006、GB/T 20720.2—2006 和

GB/T20720.3—2010中的某些术语和定义。

3.1 
区域(领域) area
由场所确定的物理的、地理的或逻辑的组合。
注:它可包含过程段、过程单元以及生产线。

[GB/T19892.1—2005,定义3.3]

3.2 
可利用的产能 availablecapacity
可达到的生产能力部分,但不承诺用于目前或今后的生产。
[GB/T20720.1—2006,定义3.2]

3.3 
提单 billoflading
货物品的合同或收据,承运人同意将货物从一个地方运输到另一地方,然后送交给一位指定的人,

或根据合同所述条件给予赔偿。
[GB/T20720.1—2006,定义3.3]

3.4 
物料清单 billofmaterial
所有组装件、零件和/或生产一种产品所用物料的清单,包括制造一种产品所需要的每种物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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