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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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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制造服务平台应用实施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企业在应用和实施云制造服务平台过程中的平台应用要求、业务协同要求、平台实施

步骤及要求等,并规范了云制造服务平台的实施、运行和维护的步骤、任务与工作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企业进行云制造服务平台的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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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

GB/T29826—2013中的一些术语和定义。

3.1
云制造服务平台 cloudmanufacturingservice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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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制造资源 manufacturingresource
完成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所有活动的元素。
示例:加工设备、物料、仿真软件、模型、知识、数据文档等。

注1:制造资源按其存在形式及使用方式,可分为软制造资源、硬制造资源、其他相关制造资源。

注2:软制造资源主要为以软件、数据、知识为主的制造资源。

注3:硬制造资源主要是指产品全生命周期过程中制造设备、计算设备、物料等;其他相关资源主要指除硬资源、软

资源之外的制造资源集合,如各种服务培训、信息咨询、运输工具等。

[GB/T29826—2013,定义2.1.1]

3.3
制造能力 manufacturingcapability
完成产品全生命周期过程中各项活动的能力,是人及组织、经营管理、技术三要素的有机结合。
示例:设计能力、仿真能力、生产加工能力、试验能力、产品维护能力等。

注:体现了一种对制造资源配置和整合的能力,反映了制造企业或制造实体完成某一任务及预期目标的T(开发时

间)、Q(质量)、C(成本)、S(服务)、E(环境清洁)、K(知识含量)水平。

[GB/T29826—2013,定义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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