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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模块化设计 通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模块化设计的术语,模块化设计的目的、原则、方法,模块化设

计流程和文档管理。
本标准适用于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模块化设计(简称为模块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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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模块 module
可组合成产品或系统的(系统可划分的)、具有某种确定功能和规范接口结构的、典型的通用独立

单元。
注1:模块应具有如下特点:具有相对独立的功能;通过组合可完成特定的功能用途;具有标准化的接口,可实现“独

立地设计和生产”等。
注2:模块分类参见附录A。

3.2
模块实体 moduleentity
根据模块功能设计的实际物件。模块实体既可以是结构功能实体(如机械结构),也可以是软件功

能实体(如功能电路),或者是二者的组合。
注:同一模块可对应多个模块实体,并实现相同的功能,具有相同的接口规则,但在性能上有所差异。

3.3
模块接口 moduleinterface
发生关联的模块之间彼此对接交互并通过它彼此作用的部分(以下简称接口)。接口包含物理接

口、逻辑接口等形式。
注:模块接口分类参见附录B。

3.4
模块化设计 modulardesign
根据一定范围内的市场需求和技术需求,通过功能分析划分模块并设计模块实体,再由模块实体的

组合开发单个产品或系列产品的设计方法。
3.5

优选库 optimizationlibrary
在满足模块特定功能的同时,为控制零部件种类而建立的具有标准化接口的模块实体集合。
注:优选库中的模块实体应具体优越的性能、合理的成本、便捷的工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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