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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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0720的第3部分。GB/T20720《企业控制系统集成》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模型和术语;
———第2部分:企业控制系统集成的对象和属性;
———第3部分:制造运行管理的活动模型;
———第4部分:制造运行管理集成的对象模型属性;
———第5部分:业务与制造间事务。
本文件代替GB/T20720.3—2010《企业控制系统集成 第3部分:制造运行管理活动模型》,与

GB/T20720.3—2010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删除了“制造运行管理”(见2010年版的4.1);

b) 删除了“功能层次”(见2010年版的4.2);

c) 删除了“第4层以下活动的定义准则”(见2010年版的4.4);

d) 删除了“生产信息的分类”(见2010年版的4.5);

e) 删除了“制造运行信息”(见2010年版的4.6);

f) 删除了“设备层次模型的扩展”(见2010年版的5.3);

g) 删除了“决策层次模型的扩展”(见2010年版的5.4);

h) 更改了数据名称以匹配GB/T20720.4名称。所有图片和文本中的名称都进行了修改。以下

数据名称已更改或增加:

1) 详细生产调度更改为工作调度;

2) 生产分派列表更改为作业列表;

3) 生产工作订单更改为作业订单;

4) 工作订单更改为作业订单;

5) 详细维护调度更改为工作调度;

6) 详细库存调度更改为工作调度;

7) 增加工作母版作为定义工作方式的对象;

8) 将工作日历管理增加为资源管理任务;

9) 增加创建工作记录作为追踪任务。
本文件等同采用IEC62264-3:2016《企业控制系统集成 第3部分:制造运行管理活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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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自动化系统与集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59)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有限公司、机械科学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大

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海丹、姜江、黎晓东、苏宏业、邬惠峰、赵建勇、陈佰平、赵纯。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0年首次发布为GB/T20720.3—2010;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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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对企业安全生产、精益生产和生产质量日益提高的要求使得智能工厂成为现代制造业企业应对激

烈市场竞争的必然选择。智能工厂的核心支撑技术是企业系统和控制系统的集成,这需要制造执行系

统(MES)及其相关系统具备定义清晰且复杂程度与生产活动相匹配的结构。

GB/T20720统一了 MES系统集成的术语、信息对象模型及其数据结构、活动对象模型。西门子

和GE所开发的 MES系统,从架构设计到应用模块均参照该系列标准,从根本上满足了企业管理控制

系统集成的需要。关于这些模型在一般行业的应用性和关系性,见附录C。

GB/T20720由五部分构成。
———第1部分:模型和术语。阐明企业业务系统及制造控制系统的相关功能和能够进行正常信息

交换的领域。
———第2部分:企业控制系统集成的对象和属性。这些对象和属性的定义用于控制系统与企业系

统的集成,改进所有参与方之间的沟通。
———第3部分:制造运行管理的活动模型。活动模型的建立降低与使用企业系统和制造运行系统

相关的风险、成本和错误,以使它们进行互操作以及更易集成。还可用于降低新产品上线时的

工作量。
———第4部分:制造运行管理集成的对象模型属性。对运行管理活动的对象建立的标准术语和统

一的概念和模型可使制造运行管理系统能够互操作及易集成。
———第5部分:业务与制造间事务。集中说明了企业控制系统集成中的接口问题,确定事务交换工

作需求的水平。
第2部分~第5部分对第1部分中所描述的对象模型的不同层次及其之间的定义、模型和数据流

进行了阐述,说明了第1部分所描述的信息交换是如何以一种鲁棒的、安全的、有成本效益的方式被交

换的,保证了整个系统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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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控制系统集成
第3部分:制造运行管理的活动模型

1 范围

本文件定义了能够实现企业系统与控制系统集成的制造运行管理活动模型。本文件中所定义的活

动与IEC62264-1给出的对象模型的定义相一致。模型化的活动运行于业务计划与物流功能之间,其
分别应定义为第4层功能和IEC62264-1中应定义为第2层功能的过程控制功能。本文件的范围局

限于:
———与制造运行管理有关的活动模型,第3层功能;
———识别第3层活动之间的部分数据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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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C62264-1 企 业 控 制 系 统 集 成  第 1 部 分:模 型 和 术 语 (Enterprise-controlsystem
integration—Part1:Modelsandterminology)

注:GB/T20720.1—2019企业控制系统集成 第1部分:模型和术语(IEC62264-1:2013,IDT)

IEC62264-2 企业控制系统集成 第2部分:企业控制系统集成的对象和属性(Enterprise-
controlsystemintegration—Part2:Objectandattributesforenterprise-controlsystemintegration)

注:GB/T20720.2—2020企业控制系统集成 第2部分:企业控制系统集成的对象和属性(IEC62264-2:2013,IDT)

ISO22400-1 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制造运行管理的关键绩效指标(KPI) 第1部分:概述、概念和

术语[Automationsystemsandintegration—Keyperformanceindicators(KPIs)formanufacturingop-
erationsmanagement—Part1:Overview,conceptsandterminology]

注:GB/T34044.1—2019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制造运行管理的关键性能指标 第1部分:总述、概念和术语 
(ISO22400-1:2014,IDT)

ISO22400-2 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制造运行管理的关键绩效指标(KPI) 第2部分:定义和描述

[Automation systemsandintegration—Key performanceindicators(KPIs)for manufacturing
operationsmanagement—Part2:Definitionsanddescriptions]

注:GB/T34044.2—2017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制造运行管理的关键性能指标 第2部分:定义和描述(ISO22400-2:

2014,IDT)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有限产能调度 finitecapacityscheduling
一种依据生产设备来调度工作的调度方法,通过这种方法,生产设备的产能要求不会超出可用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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