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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制造服务平台制造资源接入集成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云制造服务平台的制造资源接入集成要求，包括硬制造资源接入集成、软制造资源接

入集成、制造能力接入集成的要求，描述了对应的证实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与云制造服务平台应用有关的资源接入集成。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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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２９８２６—２０１３　云制造　术语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２９８２６—２０１３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云制造　犮犾狅狌犱犿犪狀狌犳犪犮狋狌狉犻狀犵

一种基于网络的、面向服务的智能制造新模式。它融合发展了现有信息化制造（信息化设计、生产、

试验、仿真、管理、集成）技术与云计算、物联网、服务计算、智能科学等新兴信息技术，将各类制造资源和

制造能力虚拟化、服务化，构成制造资源和制造能力的服务池，并进行统一的、集中的优化管理和经营，

从而用户只要通过网络和终端就能随时随地地按需获取制造资源与制造能力的服务，进而智能地完成

其产品全生命周期各类活动。

［ＧＢ／Ｔ２９８２６—２０１３，定义２．１．３］

３．２

云制造服务　犮犾狅狌犱犿犪狀狌犳犪犮狋狌狉犻狀犵狊犲狉狏犻犮犲

基于云制造技术的制造服务，服务内容包含论证服务 ＡａａＳ、设计服务ＤａａＳ、生产加工服务ＦａａＳ、

试验服务ＴａａＳ、仿真服务ＳｉｍａａＳ、维护维修服务 ＭＲａａＳ、经营管理服务 ＭａａＳ、集成服务ＩｎａａＳ等。

［ＧＢ／Ｔ２９８２６—２０１３，定义２．１．４］

３．３

云制造服务平台　犮犾狅狌犱犿犪狀狌犳犪犮狋狌狉犻狀犵狊犲狉狏犻犮犲狆犾犪狋犳狅狉犿

支持产品全生命周期各类活动，支持各类制造资源与制造能力的感知与接入、虚拟化、服务化、搜

索、发现、匹配、组合、交易、执行、调度、结算、评估等，支持用户的普适使用，支持分散的制造资源和制造

能力集中管理、集中的制造资源和制造能力分散服务的支撑环境以及工具集。

［ＧＢ／Ｔ２９８２６—２０１３，定义２．１．５］

３．４

制造资源　犿犪狀狌犳犪犮狋狌狉犻狀犵狉犲狊狅狌狉犮犲

完成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所有活动的元素。

［ＧＢ／Ｔ２９８２６—２０１３，定义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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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制造能力　犿犪狀狌犳犪犮狋狌狉犻狀犵犮犪狆犪犫犻犾犻狋狔

完成产品全生命周期活动中各项活动的能力，是人及组织、经营管理、技术三要素的有机结合。

［ＧＢ／Ｔ２９８２６—２０１３，定义２．１．２］

３．６

硬制造资源　犺犪狉犱犿犪狀狌犳犪犮狋狌狉犻狀犵狉犲狊狅狌狉犮犲

产品全生命周期过程中制造设备、计算设备、物料等。

３．７

软制造资源　狊狅犳狋犿犪狀狌犳犪犮狋狌狉犻狀犵狉犲狊狅狌狉犮犲

以软件、数据、模型、知识为主的制造资源。

３．８

硬制造资源接入　犺犪狉犱犿犪狀狌犳犪犮狋狌狉犻狀犵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犻犿狆狅狉狋

将产品全生命周期过程中涉及的各种生产加工设备、测试实验设备、计算设备等硬制造资源通过网

络技术连接进入云制造服务平台。

［ＧＢ／Ｔ２９８２６—２０１３，定义２．２．１］

３．９

软制造资源接入　狊狅犳狋犿犪狀狌犳犪犮狋狌狉犻狀犵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犻犿狆狅狉狋

将产品全生命周期过程中涉及的各种软件、模型、知识、数据等软制造资源通过网络技术连接进入

云制造服务平台。

［ＧＢ／Ｔ２９８２６—２０１３，定义２．２．２］

４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３Ｄ：三维（３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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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ＰＰ：应用程序（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Ｓ：浏览器／服务器（Ｂｒｏｗｓｅｒ／Ｓｅｒｖｅｒ）

ＣＡＤ：计算机辅助设计（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Ｄｅｓｉｇｎ）

ＣＡＥ：计算机辅助工程（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ＡＭ：计算机辅助制造（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ＣＡＰＰ：计算机辅助工艺过程设计（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Ｃ／Ｓ：客户机／服务器（Ｃｌｉｅｎｔ／Ｓｅｒｖｅｒ）

ＤＮＣ：分布式数控（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ＲＰ：企业资源计划（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ＥＤＩ：电子数据交互（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ＤａｔａＩｎｔｅｒｃｈａｎｇｅ）

ＨＴＴＰ：超文本传输协议（ＨｙｐｅｒＴｅｘ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ＨＴＴＰＳ：超文本传输安全协议（ＨｙｐｅｒＴｅｘ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ｏｖｅｒＳｅｃｕｒｅＳｏｃｋｅｔＬａｙｅｒ）

ＩＤ：身份标识号（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Ｔ：信息技术（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Ｐ：网络协议（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ＭＥＳ：制造执行系统（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ＭＱＴＴ：消息队列遥测传输（ＭｅｓｓａｇｅＱｕｅｕｉｎｇＴｅｌｅｍｅｔｒｙ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ＰＬＭ：产品生命周期管理（Ｐｒｏｄｕｃｔ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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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ａＳ：软件即服务（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ａｓａ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ＤＫ：软件开发工具包（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Ｋｉｔ）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Ｗｅｂ服务（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

５　总体架构

云制造服务平台制造资源接入集成架构如图１所示，应包括资源层、接入层、平台层。资源层包括

产品全生命周期所涉及的硬制造资源、软制造资源及制造能力。在接入层，借助专用网络、物联网、传感

网络、以太网等传输网络，以各自的接入方法将制造资源及制造能力集成接入到云制造服务平台。

图１　云制造服务平台制造资源接入集成架构

６　硬制造资源接入集成

６．１　要求

根据制造全生命周期活动中业务资源应用需求，云制造服务平台中接入集成硬制造资源应符合以

下要求：

ａ）　ＩＴ基础资源包括云计算中心、数据中心、计算设备等，其集成应能实现云端ＩＴ资源的管理和

调用，如资源的使用情况查看、资源的分配等；

ｂ）　制造设备包括机加设备、电装设备、环境试验设备等，其集成应能实现云端设备制造能力的管

理和设备状态信息的采集；

ｃ）　数字化生产线包括机加数字化生产线、焊接数字化生产线等，其集成应能实现云端产线资源管

理和产线状态信息采集。

６．２　证实方法

６．２．１　犐犜基础资源

应对计算中心、数据中心、计算设备等ＩＴ基础资源在软件层面增加智能监控代理，实现ＩＴ基础资

源的接入集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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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２　制造设备

６．２．２．１　直接接入

可将设备、控制计算机或智能采集终端，通过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无线等方法接入内置了

ＡＰＩ的工业物联网网关，将设备的集成信息直接接入云制造服务平台，如图２所示。

图２　制造设备直接接入方法

６．２．２．２　间接接入

设备／设备组合在本地组成网络后，通过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无线等方法接入企业车间管理

系统，并可从企业其他信息系统（如ＥＲＰ等）获取信息支撑，然后通过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集成方法将设备／设

备组合的集成信息间接接入云制造服务平台，如图３所示。

图３　制造设备间接接入方法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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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３　数字化生产线

数字化生产线有以下四种接入集成方法：

ａ）　可通过对数字数控中心（ＤＮＣ）、车间制造执行系统（ＭＥＳ）和企业资源规划系统（ＥＲＰ）等系统

的集成，实现高端数字化生产线的接入和控制。

ｂ）　在对生产线的物料、工装添加条码标签以及赋予各类资源统一的数字标识进行生产线设备信

息状态的自动或半自动采集而形成数字化制造中心信息库的条件下，可通过对数字化制造中

心信息库的集成实现数字化生产线的物联化接入。

ｃ）　数字化生产线的多工位、工序通过现场应用系统采集数据，对制造资源数据及制造过程数据等

信息接入。

ｄ）　产线设备及工站通过工业网络协议进行通信。通过智能网关的协议转换以互联网协议标识解

析的方法接入云制造服务平台。通过云制造服务平台的各类数字化生产线相关的应用进行监

控、分析、管控。

７　软制造资源接入集成

７．１　要求

软制造资源的接入集成应能实现该资源的管理和按需调用，云制造服务平台接入集成的软制造资

源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企业信息系统包括ＥＲＰ、ＰＬＭ、ＭＥＳ等，其集成：

１）　应能够支持 ＨＴＴＰ、ＨＴＴＰＳ、ＭＱＴＴ至少一种通信协议；

２）　企业信息系统可进行改造，支持数据以ＲｅｓｔｆｕｌＡＰＩ的形式进行数据传输，或支持数据以

消息形式发送至 ＭＱＴＴ。

ｂ）　工具软件包括ＣＡＤ、ＣＡＥ、ＣＡＭ、ＣＡＰＰ等软件以及各类工业ＡＰＰ，其集成：

１）　一般要求为Ｂ／Ｓ架构，若为Ｃ／Ｓ架构，应支持远程桌面访问；

２）　应支持多租户使用。

ｃ）　知识模型库包括公共模具库、零件库、故障诊断规则库等，其集成：

１）　应上传至知识模型库统一运维和管理。

２）　应以文件或接口形式接入，其中，文件类模型包括系统、３Ｄ文件、ＳＤＫ包和微服务组件

等；ＡＰＩ类模型包括 ＨＴＴＰ、ＨＴＴＰＳ等传输格式的接口。

３）　模型提供者可在知识模型库开发、调试、上传、检索、监控和管理知识和模型，模型调用者

可在模型库发现、查看、申请调用、下载及测试知识和模型，实现工业知识和模型复用。

７．２　证实方法

７．２．１　企业信息系统

企业信息系统有以下两种集成方法：

ａ）　以ＡＰＩ集成方法：企业信息系统通过调用平台接入ＡＰＩ，定时将数据传入平台，或平台将数据

传输给企业信息系统；

ｂ）　以工业物联网网关集成方法：在网关中配置企业信息系统ＩＰ、可采集的信息、采集频率等，实

现企业信息系统与平台的集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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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２　工具软件

工具软件和工业ＡＰＰ有以下三种集成方法：

ａ）　直接部署集成方法：满足平台部署要求的工具软件、工业ＡＰＰ采用此种集成接入方法；

ｂ）　通过改造集成方法：工具软件、工业ＡＰＰ为Ｂ／Ｓ架构，需要改造才满足平台部署要求，采集此

种集成接入方法；

ｃ）　远程桌面集成方法：对于Ｃ／Ｓ架构的工具软件、工业 ＡＰＰ提供远程访问桌面，通过上传下载

程序包的方法与平台集成。

７．２．３　知识模型库

知识模型库有以下三种集成方法：

ａ）　通过模型发布与平台集成：模型在平台的模型库上注册发布，实现与平台集成；

ｂ）　通过ＡＰＩ发布与平台集成：外部模型以接口ＡＰＩ的方法在平台发布，实现模型与平台集成；

ｃ）　通过模型上传下载文件与平台集成：模型以文件方法存在时应采用此种集成方法。

８　制造能力接入集成

８．１　要求

８．１．１　云制造服务平台中接入集成的制造能力，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人／组织以及相应的业务逻辑：如仓库管理员的审批流程等，应在制造能力注册时进行定制实

施并采用内置的流程调度／管理引擎的组织结构建模工具来完成；

ｂ）　企业内部信息系统：宜采用基于电子数据交互（ＥＤＩ）技术实现企业资源规划系统之间的互联

以及云制造系统与企业内部信息系统之间的无缝集成。

８．１．２　制造能力的分类有以下两种方法：

ａ）　按照制造全生命周期活动划分，包括研发、供应、生产、营销、服务等制造能力，见图４；

图４　制造全生命周期活动能力分类

ｂ）　按照专业设备制造划分，包括通用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及器

材制造、通信设备和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仪器仪表及其他机械制造等制造能力，见

图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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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专业设备制造能力分类

８．２　证实方法

制造能力的接入集成方法如下：

ａ）　能力注册：应具备全局唯一的ＩＤ号、定制实施、纳入监控和优化配置等功能；

ｂ）　关键特征：应具有企业资产、人员规模等硬的指标以及企业或人员资质、技术成熟度等软的

指标；

ｃ）　使用方法：应采用在线对接、云排产及电子化协作等方法使用制造能力提供，可通过软件即服

务（ＳａａＳ）的形式为多主体用户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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