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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32854《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制造系统先进控制与优化软件集成》分为4个部分:
———第1部分:总述、概念及术语;
———第2部分:架构和功能;
———第3部分:活动模型和工作流;
———第4部分:信息交互和使用。
本部分为GB/T32854的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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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自动化系统与集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59)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浙江大学智能系统与控制研究所、浙江中控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北京机械工业自

动化研究所、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苏宏业、黎晓东、张艳辉、邵寒山、李啸晨、谢磊、王海丹、马龙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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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制造系统先进控制与优化软件集成

第2部分:架构和功能

1 范围

GB/T32854的本部分规定了先进控制与优化系统的架构以及系统内部和外部的架构关系,并详

细规定了系统内部软测量模块、优化模块、先进控制模块、性能评估模块和运行平台的架构、组成和功能

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企业制造系统先进控制与优化领域的软件集成问题。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辅助设计 aideddesign
利用已知的数据、经验或规则,协助用户进行设计。

2.2
外部架构 externalframework
系统与其外部组件之间的架构关系。

2.3
内部架构 internalframework
系统内部各个模块之间的架构关系。

2.4
关键性能指标 keyperformanceindicator
系统或组件的一些关键部分性能的衡量。

  注1:KPIs的选定主要依据任务、运行计划和改进程序的特定准则。

  注2:本部分涉及的KPIs位于GB/T20720.1和GB/T20720.3中定义的第2层和第3层。

  注3:改写ISO22400-1:2014,定义2.1.5。

2.5
实验室校正 laboratorycorrection
运用实验室检测数据,对软测量输出结果进行调整,实现系统偏差的偏移校正。

2.6
先验知识 priorknowledge
无需经验或先于经验获得的知识。
示例:机理模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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