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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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2235的第1部分。GB/T32235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通用要求;
———第2部分:模型元素。
本文件代替GB/Z32235—2015《工业过程测量、控制和自动化 生产设施表示用参考模型(数字工

厂)》。与GB/Z32235—2015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DF参考模型、数字工厂的使用内容(见4.2和4.3);
———更改了参考模型概念和参考模型的活动,对概念标识符、概念字典条目、概念字典、数据元素、

数据元素集合、DF资产类、视图元素、库等内容进行了细化(见5.2、5.3、5.4、5.5、5.6、5.7和

5.8,2015年版的5.1、5.2和5.3)。
本文件等同采用IEC62832-1:2020《工业过程测量、控制和自动化 数字工厂框架 第1部分:通

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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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全国工业过程测量控制和自动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24)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中国计量大学、西南交通大学、陕西延长

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浙江理工大学、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技术创新服务中心、安徽工业

大学、河北工业大学、深圳市兰洋科技有限公司、电力规划总院有限公司、天津大学、西门子(中国)有限

公司、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罗克韦尔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沈阳工业大学、重庆川

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卡奥斯工业智能研究院(青岛)有限公司、中冶华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中信戴

卡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移动信息系统集成有限公司、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沈阳鸿宇科技有限公

司、江苏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杭州沃镭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成城、黄宇、陈争胜、黄静、俞文光、刘晶、王春喜、徐羽贞、郭庆、王晶、张晋宾、

董峰、沈浩、李斌、朱国良、阎新华、高镜媚、王宇、方田、孟祥印、张晓玲、田英明、钱丽丽、叶冬、夏余欢、
高国平、吕文涛、魏新园、赵佳、季海鹏、桂峰、许斌、张剑、林宁、郭斌、李来时。

本文件于2015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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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0.1 市场需求及环境

高性能、灵活的动态过程及敏捷的设备和生产系统对满足产品有关质量、交付及成本的要求具有重

要意义,这些要求会加大工厂生命周期管理的复杂程度。除此之外,所有产品及生产系统的信息通过该

产品及生产系统的整个生命周期过程进行描述和修改的,例如在产品及生产系统的计划、开发或者运行

过程中。这种情况推动企业采用电子数据形式进行有关产品及生产系统的数据交换。
然而,每个企业及每个企业内部的每个部门根据各自的数据管理方案,经常采用不同的术语、结构

及媒介对产品及生产系统进行描述。
示例:数据管理方案的示例包括基于纸质的、数据库的、磁盘的、电子目录及云盘的。

因此,在参与产品及生产系统生命周期的所有单元之间,无法找到(建立)无缝的信息交换。
高效的数据交换在企业间及企业内部的进行,只能在相关信息的句法(格式)及语义(含义)通过统

一、共享的方式进行规定后才可以实现。

0.2 该领域标准化历史

早期有关电子产品数据工作的基本目的,是对产品中电子元器件的描述采用电子方式来取代纸质

数据清单,同时用于软件工具中对电子线路及组件的描述(例如,设计电子线路板时)。
除此之外,这个概念被进一步用在生产系统的设备配置中,其目的是更好地描述相关参数和行为影

响因素以便于集成和降低工程成本,为标准开发者提供指导。
注1:参见设备配置指南(GB/T34064—2017)。

GB/T20818.10—2017通过创建属性列表(即ListofProperties,LOPs)的方式对基本原理进行规

定,从而为生产系统设备的描述这个目标的实现,迈出重要的一步。这些属性本身被编译后以模块化形

式对设备的给定特性进行描述。GB/T20818的后续部分及其他相关标准(例如GB/T35743—2017)
定义了电工设备和系统中电子/电气元件和原料的参考属性列表,例如用来测量流量、压力、温度、电位

及密度等的设备。
注2:尽管GB/T35743的名称是《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用于信息交换的产品数据与特性》,但GB/T35743

的目的是在描述用于生产系统的设备时能通过信息的交换实现设备之间的协同性。

GB/T38984.1—2020、IEC61360-2和ISO13584-42明确规定了部件类型特征及其属性的基本原

则,在此基础上开发形成的数据库,被命名为IEC公共数据字典(IECCDD),是各种类型部件及其属性

的参考资料集。ISO22745(所有部分)规定了开放技术词典(OTDs)及其在主数据中的应用。ISO/IEC
第77号指南提供了用于描述产品及其特征的建议,用来创建这些分类、目录及参考字典。

注3:ISO/IEC第77号指南中使用的“产品”术语,包括设备、过程、系统及设施等。

ISO15704规定了有关支持协同性、集成性应用的企业参考架构和方法的要求,以及用来支持系统

整个生命周期和供应链方面应用的企业架构的要求。
一系列在商业企业和制造企业模型开发方面的努力,是为了帮助更好地理解企业在改善自身运行

时的不同方面。除此之外,用于生产系统的企业和控制系统模型也已经被开发,但是进一步用于完善从

生产系统设计环境到生产运行环境的模型开发依然存在差距,尤其是对于过程、仪器及设备信息的共享

而言。
注4:GB/T20720(所有部分)规定了生产域和控制域的功能模型以及与企业域进行交换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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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GB/T32235(所有部分)的目的和意义

以上所述标准提供了一种描述给定设备特征属性的方法,而GB/T32235(所有部分)通过为典型

生产系统(包括相关设备)定义参考模型来对这种方法进行拓展。
为了对生产系统的整个生命周期进行有效管理,拥有数字化表示并结合生命周期的演变适应性地

对相关内容进行维护就显得非常重要。生产系统相关活动通过访问、更新和使用这些数字化表示的内

容实现对生产系统全生命周期的支持。这些数字化表示为生产系统相关流程和组件之间提供了持续的

信息交互,并使得这些信息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可理解、可复用、可更改。
字典和模型通过对生产系统元素的描述,比如设备和仪器,帮助数字化表示的建立。然而,为了获

取生产系统预期的数字化表示还需要更多的附加信息,比如元素之间关系的描述。

GB/T32235提供了建立和维护生产系统的数字化表示的框架,包括元素、元素之间的关系、元素

间的信息交换。该框架旨在减少生产系统不同活动相关信息在交互过程中的互操作性障碍。这种方法

的主要优势是生产系统相关所有信息都能够以标准化的方式进行描述,并且可以在整个生命周期内使

用和维护。GB/T32235中定义的方法尽可能通用,以便应用于不同的工业领域。GB/T32235拟由三

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通用要求。目的是规定生产系统资产模型、关系模型、信息流等数字工厂框架的通

用方面。
———第2部分:模型元素。目的是规定数字工厂框架的数据元素类型、模板、模型元素等相关要求。
———第3部分:生产系统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数字工厂应用。目的是规范用于管理生产系统全生命

周期信息的数字工厂框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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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过程测量、控制和自动化

数字工厂框架 第1部分:通用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数字工厂框架(DF框架)的通用要求。数字工厂框架是一组对生产系统建模的模型

元素(DF框架)和规则。

DF框架规定了:
———生产系统资产的模型;
———不同生产系统资产之间关系的模型;
———生产系统资产的信息流。

DF框架不包括建筑物结构、输入资源(如原材料、装配部件)、消耗品、生产中的工件或最终产品的

表示。
本部分适用于任何工业部门(如航空工业、汽车工业、化工、木材工业)的三种生产过程(连续控制、

批量控制和离散控制)。
注:由于GB/T18975(所有部分)描述生产系统的方法不同,本文件不提供基于 GB/T18975(所有部分)的应用

场景。

本文件规定的生产系统的表示方法贯穿于生产系统生命周期的所有阶段(例如设计、建造、运行或

维护)。支持DF框架的软件工具的要求和规范不在本文件规定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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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2235.2—2024 工业过程测量、控制和自动化 数字工厂框架 第2部分:模型元素

(IEC62832-2:2020,IDT)

ISO/TS29002-5 工业自动化系统和集成 特征数据交换 第5部分:身份验证方案(Industrial
automationsystemsandintegration—Exchangeofcharacteristicdata—Part5:Identification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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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 activity
按共同目标来分类的任务组合。
示例:电气布线设计、PLC编程、安装、布线、驱动配置、建模、仿真、监视。

[来源:GB/T20720.1—2019,3.1.1,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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