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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工业互联网平台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产物,通过实现工业经济全要素、全产业

链、全价值链的全面连接,支撑服务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不断催生新模式、新业态、新产

业。当前,我国工业互联网平台进入加速发展期,平台应用深度与广度不断提升,企业普遍从数字化管

理、智能化制造、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等方面构建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发展模式,对
于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意义重大。然而,企业应用实施工业互联网平台过程中普遍面

临过程不规范、路径不清晰、方法不明确等问题,亟需把握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实施的基础共性规律,研
制形成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实施指南系列标准,为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实施提供规范化、可操作、易推

广的方法指导,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步伐。GB/T23031《工业互联网平台 应用实施指南》旨在给出

一套应用工业互联网平台并开展创新发展模式构建的实施方法论,拟由六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总则。目的在于确立企业应用实施工业互联网平台的通用性方法,提出工业互联网

平台应用实施的主要任务和关键步骤。
———第2部分:数字化管理。目的在于给出数字化管理对工业互联网平台的特定能力要求,明确数

字化管理发展新模式构建所需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内容和应用方法。
———第3部分:智能化制造。目的在于给出智能化制造对工业互联网平台的特定能力要求,明确智

能化制造发展新模式构建所需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内容和应用方法。
———第4部分:网络化协同。目的在于给出网络化协同对工业互联网平台的特定能力要求,明确网

络化协同发展新模式构建所需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内容和应用方法。
———第5部分:个性化定制。目的在于给出个性化定制对工业互联网平台的特定能力要求,明确个

性化定制发展新模式构建所需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内容和应用方法。
———第6部分:服务化延伸。目的在于给出服务化延伸对工业互联网平台的特定能力要求,明确服

务化延伸发展新模式构建所需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内容和应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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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平台 应用实施指南
第3部分:智能化制造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面向智能化制造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实施的具体方法,从典型需求、平台服务选

择、平台服务应用与实施和绩效分析等方面提供了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构建智能化制造发展模式的

指南。
本文件适用于计划部署应用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企业、建设和推广工业互联网平台的第三方服务商

及科研院所,针对工厂内部设备运行管理、生产计划排产、生产作业执行、物流及仓储管理、质量管理、能
源管理、安全与环保管理等环节进行智能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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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3031.1—2022 工业互联网平台 应用实施指南 第1部分: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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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化制造 intelligentizemanufacturing
面向工厂内部的生产制造环节,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数据汇聚、知识沉淀、智能分析和敏捷开发等

优势功能,通过构建工厂级数字孪生优化体系,从而达到提升设备运行管理、生产计划排产、生产作业执

行、物流及仓储管理、质量管理、能源管理及安全与环保管理等场景智能化应用水平,帮助企业实现更大

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的提质、降本、增效和减排的一种新型制造模式。

3.2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AGV:自动导引运输车(AutomatedGuidedVehicle)

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plicationProgrammingInterface)

APP:应用程序(Application)

CNC:计算机数字控制(ComputerNumericalControl)

CPK:工序能力指数(ProcessCapabilityIndex)

CRM:客户关系管理(CustomerRelationshipManageme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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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S:分布式控制系统(DistributedControlSystem)

ERP:企业资源计划(EnterpriseResourcePlanning)

GPS:全球定位系统(GlobalPositioningSystem)

HSE:健康、安全和环保(Health、SafetyandEnvironment)

KPI:企业关键绩效指标(KeyPerformanceIndicator)

MSA:测量系统分析(MeasurementSystemAnalysis)

OEE:设备综合效率(OverallEquipmentEffectiveness)

OQC:出货品质检验(OutgoingQualityControl)

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rogrammableLogicController)

PPK:动态后处理技术(PostProcessedKinematic)

SCM:软件配置管理(SoftwareConfigurationManagement)

SDK:软件开发工具包(SoftwareDevelopmentKit)

WIP:在制品(WorkingInProgress)

3D:三维图形(ThreeDimensional)

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thGenerationMobileCommunicationTechnology)

4 智能化制造的主要活动

智能化制造包括设备运行管理、生产计划排产、生产作业执行、物流及仓储管理、质量管理、能源管

理、安全与环保管理7个主要活动,并由基于数字孪生的全生产过程管理贯穿其中(见图1)。

a) 设备运行管理:按照设备智能化制造成熟度不同,划分为设备状态监控、设备故障诊断、设备预

测性维护和设备自适应控制四个业务阶段,发挥工业互联网平台泛在连接和智能分析优势,逐
级提升设备智能化制造水平。

b) 生产计划排产:按照工厂生产计划排产操作逻辑,划分为原料采购与市场订单洞察、生产计划

优化和生产调度优化三个业务活动,包括围绕三个业务活动并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开展智能

化应用的主要模式。

c) 生产作业执行:重点围绕在线派单管理、生产过程监控和工艺参数调优三个业务活动,涵盖基

于工业互联网平台优化生产作业效果的主要模式。

d) 物流及仓储管理:重点围绕物流仓储仿真、物流调度优化和仓储及物料管理三个业务活动,发
挥工业互联网平台数据汇聚和资源配置能力,提升物流及仓储综合管理水平。

e) 质量管理:重点围绕质量策划、质量控制和质量改进三个业务活动,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

质量管理全流程优化。

f) 能源管理:重点围绕能源统计监测、能源在线调度和能源预测优化三个业务活动,基于工业互

联网平台开展能源管理应用。

g) 安全与环保管理:重点围绕安全管理和环保管理两个业务活动,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数据监控

和智能分析能力,提升工厂安全与环保管理水平。
基于数字孪生的全生产过程管理是重点围绕生产现场全流程可视化、生产数据分析与辅助决策、远

程控制与指挥调度三个业务环节,发挥工业互联网平台数字孪生建模与工业机理分析能力,通过数字孪

生赋能生产现场管理,实现生产过程全透明化管理,生产产品全生命周期管控,生产现场作业协同高效

的闭环优化管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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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96806001714

0006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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