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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C IM S 标准化具有高新技术标准化的特点
,

技术的发展与标准化的发展互相平行且互

为补充
,

贯穿于 C I M S 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
。

本领域的标准化涉及信息技术和制造业技术标准

化
,

且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新的标准化领域
。

建立参考模型是当前 C IM S 标准化工作的新方法
。

本文试图抽象出一种理论上的建模框架以描述这种新的概念和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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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s t r a e t C IM S s t a n d a r d iz a t io n h a s th e e h a r a c te r i s t ie s o f h ig h一 t e e h
.

s t a n d a r di z a t io n
.

T h e e x
-

P a n s io n o f te c h n o l o gy a n d t h e g r o w t h o f s t a n d a r d iz a t io n a r e P a r a l le l a n d m u t u a l ly c o m P l e m e n
-

t a ry
, r u n n in g t h r o u g h t h e w h o l e life e y e le o f C I M S

’ 5 Pr o d u c t s
.

T h is s t a n d a r d iz a t i o n fi e ld 15 i n
-

v o l v e d in in fo rm
a t i o n t e e h n o lo gy a n d m a n u fa e t u ri n g te e h n o lo gy

, a n d t h e y in t e , e a v e t o g e t h e r

b e c o m i n g a n e w s t a n d a r d i z a t i o n a r e a
.

T o e s t a bl i s h a r e fe re n c e m o d e l 15 a n e w m e t h o d in C IM S

s t a n d a r d iz a t i o n
.

A n a t t e m P t 15 m a d e t o a b s t r a e t a fr a m e w o r k th e o r e t ie a ll y t o d e s e ri be t h e n e w

e o n e e P t s a n d m e t h o d o lo g y
.

K e y w o r d s e o m P u t e r a i d e d m a n u fa e t u ri n g
,

P r o d u e ts , s t a n d a r d iz a t io n ,

P r o e e d u re s , e l a s s i fi e a
-

ti o n s ,

m o d e ls

伴随着技术的发展
,

人类的方法学和哲学观点也不断改变
,

因此标准化对象及标准化

方法也随之改变
。

本文试图就 C IM 标准化方法的变化及特点做一探讨
。

1 C IM 标准化具有高新技术标准化的特点

由于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
,

国际标准化工作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
,

当产品在技术上

成熟以后才制定标准的传统化方法远远落后于形势
。

信息技术产品加速更新换代
,

使得一

项新技术在一开始出现就必须分析其标准化需求
,

并开展相应的标准化基础工作
。

高新技

术标准化
,

特别是 C I M 这种涉及多学科
、

复杂系统的标准化更是如此
。

标准化工作与技

术的发展几乎是并行的且互相补充的
。

标准化工作源于技术发展的成果
,

在技术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提供一相对稳定的平台
,

为技术的有序发展提供标准化保障和一定的制约 〔’〕
。

反过来技术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标

准化工作的发展
,

使标准化工作者不断地寻找新的标准化方法
,

并扩大新的标准化领域
。

19 9 3 年 7 月 l 日收到
,

1 9 9 3 年 12 月 2 日收到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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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 C I M 技术在全世界还在向前发展
,

很多技术还很不成熟
,

大量的研究开发工作

还在进行
,

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发达国家早 已经在 C IM 标准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

很多国

家并 不等到 正式 标准颁 布
,

只 要

15 0 / I E C 的标准草案一经发表
,

各 !

概念 l 开发 l 实施

标准化阶段

协定贸易采购规范产品标准
致性试测

功能标准基础标准参考模型需求析分

国就立 即采用 和 执行
。

国 际 标 准

S T E P 目前还在标准草案阶段
,

各发

达国家就已经考虑商业实施了
。

当开发人员密切注意产品生命周

期的时候
,

标准化人员也开始讨论标

准与产品生命周期的关系
,

如图 1 所

示
。

标准化工作的全过程与技术的发

展
、

产品开发
、

研制
、

商品化
、

批量

生产
、

采购
、

贸易的全过程是紧密相

关的
,

在各个环节上都有不同的标准

化内容
,

采用不同的标准化方法
,

而且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

有关标准化活动

图 1 标准化与 C I M S 产品的生命周期

传统产品标准的内容包括基础标准
、

功能标准
、

产品标准等
。

而建立参考模型和标准

实现的一致性测试则是近年发展起来的新的标准化方法
。

2 CI M 标准化是信息技术标准化和制造业技术标准化的融合

由于 C IM 所涉及的不止是一个科技领域
,

所以仅在国际标准化组织 15 0
、

I E C 中就

有若干技术委员会的标准化工作与 C IM 有关
。

如 : 15 0 T C 184
—

生产 自动化系统与集

成 : 150 / IE C JT C I

—
信息技术 : 150 T C 39

—
机床 ; I E C T C 44

—
电器装置和设

备; I E C T C 65
—

工艺控制和测量 ; I E C T C 93
—

自动化设计
。

为了综合考虑 C IM 标准化
,

15 0 / IE C 设有
“

工业自动化指导委员会
” ,

并已提出了
“

现

代化制造技术标准分类
”

清单 〔2〕
,

从清单中体会到 15 0 / IE c 对 C IM 标准体系的看法 (表

1)
.

CI M 标准化工作面临着大的系统集成
,

这种集成是动态发展的复杂系统的集成
。

而标

准化在系统集成方面所起的作用在欧洲 ES P租T 项 目CI M代) S A 中已有较为系统的体现
。

表 】 现代化制造技术标准分类

序序号号 分类类 内 容容

lllll 互操作标准准 制造环境体系结构
,

工业用 0 51 标准
,

工业通 信标准
,

工业 通信功能标准准

22222 数据据 通用方法学
,

应用数据
,

标准件库
,

成组技术术

33333 处理理 软件可交换性
,

软件模块化
,

通 用编程语言
,

操作系统
,

数据库
,

基 于知识的技术
,

数数

据据据据安全
,

应用语言
,

P L C 语言
,

F M S 单元控制语言
,

软件工具与方法论论

44444 控制设备备 无控制装置的设备
,

三坐标测量机控制器
,

P LC
,

过程控制 子系统
,

传输系统接 日
,

自自

动动动动测试装置
,

数据输人接 口
,

传感器器

55555 人机关系系 人机接 口
,

人类工效学学

66666 机械设备备 机械
、

工业机器人
,

辅助设备
,

机械数据据

77777 其
‘

已已 方法学
,

操作安全
,

文档
,

性能测试
,

实施指南
,

操作环境
,

术语
,

维护及系统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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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I M 标准化中的参考模型及建模方法

随着对 客观 事物认 识的 不 断扩展
,

标 准化对象 也 从 原来 的产品 扩 展 到过 程

(Pr oc es s) 和服务 (se rv iee )
。

这种标准活动比较突出的特点是建立参考模型和各类接 口标

准
。

著名的计算机网络标准 15 0 / IE C 7 498 es - we 一0 51 参考模型就是一例
。

3
.

1 C IM一O SA 企业建模框架

欧共体 E S P R I T 计划中的 A M I C E 项 目开 发的 C IM 一O S A 企 业建模 框架已在标

准 化 领 域 产 生 重 要 影 响
,

并 被 ,

15 0 / T cl 84 接受为标准工作不而
。

CI M一O SA 建模框架包括 : 需求定

义
、

设计规范
、

实施描述三个建模阶

段 ; 功能
、

信息
、

资源
、

组织四个反

映企业不同侧面的视图 ; 以及企业通

用需求
、

部分通用需求和专用需求三

个建模层
。

这些阶段
、

视图和阶段的

组合形成一个三维空间 (图 2) 〔3 ,
。

规定了 C IM 系统描述从上层到下层

的变换和导出顺序
,

完成从一般模型

到具体模型的变换
。

用这种方法建立

的企业模型完全是面向企业特点而且

是计算机技术可操作的
。

它是客观的

一种抽象
,

以指导 C IM 企业 的建

立和运转
。

组织 / 组织 / 组织

寥
资源 / 资源 / 资源

功能

信息

功能 / 功能

, 信息

具体化过程
信息

通用
企业需求

部分通用
企业需求

专用
企业需求

通用
设计规范

部分通用
设计规范

专用
设计规范

导出过程

通用
实施描述

部分通用
实施描述

专用
实施描述

咚】2 C IM 一O S A 企业建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 C IM 一O S A 中开发的集成基础

结构 (115) 服务的概念
。

这种服务对于 C IM 企

业的业务来说完全屏蔽了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的技

术细节
。

企业管理人员不必关心这些服务是如何

以及是从什么地方提供的
。

而 115 本身则是由一

系列信息技术标准支持的 (图 3)
。

1 2 车间生产参考模型及其方法学

15 0 / T C 184 于 199 1 年 提出 了技术 报告

150 / T R l o 3 14

—
车间生产 ( 4 〕

。

其第一部分为

标准化参考模型和识别标准需求的方法论 ; 第二

部分为标准化参考模型 和方法论在工业 自动化

CCCCCCC IM
一

O S A 企业棋型型

回回回
C I M

一

O S AAAAAAAAA

111111115 服务硬务集成成

}}}}}旦夔习
础软件件件件

应应应用软件集成成成成

图 3 企业模型与 “S 服务

车间生产标准中的应用
。

该文件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提供周期性考察和扩充的原则
。

建立的

参考模型是为了帮助今后标准的开发
。

它具有通用性而且是边界开放的
。

由于参考模型以

后还要细化以适应新的技术
,

所以提出的是技术报告
,

而不是标准
。

参考模型主要包括三

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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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离散零部件制造的相关活动 (co nt ex t) ; º 4 层车间

生产模型 (S F PM ) ; » 基本动作模型 (G A M )
。

其中相关

活动 ( c o nt e xt ) 是指车间生产功能与车间以外的功能之间

的相关活动
。

4 层车间生产模型包括工段层
、

单元层
、

工作

站层和设备层 (表 2)
.

基本动作模型 (G AM ) 是为了模拟

每层动作的执行
,

其中包括信息
、

数据
、

材料和资源 4 个

主体
,

转换
、

传输
、

检验和存贮 4 个动作
。

技术报告描述的参考模型定义了一套概念

表 2 4 层车间生产模型

层 } 活动类型

工 段

单 元

工作站

设 备

监 督

调 度

命 令

执 行

分层方法和各种与制造有关的功能
、

特征及其

相互之间的关系
。

技术报告第二部分提出了参考模型的应用

和确定标准范围的方法
。

它定义了 5 个程序

(Pr oc ed ur e) 来分析主体和动作的相互作用
。

每种作用都可用相应的矩阵方法来表示
。

采用

这种方法就可确定车间生产需要哪些标准
,

并

明确标准的范围
。

(见图 4)

3. 3 产品模型及其建模语言

15 0 / T C 184 开展的另一标准项 目
“

产品

模 型 数 据 交 换 规 范 ( ST E P)
”

是 用 于

C A D / c A M 的数据交换标 准 〔’〕
。

它采用

相相关活动动动 车间生产棋型型

((( e o n t e x t ))))) ( SF PM )))

墓墓本动作模型 (G A M )))

程程序 ( p r o e e d u r e )))

确确定标准范围的矩阵表达达

图 4 15 0 / T R 0 3 14 的应用

一种中性文件机制
,

规定了产品全部生命周期中的信息定义和数据交换的外部描述
。

ST E P 的贡献除了对于接 口的开发和标准化
,

更重要的是对于产品模型的开发和标准化
。

该模型可方便地映射到各种设施上
。

产品模型是按照一定形式组织的产品数据结构
,

它能完整地提供产品数据应用领域要

求的对应信息
。

S T E P 建议的重要概念是
“

集成资源
” ,

它是用 EX P R E SS 语言描述的产品

概念模型
,

由通用信息模型和应用信息模型组成
。

这种信息模型能提供 CA D
、

C A P
、

C A M
、

N C 编程等信息资源
。

这样
,

在产品的设计阶段就可获得产品整个生命周期中的

工程信息
,

使得在 C IM 系统内部和外部的产品信息达到统一和共享
。

3. 4 标准化理论建模框架

以上所讨论的三种模型从本质上可 以分成两类
。

C IM一O SA 和产品模型都属 于一

类
,

创门是面向应用的
,

或者说它们是指导人类的客观实践的
。

而 150 / T R 10 3 14 则主

要是面向标准化的
。

它指导分析系统的标准需求
,

确定标准化的范围
。

15 0 / IE C 发布的

0 51 参考模型
,

计算机图形系统参考模型等都属于这一类
。

而 15 0 / I E C 最近发布的开放

式 E D I 概念模型则既指导应用
,

也指导相应的标准化工作
。

这两类模型是有共同之处的
,

从而可 以抽象出一种理论建模框架来描述这种标准化概

念和方法
。

理论上的建模框架可以描述为一个四维空间 (图 5)
。

完整的模型应包括 3 个层次 :

描述模型基本结构的框架结构层 ; 描述功能和关系的静态模型层 ; 描述随时间的推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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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动态模型层
。

面向应用
工具

图 5 标准化理论建模框架

建模空间应包括图中所示的 7 项内容
。

而任何一个具体的参考模型可能是其中的一个

子集
,

这取决于参考模型的应用范围
。

建模的描述方法应包括层次
、

合成分解
、

循环
、

面

向应用的结构以及必要的工具等
。

4 结 束 语

综上所述
,

C IM 标准化工作正在改变着传统标准化工作的方法和理论
。

C IM 系统中

的每一个方面
,

包括人
、

技术
、

经营
、

决策
,

相互之间都不是孤立的
,

而是互相制约
、

互

相促进的
。

不可能用建立数学模型的方法进行描述
.

现在采用标准化的方法
,

特别是采用

标准参考模型的方法
。

标准的参考模型则引入
“

开放
”

的概念
,

这不但指导用户当前的实践

及标准化
,

而且指导在将来客观事物发展以后
,

如何将参考模型纳人新的内容和相应的标

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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