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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云制造的智能工厂架构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基于云制造的智能工厂架构、组成、提供的功能、安全防护要求,以及在智能工厂设计

过程中的一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基于云制造服务平台的智能工厂建设和工厂智能化改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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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0269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管理要求

GB/T29826—2013 云制造 术语

GB/T36323—2018 信息安全技术 工业控制系统安全管理基本要求

GB/T39471—2020 云制造服务平台制造资源接入集成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29826—2013、GB/T36323—201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云制造 cloudmanufa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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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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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oudmanufacturing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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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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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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