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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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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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国家密码管理局(国家电子文件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北京圜晖科技有限公司、金航数

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长沙眸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达美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山大华天软件

有限公司、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家密码管理局、天津大学、北京数码大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福建福昕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航

空综合技术研究所、清华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华润数科控股有限公

司、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京国睿信维软件有限公司、中车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数科网维

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福昕鲲鹏(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友虹(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点聚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北京市煤气热力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北京神舟航天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工业和信息化

部电子第五研究所、河北省电子信息技术研究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中国船

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九研究所、中国融通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沈阳飞机

设计研究所、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二研究所、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
中核核信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中广核(上海)仿真技术有限公司、中国北方发动机研究所、中国兵

器工业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中国兵器工业第二〇二研究所、哈尔滨大电机研究所有限公司、中国核

动力研究设计院、中国兵器工业第二〇三研究所、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航天情报与

信息研究所、中国航天标准化研究所、航天材料及工艺研究所、鞍钢集团自动化有限公司、河北工业大

学、河北科技大学、国营芜湖机械厂、航天彩虹无人机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无线电计量测试研究所、中国

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中电信数智科技有限公司、广西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海南宝积科技有限公司、
航天科工集团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亚军、王志强、刘畅、夏宇翔、曾文、陈劲松、梅敬成、刘刚、雷建军、董建、林劼、
胡水兰、董鲁军、武斌、王木亮、李士才、杨雪峰、张静、吕艳静、温娜、李学常、党安荣、贾金原、李金波、
董坤磊、苏晓堃、王恒、朱阳阳、胥方涛、刘超、刘振波、耿建光、陈楷、姜妍、雷尧、杨洪鹏、孙永鑫、刘国庆、
梁俊义、刘丹、方俊、杨吉云、彭勃、王春虎、柴晓燕、韦第升、陈月、张芮、李建勋、李有、修非、张东、范增、
崔勇、石清珏、陶真、辜璐、米海波、程宇坤、魏强、顾斌、张军、史晶晶、林海峰、吕志风、施启乐、杨旭东、
朱萌、田笑强、许楠、李伟、于淼、刘铁成、黄均乐、宋嘉慧、王德营、王亚华、朱兴高、吴胜田、代永德、
魏城龙、申振阳、张整新、张腾跃、王俊峰、李聪、杨阳、徐浩然、马歆、邓艳、苏相琴、吴通、张亮、邱腾、
苏孺、周宇、谢刚、李林达、陈百红、王弢、金鹏、霍云亮、温德宏、刘冰、赵天、李奕、刘红涛、王俊、黄贇、
冯茜、刘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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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各行业数字化转型,三维模型已成为产品表达和数据传递的核心工具,模型及其承载的其他数

据统称三维产品数据。它不仅为设计制造信息提供了直观形象的展示方式,更有助于提升内容数据的

精确性。然而,设计和仿真的原生格式往往受限于特定的软件及其实现机制,格式复杂多变,基于这些

格式实现互操作面临极大的困难。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深化,对产品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和应用的需求

已不再局限于设计与仿真阶段,而是贯穿于生产、营销、运维直至销毁等多个环节,呈现出显著的跨行

业、跨领域、跨组织和跨平台特性,产品数据的互操作需求急剧地扩大了。为了化解这一矛盾,我们急需

一种统一的三维产品数据格式,它能够独立于任何特定软件,以确保产品表达的广泛通用性和内容数据

的高效互操作。
为此,本文件规定了一种以可视化和轻量化为基础内容的三维产品数据格式,具有以下特征:
●  高压缩率:只保留建模或仿真的结果数据,采用消冗、压缩等处理,转换后的文件大小(Size)较

原生格式大幅缩小;
●  支持运算:使用BRep模型存储几何和拓扑信息,更好支持算量、装配等应用需求;
●  高效读写:将产品数据按照不同类型分块存储并通过索引相关联,便于随机访问和高效运算;
●  高安全性:支持对数据访问权限的定义;
●  可扩展性:支持用户自定义数据。
该格式旨在支持从制造/建造、营销、运维到回收等多个阶段的产品数据重用,以全面满足从设计单

位、制造/施工企业、软件开发商、信息服务厂商到最终用户等不同角色在三维产品数据可视化和相关应

用上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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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产品数据可视化应用格式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三维产品数据的文件结构,以及场景、产品结构树、模型、网格、几何拓扑、基本体、属
性、材质、纹理、摄像机、灯光、标注、审阅、视图、动画、资源文件、安全控制、外部链接和用户自定义等对

象的数据格式。
本文件适用于以可视化、轻量化为主要目标的三维产品数据的转换、存储、交换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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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31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技术产品文件中表面结构的表示法

GB/T4457.4—2002 机械制图 图样画法 图线

GB/T13000 信息技术 通用多八位编码字符集(UCS)

GB18030 信息技术 中文编码字符集

GB/T24734.9 技术产品文件 数字化产品定义数据通则 第9部分:基准的应用

GB/T24734.10 技术产品文件 数字化产品定义数据通则 第10部分:几何公差的应用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产品 product
为满足某种需求而设计、制造或提供的物品。
[来源:GB/T16656.1—2008,3.2.19,有修改]

3.2 
产品数据 productdata
适合于人或计算机进行通信、解释或处理的,以形式化方法表达的有关产品的数据。
[来源:GB/T16656.1—2008,3.2.30,有修改]

3.3 
三维产品数据 threedimensionalproductdata;3Dproductdata
以三维模型为载体表达的产品数据。
注:包含产品结构(装配关系)、几何数据、零部件属性、材质、产品和制造信息等。

3.4 
模型 model
根据现状或规划设计,使用计算机技术按照一定规则形成、同研究对象具有相同或相近特征的一组

数据及其表现和交互形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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