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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燉．—

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 ＩＳＯ１０３０３４４：１９９４《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产品数据表达与交换》系列标准的

第 ４４部分：集成通用资源：产品结构配置。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是：
——产品结构模式；
——产品概念模式；
——配置管理模式。
本标准的附录 Ａ、附录 Ｂ为标准的附录，附录 Ｃ、附录 Ｄ、附录 Ｅ、附录 Ｆ、附录 Ｇ为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首次发布。从 ２０００年 ５月 １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机械工业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郝淑芬、梁云、徐颖、林钧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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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燉．—

﹫前言

国 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是一个世界性的国家标准团体（ＩＳＯ成员团体）的联合机构。国际标准的制

定工作通常由 ＩＳＯ的技术委员会完成。对关心已建立的技术委员会项目的每个成员团体都有权派代表

参加该委员会项目的工作。与 ＩＳＯ有协作关系的官方和非官方的国际组织也可以参加工作。ＩＳＯ在电

气技术标准化的各个方面都与国际电气技术委员会（ＩＥＣ）密切合作。
各技术委员会所采纳的国际标准草案为了投票表决要散发给各成员团体。作为国际标准发布至少

需要 ７５％参加投票的成员团体的赞同。
国际标准 ＩＳＯ１０３０３４４已由技术委员会 ＩＳＯ燉ＴＣ１８４（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的第 ４分技术委员

会 ＳＣ４（工业数据）制定。
ＩＳＯ１０３０３在《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产品数据表达与交换》的总标题下，由下述各部分组成：
——第 １部分，概述与基本原理；
——第 １１部分，描述方法：ＥＸＰＲＥＳＳ语言参考手册；
——第 ２１部分，实现方法：交换结构的纯正文编码；
——第 ２２部分，实现方法：标准数据存取接口规范；
——第 ３１部分，一致性测试方法与框架：基本概念；
——第 ３２部分，一致性测试方法与框架：测试实验室与顾客的要求；
——第 ４１部分，集成通用资源：产品描述和支持原理；
——第 ４２部分，集成通用资源：几何与拓扑表达；
——第 ４３部分，集成通用资源：表达结构；
——第 ４４部分，集成通用资源：产品结构配置；
——第 ４５部分，集成通用资源：物料；
——第 ４６部分，集成通用资源：可视化显示；
——第 ４７部分，集成通用资源：形变公差；
——第 ４９部分，集成通用资源：工艺结构与特性；
——第 １０１部分，集成应用资源：绘图；
——第 １０４部分，集成应用资源：有限元分析；
——第 １０５部分，集成应用资源：运动学；
——第 ２０１部分，应用协议：显式绘图；
——第 ２０２部分，应用协议：相关绘图；
——第 ２０３部分，应用协议：配置控制设计；
——第 ２０７部分，应用协议：钣金模具的规划与设计；
——第 ２１０部分，应用协议：印刷电路部件产品的设计数据；
——第 ２１３部分，应用协议：加工零件的数控工艺计划。
在 ＩＳＯ１０３０３１中描述了这个国际标准的结构，其各部分的编号反映了它的结构：
——第 １１部分规定了描述方法；
——第 ２１部分～第 ２２部分规定了实现方法；
——第 ３１部分～第 ３２部分规定了一致性测试方法与框架；
——第 ４１部分～第 ４９部分规定了集成通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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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燉．—

——第 １０１部分～第 １０５部分规定了集成应用资源；
——第 ２０１部分～第 ２１３部分规定了应用协议。
如果再发布更多的部分，它们的编号也将遵循这个模式。
附 录 Ａ和 附 录 Ｂ是 本 标 准 的 一 个 完 整 的 组 成 部 分；附 录 Ｃ、附 录 Ｄ、附 录 Ｅ和 附 录 Ｆ仅 是 提 示

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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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燉．—

引 言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是一个计算机可识的产品数据表达与交换的国家标准。目的是提供一种与任何特定

系统无关的中性机制以描述整个产品生命周期的产品数据，这个描述特点不仅适合于中性文件的交换，
而且也是实现共享产品数据库及存档的基础。

本国家标准由一系列部分组成，每个部分单独发布。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的各部分都分属下述系列之一，
即描述方法、集成资源、应用协议、抽象测试套件、实现方法及一致性测试。在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１中描述了

这些系列。本部分是集成资源系列中的一个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子部分是：
——产品结构模式；
——产品概念模式；
——配置管理模式。
产品结构模式：
——根据产品的构成把一个产品定义为一个构成部分或所用产品的集合。
——定义表示构成关系的机制。
产品概念模式把产品的概念标识为由客户的产品需求分析导出产品的一组规范。它给出基于客户

需求的产品的概念，而不是产品的设计或制造。
配置管理模式标识参与另一个产品制造的那些产品，这些配置是在一个机构的直接控制下进行的。
工业自动化与下述内容的信息管理有关：
——产品结构及其复杂性；
——产品配置及其复杂性；
——产品变化。
产品结构集中于通过嵌套式分解一个产品成为其组成部分而定义的产品设计方面。本标准的产品

结构模式和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４１的产品定义模式一起定义了管理产品结构复杂性的信息表达。应用所表达

信息的一个实例是物料单报告的生成。
产品配置涉及特定产品的制造规范和装配计划。这个计划含有包括在事先已安排好的生产单元中

的一个产品实际组成部分的技术要求。配置管理模式和产品结构模式表达了管理产品配置的信息。有

效性的概念适用于产品配置的管理。
变化管理涉及在开发出一个产品的新版本而变更一个产品的时候，本标准涉及的变化是影响组成

部分构成相互关联的结构的组织方式的变化。配置管理模式给出在产品改变时产品定义的结构形状的

信息和在产品生命周期中增强的信息。变化管理其他方面的信息表达在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４１中的产品定义

模式和变化模式中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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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燉 ．— 
┉﹫┐：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批准 ┐┐实施

 范围

本标准规定在一个产品的生命周期中，管理其结构和配置的资源。
下述内容在本标准的范围之内：
——一个产品的零件和部件间的关系；
——由另一个产品的修改而制成的产品及其零件间的关系；
例 １：一个产品来自于另一个产品的机加工。
——根据客户的需求所定义的产品的描述；
——根据制造规程用于部件和零件配置的结构管理；
——为支持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活动的产品分解；

注 １：一个机构可能需要把一个产品分解成一个物料单，它按一个零件在一个部件中使用的个数列举出每个零件，
以及需要把一个产品分解成另一个物料单，它把具有多个部件的产品分解成单个的零件。支持不同产品结构

报告的更多例子见附录 Ｅ。

——与形状、安装及功能等价的单个产品的多种版本。
下述内容不在本标准的范围之内：
——同一个产品的不同产品定义间的关系；
例 ２：对于初步设计中某零件的产品定义与详细设计中同一零件的对应产品定义的关系。
——包括批准、密级、合同协议、及供应商机构的产品生命周期的管理活动；
——产品改变过程，包括改变的理由及产品在什么方面进行了改变；
——在产品生命周期中的决策制定及其理由；
——产品零件间的物理连接；
——产品组成部分可能具有的特性；

注 ２：在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４１中定义了支持特性与零件联系的机制，实际的联系包括在各应用协议中。例如，一种材料

的特性是什么和如何定义它的细节，以及一个零件具有某种材料特性的事实都超出本标准的范围。

——诸如拼合制造、制造计划、以及后勤结构和配置的信息；
——非形状、安装及功能等价的单一产品的多种版本。

注 ３：产品版本的概念在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４１中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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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ＧＢ燉Ｔ１６２６２—１９９６ 信息处理系统 开放系统互连 抽象语法记法一（ＡＳＮ１）规范

（ｉｄｔＩＳＯ８８２４：１９９０）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１—１９９８ 工业自动化系统和集成 产品数据表达与交换 第 １部分：概述与基本原

理（ｉｄｔＩＳＯ１０３０３１：１９９４）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１１—１９９６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产品数据表达和交换 第 １１部分：描述方法：

ＥＸＰＲＥＳＳ语言参考手册（ｉｄｔＩＳＯ燉ＤＩＳ１０３０３１１：１９９３）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４１—１９９９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产品数据表达与交换 第 ４１部分：集成通用资

源：产品描述与支持原理（ｉｄｔＩＳＯ１０３０３４１：１９９４）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４２—１９９８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产品数据表达与交换 第 ４２部分：集成通用资

源：几何与拓扑表达（ｉｄｔＩＳＯ１０３０３４２：１９９４）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４３—１９９９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产品数据表达与交换 第 ４３部分：集成通用资

源：表达结构（ｉｄｔＩＳＯ１０３０３４３：１９９４）

 定义与缩写词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１中定义的术语

本标准使用了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１中定义的下述术语：
——部件（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构件（或零件）（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产品（ｐｒｏｄｕｃｔ）。

 其他定义

 前辈节点 ａｎｃｅｓｔｏｒｎｏｄｅ
从一给定节点出发，按逆方向对链的连续遍历所能够达到的任何节点。对于一个给定节点，它的前

辈节点包括全部父节点、这些父节点的全部父节点，等等。
 物料单结构 ｂｉｌｌ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ＢＯＭ）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按照产品所嵌套的组成部分对产品的一种结构描述。
注：物料单结构的例子见附录 Ｅ。

 子节点 ｃｈｉｌｄｎｏｄｅ
一个链指向的节点。

 组成部分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
一个产品的一部分，或者是零件，或者是部件。

 有向非循环图 ｄｉｒｅｃｔｅｄａｃｙｃｌｉｃｇｒａｐｈ（ＤＡＧ）
节点和有向链的一个集合，致使其没有一个节点是它自己的前辈（或后辈）。

 后辈节点 ｄｅ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ｎｏｄｅ
从一给定节点出发，对链的连续遍历所能够达到的任何节点。对于一个给定节点，它的后辈节点包

括全部子节点、这些子节点的全部子节点，等等。
 有效性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表明一个产品被允许、批准或许可用于另一个产品的一种特性。
 一个产品的形状、安装和功能 ｆｏｒｍ，ｆｉｔ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ｒｏｄｕ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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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状是该产品的样式，安装是该产品与另一产品连接的方法，功能是该产品具有的用途。
 叶节点 ｌｅａｆｎｏｄｅ

没有子节点的节点。
 链 ｌｉｎｋ

在一个有向非循环图中，从一个节点到另一个节点的单向关系。
 批 ｌｏｔ

以单件计数的实有件的集合。
 节点 ｎｏｄｅ

有向非循环图中的一个元素，其通过链与另一个这样的元素相连接。
 父节点 ｐａｒｅｎｔｎｏｄｅ

一个链的开始节点。
 零件表结构 ｐａｒｔｓｌｉｓ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按照产品组成部分的所有不同用途的层次结构对产品的一种结构描述。
注：对零件表结构的例子见附录 Ｅ。

 约定作用 ｐｒｏｍｉｓｓｏｒｙｕｓｅ
试图使用一个部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根节点 ｒｏｏｔｎｏｄｅ
没有父节点的节点。

 树 ｔｒｅｅ
有向非循环图的一种有约束的类型，即在其中只有一个根节点，且每个节点最多有一个父节点。

 缩写词

本标准应用了下列缩写词：
ＢＯＭ（ｂｉｌｌ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物料单；
ＣＭ（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配置管理；
ＤＡＧ（ｄｉｒｅｃｔｅｄａｃｙｃｌｉｃｇｒａｐｈ） 有向非循环图。

 产品结构模式

下面的 ＥＸＰＲＥＳＳ描述建立了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ｃｈｅｍａ（产品结构模式），并标明了必要的外部

引用。
ＥＸＰＲＥＳＳ描述：
）
ＳＣＨＥＭＡ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ｃｈｅｍ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Ｏ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ｃｙｃｌ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ＯＭ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ｓｃｈｅｍａ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ｕｎｉ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ＯＭ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ｃｈｅｍａ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ｌａｂｅｌ，ｔｅｘｔ）；

（
注：上面引用的模式可在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的下列部分中找到：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ａ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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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ａｓｕｒｅ ｓｃｈｅｍａ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４１；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ｃｈｅｍａ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４１。

 引言

产品结构模式的讨论对象是下述两个定义间的关系：
——为构成其他产品而被装配的产品；
——为构成其他产品而要改变的产品。
定义这些关系如同在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４１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ａ中所说明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

ｎｉｔｉｏｎ（产品定义）间关系的规范一样。此外，在一个产品结构中使用的任何产品都可能有适于该应用所

规定的替代产品。总之，把这些关系称为是一个产品结构。
产品结构定义一个产品能表示为由各组成部分构成的不同方法，在构成一个产品的各组成部分间

建立产品结构关系。产品结构是产品定义的一个方面。
产品定义间的这些关系是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４１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ａ中产品定义间通用关系

的限定。在本标准中，用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４１的产品定义模式中所定义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产品定义关系）实体的子类型来表示它们。本模式中定义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的子类

型对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４１中的超类型规定了附加的约束和意义。
产品结构的概念适用于一个产品版本结构的多种定义。不同的定义对应于机构在产品开发生命周

期中对产品结构定义的不同要求。
例 ３：一个机构可能为交付设计工程生命周期活动而定义一个物料清单，还可能为交付制造工程活

动而定义一个物料清单。
本模式支持由另一个产品构成一个产品的概念。这个概念涉及一个产品与应用该产品去生成一个

新产品的过程的结果间的关系。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ｃｈｅｍａ扩展了下述的供表示各种产品结构型式用的特定概念：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替代产品关系）用于传递具有关系的两个产品的信息，从而

使一个产品可用来替代另一个产品；
——ｍａｋｅ ｆｒｏｍ ｕｓａｇｅ ｏｐｔｉｏｎ（由应用选择制成）表示任何一个实际的设计件都能通过使用或

修改另一个实际的设计件来制成的事实；
注 １：典型地，所使用的产品称为毛坯或原材料。

——ｍａｋｅ ｆｒｏｍ ｕｓａｇｅ ｏｐ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由应用选择组制成）用于表示可能由单一产品制成的一

种特定的产品组合；
注 ２：典型地，单一产品称为毛坯或原材料。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ｕｓａｇｅ（部件构件应用在下述四个不同的子类型之一中建立设计间的

关系：
ａ）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ｄ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ｕｓａｇｅ（定量的部件构件应用）表示一个组成部分和一个部

件间的关系。对于离散的组成部分，通过单个的组成部分及表示它的具体值个数的数量来表示

该组成部分的若干具体值。对于非离散的组成部分，这个数量表示一个度量单位，而不是无单位

的数值；
ｂ）ｎｅｘｔ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邻接部件应用具体值）表示一个组成部分的一个具体值及

其直接连接的部件间的关系；
ｃ）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给定的高层应用具体值）表示在一个产品结构中一个特

定应用的组成部分相对于一个非直接连接或非父前辈的部件间的关系；
ｄ）ｐｒｏｍｉｓｓｏｒｙ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约定应用具体值）表示在总的产品结构中一个组成部分与一个

前辈部件间的关系，而这个产品结构没有任何中介部件表示的技术要求。
 基本概念与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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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结构通过有向非循环图（ＤＡＧ）来建模。在这些模型中，节点表示产品的定义，而有向链表示组

成的关系。在本模式中，节点对应于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产品定义）实体，链对应于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ｃｏｍｐｏ
ｎｅｎｔ ｕｓａｇｅ实体。

注 １：对图论的详细讨论见附录 Ｆ中的参考文献 １。

使用本模式可表示产品结构的多种形式，特别实用的两个产品结构是物料单和零件表结构。
注 ２：附录 Ｅ中含有这种方法的一些例子和原理图。其中，本标准的实体可用于表示产品结构。

零件表结构是物料单的一种特殊形式，其可用一棵树来表示，而物料单结构则要求更一般的有向非

循环图。
对一般的产品结构而言，为了在一个已装配好的产品中标识任何组成部分的应用，还必须标识已装

配好的产品与该组成部分间的路径。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实体即提供这种能力。
 产品结构模式的实体定义

 替代产品关系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替代产品关系）用于传递具有一种关系的两个产品的信息，从而

使一个产品（替代产品）可以用来取代另一个产品（基本产品）。
当一个产品是另一个产品的替代产品时，可以理解为没有必要关注在一个机构中记录的是基本产

品还是任何指定的替代产品，它们都用作产品结构中基本产品的一个具体的实例。
注：一个机构可以记录一个基本零件的设计改变，以及建立在各个要制造的部件中应用该基本零件的有效性条件。
应用一个替代产品意味着一个机构既不规定该替代产品的任何具体的版本，也不建立关于它的有效性条件。
在该实体中规定的两个产品就形状、安装及功能而论，被该机构确定为是等价的。

例 ４：两种相同尺寸的螺钉都是产品，一种是十字头的，一种是一字头的。两者头的形状是相应产品

的特性。在一个具体的机构中，这两种螺钉就形状、安装及功能而言可认为是等价的：两者具有十分接近

的形状，使用时它们占用相同的空间，并且它们都用来把两件东西紧固在一起。这样，这两种螺钉中的一

种就可以认为是另一种的替代件。不同的机构可能认为它们具有不同的形状。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实体的应用应在基本产品的产品结构的相关环境中加以定义。通

过应用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所建立的关系无需是对称的，如果 Ｂ是 Ａ的替代产品，则不要

求 Ａ也是 Ｂ的替代产品。
ＥＸＰＲＥＳＳ描述：
）
ＥＮＴＩＴＹ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ｎａｍｅ ：ｌａｂｅｌ；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ｔｅｘｔ；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ｂａｓ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ｂａｓｉｓ ：ｔｅｘｔ；

ＵＮＩＱＵＥ
ＵＲ１：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ｅ，ｂａｓｅ；

ＷＨＥＲＥ
ＷＲ１：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ｅ：＜＞：ｂａｓｅ；

ＥＮＤ ＥＮＴＩＴＹ；
（
属性定义：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ｅ（替代产品）：可以用来代替基本产品的产品。
ｂａｓｅ（基本产品）：可用另一个产品作为替代产品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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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ｓｉｓ（基本原理）：说明替代产品适用性的基本原理和领域的文本描述。
形式限制：

ＵＲ１：替代产品与基本产品的组合应是唯一的。
ＷＲ１：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ｅ属性的实例不应与 ｂａｓｅ属性实例相同。

 产品定义应用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ｕｓａｇｅ（产品定义应用）是为提供在产品结构定义和管理的环境中使用 ＧＢ燉Ｔ
１６６５６．４１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实体的说明。这个说明把意义加到两个属性上：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相关的产品定义）和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被相关的产品定义）。

该实体的子类型表示所引用的一对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间不同类型的产品结构关系。一个子类型，
即 ｍａｋｅ ｆｒｏｍ ｕｓａｇｅ ｏｐｔｉｏｎ表示一个产品与另一个产品间的关系，其中一个产品是由另一个产品

制成的。另一个子类型，即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ｕｓａｇｅ表示一个部件与它的组成部分之一间的关系。
ＥＸＰＲＥＳＳ描述：
）
ＥＮＴＩＴＹ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ｕｓａｇｅ

ＳＵＰＥＲＴＹＰＥＯＦ（ＯＮＥＯＦ（ｍａｋｅ ｆｒｏｍ ｕｓａｇｅ ｏｐｔｉｏｎ，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ｕｓａｇｅ））
ＳＵＢＴＹＰＥ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ＵＮＩＱＵＥ
ＵＲ１：ＳＥＬＦ燋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ｉｄ，

ＳＥＬＦ燋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ＳＥＬＦ燋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ＷＨＥＲＥ
ＷＲ１：ａｃｙｃｌ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ＳＥＬＦ，
〔ＳＥＬＦ燋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ＣＨＥＭＡ．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ＵＳＡＧ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ＥＮＤ ＥＮＴＩＴＹ；
（
属性定义：

ＳＥＬＦ燋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ｉｄ：是用于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应用的标识符。它用于区

分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ｕｓａｇｅ一两个实例，其中一对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属性是相同的。
例 ５：当应用四个相同的螺栓去连接两个平板时，为了某种目的可能需要标识一个特定的螺栓，它

比其余的螺栓需要更大程度的扭转，则 ｉｄ（标识符）属性可用来标识这个特定螺栓的要求，尽管这四个螺

栓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ｕｓａｇｅ全都有同样的属性对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ＳＥＬＦ燋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相对于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来说它是由部件制成的或作为一个部件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ＳＥＬＦ燋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在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的部件中，它是出自所制成的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的哪一个

或是哪一个构件。
形式限制：

ＵＲ１：继 承 的 ｉｄ，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及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唯 一 地 标 识 一 个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ｕｓａｇｅ的一个实例。
ＷＲ１：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节点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ｕｓａｇｅ链的图结构应是非循环的。在这个图

６

﹩﹣燉 ．—



结构中，每一个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都不应是它自己的后辈节点。
注：这条规则使用了在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４１中定义的 ａｃｙｃｌ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函数。

 由应用选择制成

ｍａｋｅ ｆｒｏｍ ｕｓａｇｅ ｏｐｔｉｏｎ（由应用选择制成）标明一个产品是由另一个产品经过机加工或某种

其他未加规定的处理而制成的。
在 某 些 情 况 下，一 个 产 品 是 由 另 一 个 产 品 经 过 一 系 列 处 理 而 制 成 的，这 些 中 间 产 品 将 用 ｍａｋｅ

ｆｒｏｍ ｕｓａｇｅ ｏｐｔｉｏｎ实体关联起来。
一个要修改的产品可能是一个部件。

注：通常，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ｕｓａｇｅ不同于 ｍａｋｅ ｆｒｏｍ ｕｓａｇｅ ｏｐｔｉｏｎ，在那里，一个部件使用无需任何修改

该部件的组成部件。

ｍａｋｅ ｆｒｏｍ ｕｓａｇｅ ｏｐｔｉｏｎ适 用 于 由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表 示 的 设 计，而 不 是 实 际 的 设 计 件。
ｍａｋｅ ｆｒｏｍ ｕｓａｇｅ ｏｐｔｉｏｎ关系独立于任何特定制造的实体件的实例，并且由超类型实体继承的属性

引用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与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来表示。
一 个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可 以 是 多 个 ｍａｋｅ ｆｒｏｍ ｕｓａｇｅ ｏｐｔｉｏｎ关 系 的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ｔｉｏｎ，并 且 一 个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也 可 以 是 多 个 ｍａｋｅ ｆｒｏｍ ｕｓａｇｅ ｏｐｔｉｏｎ关 系 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此外，可以有引用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的同一个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和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对。
例 ６：考虑既可能由铸件、也可能由锻件加工轴的情况。轴、铸件和锻件这三者都由单独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实例来表示。存在有 ｍａｋｅ ｆｒｏｍ ｕｓａｇｅ ｏｐｔｉｏｎ实体的两个实例，一个是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轴和在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锻件间，另一个是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轴和在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铸件间。
ＥＸＰＲＥＳＳ描述：
）
ＥＮＴＩＴＹｍａｋｅ ｆｒｏｍ ｕｓａｇｅ ｏｐｔｉｏｎ

ＳＵＢＴＹＰＥ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ｕｓａｇｅ）；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ＩＮＴＥＧＥＲ；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ｔｅｘｔ；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ｕｎｉｔ；

ＷＨＥＲＥ
ＷＲ１：ｒａｎｋｉｎｇ＞０；

ＥＮＤ ＥＮＴＩＴＹ；
（
属性定义：

ＳＥＬＦ燋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由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
ｎｉｔｉｏｎ产品制成的一个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ＳＥＬＦ燋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由它制成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的一个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ｒａｎｋｉｎｇ（顺序）：在对于继承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属性的所有带有相同值的 ｍａｋｅ ｆｒｏｍ
ｕｓａｇｅ ｏｐｔｉｏｎ的实例间排列供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输入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使用的优先顺序

的整数。这是一个正整数，它仅当与共享同一个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的

ｍａｋｅ ｕｓａｇｅ ｏｐｔｉｏｎ的对应值相比较才有意义。这是一个相对的顺序值，而不是绝对的顺序值。较低

的值指示对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的较高的优先级，而较高的值指示较低

的优先级。

７

﹩﹣燉 ．—



注：在赋给这些值时应特别认真。如果不同的机构使用的值范围不同，且如果要合并由这些机构提供的数据集，且

在合并后，对单独的一个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在合并的文件中存在有来自两个

机构的多个 ｍａｋｅ ｆｒｏｍ ｕｓａｇｅ ｏｐｔｉｏｎ时，则这个属性可能产生非可比值。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顺序的原理说明）：适用于该顺序的原理描述的正文。
例 ７：ｒａｎｋ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的例子如成本及研制周期的长短。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数量）：能够由单件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制成的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的实际实例的个数。
形式限制：

ＷＲ１：顺序值应为正数。
非形式限制：

ＩＰ１：如果 ｍａｋｅ ｆｒｏｍ ｕｓａｇｅ ｏｐｔｉｏｎ．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ｖａｌｕ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由 ＮＵＭＢＥＲ来表示，则其值

应大于零。
 由应用选择组制成

ｍａｋｅ ｆｒｏｍ ｕｓａｇｅ ｏｐ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用于指明几个不同的产品可以由单一的产品制成。一个 ｍａｋｅ
ｆｒｏｍ ｕｓａｇｅ ｏｐ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实例应表示 ｍａｋｅ ｆｒｏｍ ｕｓａｇｅ ｏｐｔｉｏｎ实例的一个集合，这个集合定

义可能由另一个单个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制成的多个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一种可能的组合。
单个的产品约束由这种事实表示，即对于在单个 ｍａｋｅ ｆｒｏｍ ｕｓａｇｅ ｏｐ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集合中的所

有 ｍａｋｅ ｆｒｏｍ ｕｓａｇｅ ｏｐｔｉｏｎ实例来说，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应是同

样的。
例 ８：假设由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Ｄ表示的一个棒材可以切割两次，使之产生三个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产品 Ｘ、Ｙ和 Ｚ。那么，表示这种情况的 ｍａｋｅ ｆｒｏｍ ｕｓａｇｅ ｏｐ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应集合这三个

ｍａｋｅ ｆｒｏｍ ｕｓａｇｅ ｏｐｔｉｏｎ。如表 １所示：
表 １ 例 ８的 ｍａｋｅ ｆｒｏｍ ｕｓａｇｅ ｏｐ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标识符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数量

１ Ｘ Ｄ １

２ Ｙ Ｄ １

３ Ｚ Ｄ １

使用一个产品去制造多于一个的其他产品组合是可能的。
例 ９：棒材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Ｄ也可以切割产生两个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Ｘ和一个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

ｎｉｔｉｏｎＴ。在这种情况下，相应的 ｍａｋｅ ｆｒｏｍ ｕｓａｇｅ ｏｐ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应集合示于表 ２中的下面的 ｍａｋｅ
ｆｒｏｍ ｕｓａｇｅ ｏｐｔｉｏｎ。

表 ２ 例 ９的 ｍａｋｅ ｆｒｏｍ ｕｓａｇｅ ｏｐ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标识符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数量

２ Ｘ Ｄ ２

１ Ｔ Ｄ １

一个单个的 ｍａｋｅ ｆｒｏｍ ｕｓａｇｅ ｏｐｔｉｏｎ实例可以是多个 ｍａｋｅ ｆｒｏｍ ｕｓａｇｅ ｏｐ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的

一部分。
ＥＸＰＲＥＳＳ描述：
）
ＥＮＴＩＴＹｍａｋｅ ｆｒｏｍ ｕｓａｇｅ ｏｐ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ｍｅｍｂｅｒｓ：ＳＥＴ［２∶？］ＯＦｍａｋｅ ｆｒｏｍ ｕｓａｇｅ ｏｐｔｉｏｎ；

８

﹩﹣燉 ．—



ＷＨＥＲＥ
ＷＲ１：ＳＩＺＥＯＦ（ＱＵＥＲＹ（ｅｘａｍｐｌｅ＜ ｍｅｍｂｅｒｓ燏ｅｘａｍｐｌ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ｍｅｍｂｅｒｓ［１］．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ＳＩＺＥＯＦ（ｍｅｍｂｅｒｓ）；

ＥＮＤ ＥＮＴＩＴＹ；
（
属性定义：

ｍｅｍｂｅｒｓ（成员）：能够由同一个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制成的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实例的 ｍａｋｅ ｆｒｏｍ ｕｓａｇｅ ｏｐｔｉｏｎ实例的集合。
形式限制：

ＷＲ１：所有的 ｍｅｍｂｅｒｓ的实例对于它们各自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应共享同一个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的实例。

 部件构件应用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ｕｓａｇｅ把一个组成部分同它的部件联系起来。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ｕｓ
ａｇｅ实体是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ｕｓａｇｅ实体的子类型，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ｕｓａｇｅ实体在下述三种产品

结构之一中建立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间的关系：
——物料单（ＢＯＭ）结构；
——零件表结构；
——约定使用结构。
在本标准中，规定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ｕｓａｇｅ实体有四个子类型：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ｄ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ｕｓａｇｅ；
——ｎｅｘｔ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ｐｒｏｍｉｓｓｏｒｙ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ｄ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ｕｓａｇｅ表示一个组成部分与一个部件间的关系，其中，对于离

散的组成部分，由单个的组成部分及表示其具体值个数的数量来表示该组成部分的几个具体值。该数量

对非离散组成部分来说是度量的单位，而不是无单位的数值。ｎｅｘｔ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表示

在一个产品结构中一个构件与直接连接的部件间的关系。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适用于

表示一个后辈构件和任一高层的前辈部件间的显式关系。ｐｒｏｍｉｓｓｏｒｙ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适用于表示

在中间组成部分及其关系尚未确定时，一个较低层的组成部分和一个较高层的部件间的预期关系。
在一个 ＢＯＭ 结构中，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实体表示节点，而 ｎｅｘｔ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或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ｄ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ｕｓａｇｅ实体表示链。
在零件表树结构中，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实体表示根节点。ｎｅｘｔ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实

体表示该结构各中间层的节点。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实体可成为到该结构较高层的

链。
在约定使用结构中，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实体表示节点，而 ｐｒｏｍｉｓｓｏｒｙ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实体表

示节点间的链。
注：为了本实体易于在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的其他部分中扩展，本实体的 ＳＵＰＥＲＴＹＰＥ子句仅是部分明确的。如果在本标

准中所定义的子类型是全部的类别，则本实体的 ＳＵＰＥＲＴＹＰＥ子句应严格地写为：

ＳＵＰＥＲＴＹＰＥＯＦ（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ｄ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ｕｓａｇｅＡＮＤＯＲ

ＯＮＥＯＦ（ｎｅｘｔ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ｐｒｏｍｉｓｓｏｒｙ ｕｓａｇｅ ｏｃ

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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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ＮＴＩＴＹａｓｓｅｍｌ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ｕｓａｇｅ

ＳＵＰＥＲＴＹＰＥＯＦ（ＯＮＥＯＦ（ｎｅｘｔ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ｐｒｏｍｉｓｓｏｒｙ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ＳＵＢＴＹＰＥ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ｕｓａｇ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ｏｒ：ＯＰＴＩＯＮ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

ＥＮＤ ＥＮＴＩＴＹ；
（
属性定义：

ＳＥＬＦ燋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是 一 个 部 件，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是它的组成部分。

ＳＥＬＦ燋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是一个组成部分，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是它的父部件。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ｏｒ（引用指示符）：除了从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继承的 ｉｄ属性外的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ｕｓａｇｅ标识符。
注：引用指示符属性可能要被应用协议约束为是唯一的。

 定量的部件构件应用

在有必要指明一个部件中使用的子组成部分的数量时，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ｄ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ｕｓａｇｅ
建立该部件与其组成部分之一的关系。

注：通常，对生产计划或材料计划来说，一个组成部分的若干个具体值要合起来，并且要规定一个数量，以指明有若

干个具体值。典型的例子是用于飞机结构连接的铆钉具体值的规定及指示用于整架飞机的这种铆钉的个数。如

果所使用的铆钉的每个具体值都要规定，则可以使用 ｎｅｘｔ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实体。在这种情况下，
铆钉具体值的个数将与 ｎｅｘｔ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的实例一样多。

ＥＸＰＲＥＳＳ描述：
）
ＥＮＴＩＴＹ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ｄ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ｕｓａｇｅ
ＳＵＢＴＹＰＥＯＦ（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ｕｓａｇ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ｍｅａｓ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ｕｎｉｔ；
ＥＮＤ ＥＮＴＩＴＹ；
（
属性定义：

ＳＥＬＦ燋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是 一 个 部 件，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是它的组成部分，并且在此边指定了该组成部分的数量。

ＳＥＬＦ燋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是一个组成部分，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是它的父部件，并且在此也指定了该组成部分的数量。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数量）：用于该部件的该组成部分个数或多少的度量。
非形式限制：

ＩＰ１：如 果 用 ＮＵＭＢＥＲ表 示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ｄ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ｕｓａｇ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ｖａｌｕｅ ｃｏｍｐｏ
ｎｅｎｔ，则它的值应大于零。
 邻接部件应用具体值

ｎｅｘｔ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是在产品结构中一个子组成部分及它的直接父部件间的 关

系。这提供了组成部分各具体值的应用。为了给一个组成部分赋予位置和方向，可通过另一个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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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ｘｔ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的实例来表示该组成部分的应用。
注

１ 本标准的任何实体都不提供位置和方向的信息，但可借助于使用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４２和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４３中定义的

适当能力来提供。通过在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４１中定义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ｓｈａｐｅ实体，一个部件的组成部分的具

体值的表示可与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４２和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４３的机制连起来。一个组成部分相对于它的部件的位置和方

向可应用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４３中定义变换计算出来。

２ 通过顺序地追索一个 ｎｅｘｔ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实例结构，一种应用算法可导出产品的订货零件表。
一种类似的算法可用于计算出 ＢＯＭ 中相对于高层部件的每个组成部分的每个具体值的位置和方向。

３ 当这个实体用于确定一个组成部分相对于其部件的位置时，则它就要被如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４１中定义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ｓｈａｐｅ实体所引用。

ＥＸＰＲＥＳＳ描述：
）
ＥＮＴＩＴＹｎｅｘｔ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ＳＵＢＴＹＰＥＯＦ（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ｕｓａｇｅ）；
ＥＮＤ ＥＮＴＩＴＹ；
（
属性定义：

ＳＥＬＦ燋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是 一 个 部 件，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是它的直接组成部分。

ＳＥＬＦ燋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是一个组成部分，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是它的直接父部件。
 给定的高层应用具体值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规定一个组成部分和一个部件间的关系，该部件不是该组成

部分的直接父部件。
如果给定了一个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则应用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

ｒｅｎｃｅ的相继实例也标识出该组成部分与该部件间的整个路径。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的相继实例标识了由主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规定在该部件与其组成部分间存在的所

有中间组成部分和部件的关系。
要规定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的组成部分与部件间的关系通过继承属性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和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的关系来获得。
在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的主实例中，两个属性（ｕｐｐｅｒ ｕｓａｇｅ（上层应用）和 ｎｅｘｔ

ｕｓａｇｅ（邻接应用）将分别规定 ｎｅｘｔ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ｕｓａｇｅ，它

们一起将提供规定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的从组成部分到该部件的路径的定义。为了保

证 ｎｅｘｔ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ｕｓａｇｅ一起构成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所要求的整个路径，要求由 ｕｐｐｅｒ ｕｓａｇｅ引用的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ｕｓａｇｅ实体

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属性的实例与由 ｎｅｘｔ ｕｓａｇｅ引用的 ｎｅｘｔ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
ｒｅｎｃｅ实体的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属性的实例是相同的。ｎｅｘｔ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属性应与要规定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属性的实例相同。由属性 ｕｐｐｅｒ ｕｓａｇｅ引用的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ｕｓａｇｅ实体

的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属性应与要规定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的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属性的实例相同。

如果由 ｕｐｐｅｒ ｕｓａｇｅ属性引用的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ｕｓａｇｅ不是一个 ｎｅｘｔ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则它将是一个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这个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

ｃｕｒｒｅｎｃｅ应具有如上一段描述所定义的 ｕｐｐｅｒ ｕｓａｇｅ和 ｎｅｘｔ ｕｓａｇｅ属性，以规定主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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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的更进一步的路径。这个递归特性应继续到 ｕｐｐｅｒ ｕｓａｇｅ属性引用是 ｎｅｘｔ ａｓ
ｓｅｍｂｌｙ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的一个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ｕｓａｇｅ实体为止。此时，即利用其组成部分

和部件关系及它们之间的整个路径两者完全地规定了主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为了完整地规定一个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还应定义全部必要的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ｃｏｍ

ｐｏｎｅｎｔ ｕｓａｇｅ实例。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实体支持零件表树结构的表示。典型地，它适用于定义零件

表的一些部分，即在一个部件中包含与某些特性相联的特定组成部分。
注：附录 Ｅ含有该实体的例子及描述它与本样式其他实体间关系的图。

ＥＸＰＲＥＳＳ描述：
）
ＥＮＴＩＴＹ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ＳＵＢＴＹＰＥＯＦ（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ｕｓａｇｅ）；
ｕｐｐ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ｕｓａｇｅ；
ｎｅｘｔ ｕｓａｇｅ ：ｎｅｘｔ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ＵＮＩＱＵＥ
ＵＲ１：ｕｐｐｅｒ ｕｓａｇｅ，ｎｅｘｔ ｕｓａｇｅ；

ＷＨＥＲＥ
ＷＲ１：ＳＥＬＦ：＜＞：ｕｐｐｅｒｕｓａｇｅ；
ＷＲ２：ＳＥＬＦ燋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ｕｐｐｅｒ ｕｓａｇｅ．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ＷＲ３：ＳＥＬＦ燋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ｎｅｘｔ ｕｓａｇ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ＷＲ４：ｕｐｐｅｒ ｕｓａｇ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ｎｅｘｔ ｕｓａｇｅ．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ＷＲ５：ＮＯＴ（′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ＣＨＥＭＡ．ＰＲＯＭＩＳＳＯＲＹ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

ＲＥＮＣＥ′ＩＮ
ＴＹＰＥＯＦ（ｕｐｐ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ＥＮＤ ＥＮＴＩＴＹ；
（
属性定义：

ｕｐｐｅｒ ｕｓａｇｅ：是该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与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属性实

例相同的且由属性 ｎｅｘｔ ｕｓａｇｅ引用的 ｎｅｘｔ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的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
ｎｉｔｉｏｎ与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属性实例相同的一个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ｕｓａｇｅ。

ｎｅｘｔ ｕｓａｇｅ：是该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与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属性实例

相同的且由属性 ｕｐｐｅｒ ｕｓａｇｅ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属性引用的产品定义与属性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引用的产品定义实例相同的一个 ｎｅｘｔ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注：说明这两个属性实例的原理见图 Ｅ６。

ＳＥＬＦ燋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的部件产品定义的继承属性。

ＳＥＬＦ燋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的组成部分产品定义的继承属性。
形式限制：

ＵＲ１：ｕｐｐｅｒ ｕｓａｇｅ与 ｎｅｘｔ ｕｓａｇｅ属性的组合应是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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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Ｒ１：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的实例不应与 ｕｐｐｅｒ ｕｓａｇｅ的实例相同。
ＷＲ２：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的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即部件）应当是 ｕｐ

ｐｅｒ ｕｓａｇｅ的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即部件）与产品定义实例相同的。
ＷＲ３：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即组成部分）应当是

ｎｅｘｔ ｕｓａｇｅ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与产品定义实例相同的。
ＷＲ４：ｕｐｐｅｒ ｕｓａｇｅ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即组成部分）应当是 ｎｅｘｔ ｕｓａｇｅ的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即部件）与产品定义实例相同的。
ＷＲ５：ｕｐｐｅｒ ｕｓａｇｅ属性的类型不应是 ｐｒｏｍｉｓｓｏｒｙ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约定应用具体值

ｐｒｏｍｉｓｓｏｒｙ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的目的是要在一个部件的产品定义中使用组成部分的产品定义。
即在产品结构的定义不完整时使用它。在这种状况下，它仍可能把一个部件和一个组成部分联系起来，
以达到使用组成部分的目的。
ＥＸＰＲＥＳＳ描述：
）
ＥＮＴＩＴＹｐｒｏｍｉｓｓｏｒｙ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ＳＵＢＴＹＰＥＯＦ（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ｕｓａｇｅ）；
ＥＮＤ ＥＮＴＩＴＹ；
（
属性定义：
ＳＥＬＦ燋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是一个部件，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该产品结构细节的定义是不完整的。

ＳＥＬＦ燋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是一个组成部分，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是它的一个部件，并且该产品结构细节的定义是不完整的。
 部件构件应用的代用件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ｕｓａｇｅ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部件构件应用的代用件）规定在给定部件的环境中，一

个组成部分可用作另一个组成部分的代用件。
代用件组成部分的实例不要求占有同样的空间关系或同样的数量。代用件组成部分也不要求与被

代用的组成部分的形状、装配和功能是等价的。
本实体仅定义一种代用方法。在一给定的环境中，如果规定 Ａ为 Ｂ的代用件，这不等于设定 Ｂ为 Ａ

的代用件，除非在本实体的另一个实例中作了明确的规定。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ｕｓａｇｅ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实体能够在一个较低层的组成部分建立新版本时用于

避免所有较高层的部件的重标识。
ＥＸＰＲＥＳＳ描述：
）
ＥＮＴＩＴＹ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ｕｓａｇｅ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

ｎａｍｅ ：ｌａｂｅｌ；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ｔｅｘｔ；
ｂａｓｅ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ｕｓａｇｅ；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ｕｓａｇｅ；

ＵＮＩＱＵＥ
ＵＲ１：ｂａｓｅ，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

ＷＨＥＲＥ
ＷＲ１：ｂａｓｅ．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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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ＷＲ２：ｂａｓｅ：＜＞：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

ＥＮＤ ＥＮＴＩＴＹ；
（
属性定义：

ｂａｓｅ（基本件）：是一个可以应用代用件的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ｕｓａｇｅ。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代用件）：是可以用来替代基本件的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ｕｓａｇｅ。

形式限制：
ＵＲ１：基本件与代用件属性的组合应是唯一的。
ＷＲ１：基本件属性与代用件属性两者的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属性值应是相同的。即它们

应指的是同一个部件的产品定义。
ＷＲ２：基本件与代用件属性不应是同样的实例。

）
ＥＮＤ ＳＣＨＥＭＡ；——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ｃｈｅｍａ
（

 产品概念模式

下面的 ＥＸＰＲＥＳＳ描述建立了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ｓｃｈｅｍａ（产品概念模式），并标明了必要的外部

引用。
ＥＸＰＲＥＳＳ描述：
）
ＳＣＨＥＭＡｐｒｏｄｕｃ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ｓｃｈｅｍ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ＯＭ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ｃｈｅｍａ
（ｔｅｘｔ，ｌａｂｅ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ＯＭ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ｓｃｈｅｍ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ｃｏｎｔｅｘｔ）；

（
注：上面所引用的模式可在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的下列部分中找到：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ｃｈｅｍａ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４１；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ｓｃｈｅｍａ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４１。

 引言

产品概念模式的讨论对象是按客户需要而定义的产品设想，即产品的概念。产品概念可存在于产品

定义之前。一个产品概念标识产品特征或能力的一种选择。
 基本概念与设定

对一个产品概念设定了下述特性：
——一个产品概念标志一个按客户需要所理解的可交付使用的产品。产品概念通常用于标识产品

特征或能力的一种选择。
——产品概念可由若干个配置项构成（见 ６３１）。
——产品概念可在没有产品或产品版本的情况下存在。

 产品概念模式的实体定义：产品概念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是按客户需要而定义的一个产品的设想。产品概念及其特征可标识为配置项，以

控制它们的制造。
注：ｐｒｏｄｕｃ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通常对应一个机构为客户所制造的最高层项。它可以由客户标识的或根据客户需要推导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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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组产品特征来表示。产品概念的定义一般是市场驱动的。

例 １０：如果一个机构制造汽车和汽车发动机，则这种汽车用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实例来表示。
如果另一个机构生产汽车发动机，则发动机在该机构中将作为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来表示。

ＥＸＰＲＥＳＳ描述

）
ＥＮＴＩＴＹｐｒｏｄｕｃ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ｉ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
ｎａｍｅ ：ｌａｂｅｌ；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ｔｅｘ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ＵＮＩＱＵＥ
ＵＲ１ ：ｉｄ；

ＥＮＤ ＥＮＴＩＴＹ；
（
属性定义：

ｉｄ（标识符）：ｐｒｏｄｕｃ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实例的标识符。
例 １１：ｉｄ可以是一个销售模型号。
ｎａｍｅ（名）：ｐｒｏｄｕｃ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的一个描述标识符。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描述）：ｐｒｏｄｕｃ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的正文描述。

注 １：这个属性可用于传递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的用途、功能、及所选择的特点。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ｎｔｅｘｔ（市场环境）：在其中定义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的市场环境。
注 ２：这个属性的值将在应用协议中定义。

形式限制：
ＵＲ１：ｉｄ属性值应是唯一的。

）
ＥＮＤ ＳＣＨＥＭＡ；——ｐｒｏｄｕｃ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ｓｃｈｅｍａ
（

 配置管理模式

下面的 ＥＸＰＲＥＳＳ描述建立了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ｈｅｍａ（配置管理模式），并标明了必

要的外部引用。
ＥＸＰＲＥＳＳ描述：
）
ＳＣＨＥＭＡｃｏｎｆｉｎ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ｈｅｍａ；

ＲＥＲ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Ｏ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ＲＥＲ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Ｏ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ａ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ＲＥＲ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Ｏ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ｓｃｈｅｍａ（ｐｒｏｄｕｃ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Ｏ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ｃｈｅｍ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ｕｓａｇ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ＯＭ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ｃｈｅ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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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ｘｔ，ｌａｂｅ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ｂａｇ ｔｏ ｓｅｔ）；
（

注：上面所引用的模式可在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的下列部分中找到：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ｃｈｅｍａ 见第 ６章；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ａ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４１；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ｓｃｈｅｍａ 见第 ５章；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ａ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４１；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ｃｈｅｍａ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４１；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ｓｃｈｅｍａ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４１。

 引言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ｈｅｍａ的讨论对象是为计划产品的制造而建立产品适当版本的联

系。已计划要进行生产的产品称为 ｃｏｎｆｉｎ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配置项），对于进行配置管理机构的客户来说，
配置项通常是可见的。

本模式还提供记录所建立的联系的能力，致使联系的跟踪成为可能。
配置管理的功能用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ｉｇｎ（配置设计）、及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

ｆｅｃｔｉｖｉｔｙ（配置的有效性）来实现。
本标准的配置管理模式包括下述概念：
——配置项及由它们形成一个组成部分的有关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产品概念）的标识。
——实现配置项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产品定义生成）的标识。
——为建立一个配置项的产品适当版本的联系。这种联系称为配置的有效性。
——应用配置有效性有三种方法，即：

ａ）ｓｅｒｉ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ｉｔｙ（序号的有效性），这种配置的有效性建立在所制造产品的编

顺序号实例的基础上。
ｂ）ｄａｔ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ｉｔｙ（日期的有效性），这种配置的有效性建立在所要制造产品的日期实例的

基础上。
ｃ）ｌｏ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ｉｔｙ（批的有效性），这种配置的有效性建立在所制造产品的批实例的基础上。

注：ｓｅｒｉ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ｄａｔ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ｉｔｙ和 ｌｏ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ｉｔｙ的定义在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４１—１９９９的 ４１１中

给出。

 基本概念与设定

下面是有关配置管理的基本概念：
——在一个机构中的配置管理可应用于由该机构制造的产品和产品的部件。由销售商提供的外购

件的配置不包括在内；
例 １２：由一个销售商提供的专用电机。购买的机构的配置管理不考虑该电机的各个零件。
——一个机构确定的哪些产品在它的配置管理的控制之下，这些产品便成为该机构的配置项。这些

配置项是作为低层组成部分有效性管理集中点的高层功能元素。
 配置管理模式的实体定义

 配置项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用于管理实际制造单元的组成部分的合成。在一个机构中的全部配置管理都

用这些配置项来完成。
一个配置项可以是一个完整的产品概念或者是它的某个部分。
一个配置项的建立可能先于对应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的存在。
配置项与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间的联系用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ｉｇｎ来建立。
一个配置项仅与一个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相关联。

ＥＸＰＲＥＳＳ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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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ＮＴＩＴＹ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

ｉ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
ｎａｍｅ ：ｌａｂｅｌ；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ｘｔ；
ｉｔｅｍ ｃｏｎｃｅｐｔ：ｐｒｏｄｕｃ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ｂｅｌ；

ＵＮＩＱＵＥ
ＵＲ１：ｉｄ；

ＥＮＤ ＥＮＴＩＴＹ；
（
属性定义：

ｉｄ（标识符）：配置项实例的标识符。
ｎａｍｅ（名）：配置项的描述标识符。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描述）：配置项的正文描述。

注：典型正文描述标识配置项的说明或功能。

ｉｔｅｍ ｃｏｎｃｅｐｔ（项概念）：与配置项相关联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ｐｕｒｐｏｓｅ（用途）：提供项概念建立理由的描述标签。

形式限制：
ＵＲ１：ｉｄ属性值应是唯一的。

 配置设计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ｉｇｎ把一个配置控制的项和试图实现该项的产品设计联系起来。因此，配置设计

实体表示一个配置项与产品定义生成的联系，以规定一项设计是对应某个特定的配置项。
注：在任何实际单元计划之前及在任何设计细节建立之前，由机构建立这个联系。

ＥＸＰＲＥＳＳ描述：
）
ＥＮＴＩＴＹ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ｉｇｎ；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
ｄｅｓｉｇ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ＱＵＥ
ＵＲ１：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ｉｇｎ；

ＥＮＤ ＥＮＴＩＴＹ；
（
属性定义：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配置项）：一个配置项，其规定，与该配置项相关联的作为实际制造单元候选的一个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ｉｇｎ（设计）：表示一项设计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它是与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属性相关联

的、用于实际制造单元的候选者。
形式限制：

ＵＲ１：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属性与 ｄｅｓｉｇｎ属性的组合应是唯一的。
 配置的有效性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ｉｔｙ定义在配置控制下的项的公用有效性属性。一个机构使用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ｉｔｙ实体去规定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ｕｓａｇｅ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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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１３：一个用户可能需要规定一个对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是有效的某个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ｕｓ
ａｇｅ。一个 ２００马力的发动机从某个日期开始是有效的。在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ｉｔｙ实体中，对 ２００马

力发动机的这个信息的获得先于任何生产计划的实际存在。
注：在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４１中定义了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ｉｔｙ的另一个子类型。这个实体的实例也可以是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ｕｍｅｒ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ｉ

ｔｙ，ｄａｔ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ｉｔｙ或 ｌｏ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ｉｔｙ的实例。

ＥＸＰＲＥＳＳ描述：
）
ＥＮＴＩＴＹ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ＳＵＢＴＹＰＥ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ｉｇｎ；

ＵＮＩＱＵＥ
ＵＲ１：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ｕｓａｇｅ，
ｉｄ；

ＷＨＥＲＥ
ＷＲ１：ＳＥＬＦ燋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ｕｓａｇｅ．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ＩＮ ＵＳＥＤＩＮ

（ＳＥＬＦ．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ｉｇ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ｂａｇ ｔｏ ｓｅｔ）（ＵＳＥＤＩＮ

（ＳＥＬＦ．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ｉｇ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ＣＨＥＭ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ＵＳＡＧＥ′）；

ＷＲ２：′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ＣＨＥＭＡ．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ＵＳＡＧＥ′ＩＮ
ＴＹＰＥＯＦ（ＳＥＬＦ燋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ｕｓａｇｅ）；

ＥＮＤ ＥＮＴＩＴＹ；
（
属性定义：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配置设计）：对配置有效性的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ｉｇｎ，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ｉｔｙ是有

效的。
形式限制：

ＵＲ１：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属性、ｕｓａｇｅ属性及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属性的组合应是唯一的。
ＷＲ１：该 ｕｓａｇｅ系指由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引用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的一个组成部分。
ＷＲ２：该 ｕｓａｇｅ应是一个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ｕｓａｇｅ。

）
ＥＮＤ ＳＣＨＥＭＡ；——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ｈｅｍ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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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标准的附录）

实 体 简 名

表 Ａ１提供了本标准中规定的实体的简名。使用简名的要求可在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所包括的实现方法

中找到。
表 Ａ１ 实体简名

实 体 名 简 名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Ｅ ＲＰＯＤＵＣ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ＬＰＲＲ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ＵＳＡＧＥ ＡＤＣＭＵＳ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ＵＳＡＧＥ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 ＡＣＵＳ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ＩＧＮ ＣＮＦＤＳＧ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ＮＦＥＦＦ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 ＣＮＦＩＴＭ

ＭＡＫＥ ＦＲＯＭ ＵＳＡＧＥ ＯＰＴＩＯＮ ＭＦＵＯ

ＭＡＫＥ ＦＲＯＭ ＵＳＡＧＥ ＯＰ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ＭＦＵＯＧ

ＮＥＸＴ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ＮＡＵＯ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ＰＲＤＣＮ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ＵＳＡＧＥ ＰＲＤＦＵＳ

ＰＲＯＭＩＳＳＯＲＹ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ＰＲＵＳＯＣ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Ｄ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ＵＳＡＧＥ ＱＡＣＵ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ＳＨＵＯ

附 录 ﹣
（标准的附录）
信息对象注册

﹣ 文件的标识

为 了 在 开 放 系 统 中 对 信 息 对 象 提 供 无 二 义 性 的 标 识，分 配 给 本 标 准 的 对 象 标 识 符 （等 同 于

ＩＳＯ１０３０３４４的对象标识符）为：
｛ｉｓｏ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１０３０３ｐａｒｔ（４４）ｖｅｒｓｉｏｎ（１）｝

这个值的意义在 ＧＢ燉Ｔ１６２６２中定义，且在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１中描述。

﹣ 模式的标识

在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１中进一步描述了 ＧＢ燉Ｔ１６２６２如何用于标识各个模式。
本标准包含三个模式，为了在开放系统中提供模式的无二义性标识，分配给每个模式一个唯一的对

象标识符。
﹣ 产品结构模式的标识

分配给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ｃｈｅｍａ（见第 ４章）的对象标识符（等同采用 ＩＳＯ１０３０３４４中该模式的

标识符）为：
｛ｉｓｏ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１０３０３ｐａｒｔ（４４）ｖｅｒｓｉｏｎ（１）ｏｂｊｅｃｔ（１）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ｃｈｅｍａ（１）｝

﹣ 产品概念模式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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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给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ｓｃｈｅｍ的对象标识符（等同采用 ＩＳＯ１０３０３４４中该模式的标识符）为：
｛ｉｓｏ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１０３０３ｐａｒｔ（４４）ｖｅｒｓｉｏｎ（１）ｏｂｊｅｃｔ（１）ｐｒｏｄｕｃｔ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ｃｈｅｍａ（２）｝

﹣ 配置管理模式的标识

分配给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ｈｅｍａ的对象标识符（等同采用 ＩＳＯ１０３０３４４中该标识的

标识符）为：
｛ｉｓｏ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１０３０３ｐａｒｔ（４４）ｖｅｒｓｉｏｎ（１）ｏｂｊｅｃｔ（１）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ｃｈｅｍａ（３）｝

附 录 ﹤
（提示的附录）

计算机可识的清单

本附录提供在本标准中规定的实体简名及其对应的实体名、以及 ＥＸＰＲＥＳＳ构造的清单。不包括正

文或注释。本附录仅以计算机可识的形式提供。
注：以计算机可识的形式所提供的信息是提示性的；标准的正文包含在本标准的文本中。

附 录 ﹥
（提示的附录）

图形模型的表示

在下面的图中提供了本标准第 ４章～第 ６章中定义的诸模式的 ＥＸＰＲＥＳＳＧ图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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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Ｄ１ 产品结构模式的 ＥＸＰＲＥＳＳ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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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Ｄ２ 产品概念模式的 ＥＸＰＲＥＳＳ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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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Ｄ３ 配置管理模式的 ＥＸＰＲＥＳＳＧ

附 录 ﹦
（提示的附录）

范 例

﹦ 引言

为了描述一个产品的组成和结构，工业界常使用产品结构报告。大多数产品是用其他部件和构件装

配而成的。产品结构报告提供关于所使用的部件和构件的细节。
注：见第 ３章中的定义。

本附录给出了产品结构报告的几个例子。此外，还概述了利用本标准去生成这些报告的可能性，其

焦点是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模式。

﹦ 一个机械装配产品的范例

本段用图和文字两种方法描述了一个称为“第 ４４部分的范例产品”的假想的机械装配产品。这个装

配构成了说明不同类型的产品结构报告（如下一段中的 ＢＯＭ 和零件表）的基础。这个产品的建模使用

了本标准前面所定义的各种实体。这个范例产品的三维图样见图 Ｅ１，该产品结构的图示见图 Ｅ２。
该范例产品表示由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构成的一个简单的机械装配，即：一个作为底板的大金属板，

及两个固定在底板上的同样的 Ｌ型支架部件。Ｌ型支架部件的每一个都使用三个螺母和螺杆，并通过在

底板上钻出的三个孔固定在底板上。这两个 Ｌ型支架本身为支持一个杆件也钻有一个孔，该杆件由一

个螺纹杆和固定杆件两端的螺母构成。螺纹杆和 Ｌ型支架中所使用的螺母的尺寸是相同的。这个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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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具有这样一个结构，即它由几个部件（这些部件中有的还包含部件，即子部件）及若干单个零件构

成。

图 Ｅ１ 第 ４４部分的范例产品

第４４部分的范例产品

板 ＬＢＡ—１． ＬＢＡ—２． 杆件

３． ３． ２．

ＮＢＡ． ＮＢＡ．

Ｌ型支架 Ｌ型支架 螺母 杆

螺母 螺杆 螺母 螺杆

缩写词

ＬＢＡ Ｌ型支架部件

ＮＢＡ 螺母－螺杆部件

图 Ｅ２ 第 ４４部分的范例产品：图形产品结构

﹦ 产品结构报告的例子

产品结构报告可以把一个部件分解成多层细目。这些细目包括分解程度、所使用的子部件和构件的

数量、子部件与构件的位置和方向、以及用于制成其他产品的产品。细目的各层包括：
——分解程度：

ａ）单层：单个部件及其直接组成部分的子部件或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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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多层：一个或多个部件，其中至少有一个子部件被进一步分解。
——分解类型：

ａ）扩展型的：标识用于制造一个或多个构件的产品；
ｂ）爆炸型的：对一个部件最终所描述的全部子部件，按照它们的构件同时进行单层的分解；
ｃ）展平型的：通过其构件来描述的一个部件；不描述其子部件；
ｄ）数值型的：对于一个给定的分解层，用其数量或总数仅一次来描述第一个子部件和构件；
ｅ）具体值型的：对于一个给定的分解层，用另一个子部件或构件来描述它的每一个子部件和

构件，尽管它们可能是相同的；
ｆ）标记具体值型的：这是一个具体值型的分解，其中每个子部件和构件都加了标记；
ｇ）定位型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与相对于它的直接部件的坐标系的位置和方向联系起来。

——分解格式：
每一层分解都比前一层分解缩格排印。
现在，用“第 ４４部分的范例产品”给出具有混合上面列举的特点的典型报告的例子。

﹦ 例：数值、多层、缩排型产品结构报告

每一个部件、子部件和零件都放在新的一行上。可以给出指明组成部分数量或总数的数值。通过缩

格排印指明层的嵌套，同一层的组成部分的缩格数相同。这个报告指示“第 ４４部分的范例产品”有两个

Ｌ型支架部件，且每一个都包含三个螺母—螺杆部件；一个杆件包含两个螺母和一个螺杆。
第 ４４部分的范例产品

板

Ｌ型支架部件 （２）
Ｌ型支架

螺母—螺杆部件 （３）
螺母

螺杆

杆件

螺杆

螺母 （２）
﹦ 例：标记具体值、多层、缩排型产品结构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把该产品结构分解到结构的最底层，一个标号从上向下直到最底层地赋给每一个子

部件和构件，例如螺母—１—１。利用这种形式，在完整的产品结构中能唯一地引用所有的子部件和构件，
并且可同其他的子部件和构件加以区分。能够检索螺母—２—１（第 ２个 Ｌ型支架部件的第 １个螺母）并

且可以把它同螺母—螺杆—２（杆件的第 ２个螺母）区别开来。
第 ４４部分的范例产品

板—１：板

Ｌ型支架部件—１：Ｌ型支架部件

Ｌ型支架—１—１：Ｌ型支架

螺母—螺杆部件—１—１：螺母—螺杆部件

螺母—１—１：螺母

螺杆—１—１：螺杆

螺母—螺杆部件—１—２：螺母—螺杆部件

螺母—１—２：螺母

螺杆—１—２：螺杆

螺母—螺杆部件—１—３：螺母—螺杆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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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母—１—３：螺母

螺杆—１—３：螺杆

Ｌ型支架部件—２：Ｌ型支架部件

Ｌ型支架—２—１：Ｌ型支架

螺母—螺杆部件—２—１：螺母—螺杆部件

螺母—２—１：螺母

螺杆—２—１：螺杆

螺母—螺杆部件—２—２：螺母—螺杆部件

螺母—２—２：螺母

螺杆—２—２：螺杆

螺母—螺杆部件—２—３：螺母—螺杆部件

螺母—２—３：螺母

螺杆—２—３：螺杆

杆件—１：杆件

螺杆—１：螺杆

螺母—螺杆—１：螺母

螺母—螺杆—２：螺母

﹦ 例：数值、多层、缩排、扩展型产品结构报告

这份报告包括每个组成部分的个数。这份报告是扩展型的，因为它引用了制成某些构件的产品，例

如，底板用金属板制成。
第 ４４部分的范例产品

板

金属板

Ｌ型支架部件 （２）
Ｌ型支架

金属板

螺母—螺杆部件 （３）
螺母

螺杆

杆件

螺杆

棒材

螺母 （２）

﹦ ﹣ 和零件表的数据结构

为了使一个允许的应用能生成上一节中各种产品结构报告所期望的正常信息，就需要这些信息按

数据结构的表示进行物理存贮。这个范例引进两种可用于表示其信息的数据结构，即在 Ｅ４１与 Ｅ４２
定义的 ＢＯＭ 数据结构与零件表数据结构。
﹦ ＢＯＭ 数据结构

ＢＯＭ 数据结构适用于表示部件的产品结构的情况。它仅通过使用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ｕｓａｇｅ实体来表示部件的结构，并且对于每一种参与该结构的产品仅包含单一产品定义的

一个实例。在上面的范例产品中虽然规定使用 ８个螺母，但是在表示这个结构的 ＢＯＭ 数据结构中仅有

表示一个螺母的一个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实体的实例，并且这个单一实体还表示了全部 ８个螺杆（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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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３）。
ＢＯＭ 数 据 结 构 支 持 两 个 特 定 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间 多 种 关 系 的 表 示。这 个 表 示 使 用 了 多 个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ｕｓａｇｅ实体，其属性指向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的两个实例。为了指明在该范例产品

中有三个螺母—螺杆部件，该数据结构仅含有螺母—螺杆部件的一个实例，但是含有把这一个实例连接

到父部件的三个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ｕｓａｇｅ实体的实例。
这类 ＢＯＭ 数据结构对包含在任何部件中的每个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实体的构件是不能区分的。因

此，虽然 Ｌ型支架部件含有三个螺母—螺杆部件，它们每一个的本身又都包含一个螺母和一个螺杆，但

在 Ｌ型支架部件中无法区分单个的螺杆或螺母。

第４４部分的范例产品

杆件板 Ｌ型支架部件

螺母—螺杆部件

Ｌ型支架

螺母 螺杆

杆

图 Ｅ３ 第 ４４部分的范例产品的 ＢＯＭ 数据结构

﹦ 零件表数据结构

零件表数据结可表现产品结构的较低层的各零件与其所包含的较高层各部件间关系的区别。
这个表示方法可一次使用该数据结构中同一个产品的多个实例。在“第 ４４部分的范例产品”中有两

个 Ｌ型支架部件，则在这个零件表数据结构中就应包括两个不同的 Ｌ型支架实例，这就允许在“第 ４４
部分的范例产品”的总的环境下各 Ｌ型支架部件的各构件的单独表示。该零件表数据结构可见图 Ｅ４，其

中逐个地表示了 Ｌ型支架部件及螺母—螺杆部件。
第４４部分的范例产品

杆件ＬＢＡ—２．
ＬＢＡ—１．板

Ｌ型支架 Ｌ型支架

ＮＢＡ． ＮＢＡ． ＮＢＡ． ＮＢＡ． ＮＢＡ． ＮＢＡ．
螺母 螺母 杆

螺母 螺杆 螺杆螺母 螺杆螺母 螺杆螺母 螺杆螺母 螺杆螺母

缩写词

ＬＢＡ Ｌ型支架部件

ＮＢＡ 螺母－螺杆部件

图 Ｅ４ 第 ４４部分的范例产品的零件表数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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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本标准实体的产品结构的数据结构的表示

ＢＯＭ 和零件表数据结构可映射成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及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ｕｓａｇｅ（或子类型）实

体。对于纯 ＢＯＭ 数据结构，仅需要使用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ｕｓａｇｅ的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ｄ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ｃｏｍｐｏ
ｎｅｎｔ ｕｓａｇｅ、ｎｅｘｔ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或 ｍａｋｅ ｆｒｏｍ ｕｓａｇｅ ｏｐｔｉｏｎ子类型，因为对于父

部件的构件，较低层的构件仅用作“黑框”。“第 ４４部分的范例产品”有两个 Ｌ型支架部件，但从 ＢＯＭ 数

据结构的观点看，这两个 Ｌ型支架部件是同样的，且要区分它们的内部结构是不可能的。
该 ＢＯＭ 数据结构的一个子集见图 Ｅ５。图 Ｅ５和图 Ｅ６定义了本标准某些实体的符号表示，它们适

用于本附录余下的几幅图。矩形框表示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实体，圆形框表示其类型是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
ｔｉｏｎ ｕｓａｇｅ实体的某个子类型的实体。圆形框用指定子类型的第一个字母表示。在图 Ｅ５中，有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ｕｓａｇｅ的 ｎｅｘｔ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标志为“Ｎ”）和 ｍａｋｅ ｆｒｏｍ ｕｓａｇｅ ｏｐｔｉｏｎ

（标志为“Ｍ”）两种子类型的实例。
然而，对于零件表数据结构，为了在高层部件的总的环境内形成明确的一个具体低层构件的特定应

用，又附加使用了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ｕｓａｇｅ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子类型。零件表

数据结构特别能够标识一个低层部件的一个子构件与另一个低层部件的同样的子构件的区别。这是可

能的，因为增加了由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ｕｓａｇｅ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子类型所提供

的环境信息，即提供了它们特定的直接父部件及特定的最高层部件的环境信息。例如，标识第二个 Ｌ型

支架部件的第三个螺母—螺杆部件的螺杆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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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Ｅ５ 用第 ４４部分实体的 ＢＯＭ 数据结构的例子

在图 Ｅ６中，表示零件表数据结构所需要的附加信息由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ｕｓａｇｅ的附加子类型，
即用圆框内标识为“Ｓ”的符号表示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实体给出。在这里，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实体允许我们去引用仅在两个 Ｌ型支架部件上有的一个特定的螺母—螺

杆部件。这是通过所使用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实体与用 ｎｅｘｔ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实体表示的 Ｌ型支架部件的两个应用之一相关联来完成的。

注意，尽管该零件表数据结构是用本标准的实体实现的，但是，这未必就能生成低层构件的各个实

例，相反，由于中间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和 ｎｅｘｔ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实

体的存在提供了附加标识信。图 Ｅ７给出了使用本标准实体的“第 ４４部分的范例产品”ＢＯＭ 数据结构

的完整模型。注意，有的 ｎｅｘｔ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实体连接了高层部件中的多个构件的应

用，而不是仅使用单一的 ｎｅｘｔ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实体的数量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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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Ｅ６ 用第 ４４部分实体的零件表数据结构的例子

第４４部分的范例产品

Ｎ． Ｎ．Ｎ．

板

Ｎ．

Ｌ型支架部件 杆件

Ｎ．Ｎ． Ｎ．Ｎ．

杆螺母—螺杆部件Ｌ型支架

Ｎ． Ｎ． Ｎ．

Ｎ．

螺母 螺杆

Ｎ．

图 Ｅ７ 第 ４４部分的范例产品的 ＢＯＭ 数据结构

在图 Ｅ８、图 Ｅ９和图 Ｅ１０中，以使用本标准实体的形式、在高层部件环境里给出了若干低层构件

（螺母、螺杆、部件）的表示。在这三个图的每一图中都用一个大方框把原先的 ＢＯＭ 数据结构框起来，支

持这些例子的零件表方面所需的附加实体放在大方框之外，并带有它们引用原先 ＢＯＭ 的属性。
具体地说，图 Ｅ８强调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实体的应用，其表示在“第 ４４部分的

范例产品”中，更确切地说包括杆件实体中的杆如何使用。这是包含二层构件的一个例子，因此，ｓｐｅｃｉ
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实体的两 个 属 性 ｕｐｐｅｒ和 ｎｅｘｔ指 的 就 是 ＢＯＭ 结 构 中 的 ｎｅｘｔ ａｓ
ｓｅｍｂｌｙ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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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４４部分范例
产品的高层部件
中杆的应用

图 Ｅ８ 简单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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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４４部分的范例产品中
杆件上应用的两螺母

在Ｌ型支架部件的高层
部件中应用的螺母

图 Ｅ９ 用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标识的特定应用

图 Ｅ９中给出了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情况包括两个位于图的上方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其用来表示专用于“第 ４４部分的范例产品”的杆件的两个螺母。注意，图中不包含到顶层“第

４４部分的范例产品”的定义和到底层螺母的定义的附加关系线，以避免图的混乱。另一种情况是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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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实体去表示在一个 Ｌ型支架部件中的一个特定的螺母。另外，在

这两种情况下都仅表示构件与部件间的一个二层关系，因此，中间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ｕｓａｇｅ实体都

是 ｎｅｘｔ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图 Ｅ１０指明了零件表数据结构表达的两个附加情况：第一种情况，说明三个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

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实体与总的“第 ４４部分的范例产品”中的三个不同螺母—螺杆部件相关联。第二种情

况，说明一个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实体用于表示在总的“第 ４４部分的范例产品的一个

特定的 Ｌ型支架部件中的一个特定的螺母—螺杆部件的一个特定的螺母。后一种情形利用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实体建立了一个特定的螺母和总的产品间的三层结构关系模型。因此，相关

联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实体有其指向另一个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
ｒｅｎｃｅ实体，即标识一个具体的 Ｌ型支架部件中的一个具体螺母——螺杆部件的实体的 ｎｅｘｔ属性。这就

是允许我们去建立加标记的各个具体值的零件表数据结构特征模型的支持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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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Ｅ１０ 复杂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最后的几幅图中没有给出所有较低层构件与所有可能的较高层部件间的每一种可能的关系。这样

做的原因有两条：第 １，如果画出所有实体及其实际连线图，则这些图将密得难以辩认。这里仅是用零件

表数据结构表达这个事实的一种考虑，即表明所有较低层的构件与中间和较高层部件间的全部关系的

考虑，所有实际关系的显示在这里是可以做到的。第 ２，一个机构有权要求包括支持其需要所必须的与

零件表细目一样多的图，但本标准的目的是提供在任何地方都允许进行产品结构建模的机制。
然而应注意，零件表表达的日益复杂是管理结构信息复杂性的反映。实际上，在较完整的模型表达

中要包含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增加的数目与如图 Ｅ６所示的导通零件表数据结构

模型的可能路径的数目成正比。通过使用第 ４章中的实体消除的东西是由各个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
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实体取代的每个构件的冗余者，这些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实体提供

了位于其中的一个构件和一个高层部件间的多种相互连接。

﹦ 产品结构报告的生成

一旦使用本标准的实体表示了实际的产品结构，则生成本附录前面所述的各种产品结构报告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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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该算法的要点是标识要生成报告的顶层产品，然后反复地通过它的组成部分子部件经 ｑｕａｎｔｉ
ｆｉｅｄ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ｕｓａｇｅ，ｎｅｘｔ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或 ｍａｋｅ ｆｒｏｍ ｕｓａｇｅ ｏｐ
ｔｉｏｎ实体，并根据遍历这些实体时可利用的信息，调用数值及标志，实施适当的缩格排印。众所周知，有

用于向下通过该结构的若干层的树的遍历算法，其可提供必要的多层报告。此外，根据遍历的发生，通过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实体可利用的附加结构信息可被存取，并按需要可应用于所产生

的报告。
这样，报告的生成就变成了使用由每一个这样的实体类所唯一提供的附加信息。在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实体间的遍历。这个遍历经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ｕｓａｇｅ实体类型的各种子类型，即 ｍａｋｅ
ｆｒｏｍ ｕｓａｇｅ ｏｐｔｉｏｎ、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ｄ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ｕｓａｇｅ、ｎｅｘｔ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以及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 结束语

本附录给出了支持 ＢＯＭ 数据结构及零件表数据结构的“第 ４４部分的范例产品”的几种表达方法。
恰当地应用这些表达法的每一种都能生成本附录前面小节中所提供的各种产品结构报告。从几个例子

来看，本标准所定义的实体的主要特点是它允许数据建模者用同样的原实体去建立各种类型或产品结

构数据结构（例如 ＢＯＭ、零件表等），这样就简化了用户间有意义的信息交换，而不需借助于代价很高的

数据模型映射工作。作为该特定特点的例子，它说明了仅增加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实

体的实例，不需要改变任何已有的 ＢＯＭ 数据结构的实现，本标准的实体就能够支持从纯 ＢＯＭ 数据结

构的实现到零件表数据结构的实现递增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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