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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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1304《知识管理方法和工具》的第2部分。GB/T41304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工艺知识管理;
———第2部分:设计理性知识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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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知识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54)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行之知识产权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开

发区知识产权协会、湖北三环锻造有限公司、湖北省标准化与质量研究院、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中科

标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继红、岳高峰、侯永柱、焦慧敏、裴飞、王双、王淑敏、宋辉、赖洪川、赵海涛、

金春华、李连升、张弢、郑继贵、周江、魏晓楠、鲁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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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当代社会正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是企业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近年来,我国制造业企业

面临更为严峻的国内外市场竞争环境,生产效率低,能源和资源消耗高,产品附加值低,缺乏有效的产品

创新研发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我国的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只有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

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才能摆脱当前困境。为此,我国提出了中国

制造2025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导和促进企业的改造、转型和升级。知识含量、研发设计、产品

附加值将成为三个转变的关键要素。
研发设计是知识和创新密集性的活动。研发设计是知识创造的重要环节,也是知识获取、应用的重

要领域。设计是一种从设计需求出发,利用设计人员的知识和经验,在设计标准、制造工艺、成本预算等

的约束下,朝着设计目标不断进行权衡、决策的迭代演进过程。在设计过程中的关键节点,设计人员会

反复斟酌思考,也会组织设计团队进行技术研讨,征求相关方的意见或建议,从而产生多种设计方案。
进而通过决策选择确定恰当的一种解决方案,作为下一阶段设计进一步研究的对象问题。设计思考与

决策过程以及相关方的意见,无论赞成或反对意见,以及相关意见的理由或依据都应作为设计理性知识

予以记录,具有重要的价值。
与设计对象知识描述设计对象是什么不同,设计理性知识解释设计思考以及设计结果为什么如此。

蕴含在设计过程中和设计结果背后的设计理性知识,解释了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做了哪些设计决策,设
计决策的标准和依据是什么,还有哪些备选设计方案,做了哪些权衡。设计理性知识是研发设计过程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关键知识,既是协同设计的基础,也是设计与制造、产品维护、售后支持等不同

阶段进行协同的基础。但是,由于设计理性知识伴随较完整的设计过程,难以获取,其获取还会增加设

计人员的工作量,一直以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设计理性知识通常蕴含在设计人员的头脑中,也可能非正式地记录在个人设计人员的设计笔记中,

或记录在设计说明书、产品档案等设计文档中。设计人员头脑中的隐性设计理性知识会随着设计人员

的流动、离职、退休等而流失。而现有的设计档案、设计说明书往往并没有有意识、正式地突出设计理性

知识内容,特别对设计的决策过程、设计备选方案权衡、各方意见等没有相应的要求。总之,设计理性知

识实际上并没有被记录并管理起来。
此外,获取和表达设计理性知识是隐性设计知识的显性化过程,设计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至关重

要。设计理性知识的获取、存储和分享,有助于协同创新,知识重用。同时,对于流动人员高的行业或者

企业来说,也是一种重要的知识保护的措施。可以有效避免或者减少,由于设计人员的离职、退休等原

因造成的其他后来的设计人员看不懂以往的设计,对以前的设计知识更不知道如何修改甚至能不能改

的情况。
知识管理方法和工具旨在确立知识的获取、存储、共享、应用的准则,GB/T41304拟由两部分

构成。
———第1部分:工艺知识管理,目的在于确立工艺知识的概念、边界和范围、工艺知识的分类及

表达。
———第2部分:设计理性知识建模,目的在于确立设计理性知识建模的通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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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管理方法和工具
第2部分:设计理性知识建模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设计理性知识建模的通用方法和设计理性知识元数据。
本文件适用于产品研发、生产制造、运维服务等环节的设计理性知识的获取、存储、共享和使用,也

适用于设计理性知识系统开发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设计理性知识 designrationaleknowledge
关于产品设计背后的原理、原因、论证过程的知识,描述设计背后的逻辑。
注1:产品泛指广义的产品,涵盖软件、硬件、服务、离散型和流程性产品等;涵盖成品和半产品。

注2:通常,设计理性知识包含与设计决策相关的设计理由、设计约束、决策依据或相关标准、其他设计方案、方案论

证等相关信息。

注3:设计理性知识,构造设计方法论背后的隐含逻辑。[ISO10303-55:2005,(3.6.1)]

3.2
元数据 metadata
关于数据的数据。
[来源:GB/T19710—2005,4.5]

3.3
元数据元素 metadataelement
数据元

元数据的基本单元。
[来源:GB/T19710—2005,定义4.6,有修改]

3.4
元数据实体 metadataentity
一组说明数据相同特性的元数据元素。
注:可以包括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元数据实体。

[来源:GB/T19710—2005,定义4.7]

3.5
问题 issue
产品设计中遇到的难点、关键点,是产品设计相关方共同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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