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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燉．—

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 ＩＳＯ１０３０３４３：１９９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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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部分：集成通用资源：表达结构。
本 标准的主要内容是表达模式。它规定与一个环境相关的产品数据元 素 集 合 的 表 达 结 构，以 供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其他部分使用。在该表达模式中包括基本概念与设定、表达模式的类型、实体和函数 的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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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颖、梁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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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技术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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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ＳＯ１０３０３４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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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通用资源：绘图；
——第 １０４部分，集成通用资源：有限元分析；
——第 １０５部分，集成通用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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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描述了该国际标准的结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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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２部分规定了实现方法；
——第 ３１～第 ３２部分规定了一致性测试方法与框架；
——第 ４１～第 ４９部分规定了集成通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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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燉．—

——第 １０１～第 １０５部分规定了集成应用资源；
——第 ２０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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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附录 Ｄ仅是提示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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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是一个计算机可识的产品数据表达和交换的国家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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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也是实现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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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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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规定了表达的总体结构。作为产品数据某些方面（如一个产品的特性）的表达可构成一些元

素的集合，在这个集合中的每个元素都是一个表达项。可表示特性的一个实例是产品的形状。本标准中

并不规定要表示的方面或特性，表示对象的定义是在使用这些表示能力的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的其他标准中。
当为参与一个表达而集合一些表达项时，这些表达项将共享与该表达相关联的一个公用环境。这个

相关环境被称为一个表达的相关环境。
不是产品数据的所有元素都参与表达，只有可参与表达的那些项被定义为表达项。表达项是仅当与

一个相关环境相关联时具有完整意义的那些元素。例如，仅当在一个相关环境（一个坐标空间）中才有意

义的点是一个表达项。相反，一个人的名字因为其意义与任何相关环境不相关，因而不是一个表达项。
除了存在表达的元素外，一个表达项也可以支持其他表达项的定义。本标准考虑了这个特性。
一个产品数据的集合可含有许多个表达项，每个表达项可参与一个或多个表达。这些表达可能与形

成一个结构有关，这个结构也与该表达的环境相关，然后，这个结构可用于确定哪些表达项在某种意义

上是彼此相关的。例如，仅当定义两个点的坐标系是相关的时候，两点间的距离才有意义。
在一个环境中是不相关的表达，而在另一个环境中可能是相关的。考虑一个部件及它的零件的形状

表达，每个零件的形状都可以作为与其他零件形状无关的独立的概念来表示，但是在已装配的部件的环

境中，这些零件的形状就相关了。
产品数据的某个方面可能有 ０种、１种或多种表达，但不论哪一种表达都不是这个概念本身。例如，

一个零件的形状可以用二维几何及构造实体几何（ＣＳＧ）两者的集合来表示，但是这两种表达的每一种

也都是该形状的理想表示方法。
每一种表达都未必是产品数据某个方面的完整模型，但它可以给出适合于特定应用的该方面的模

型。前一段所述的形状表达没有一种是形状概念的完整表示，别的形状表达还可能包括公差信息。所以

说，每一种表达只适用于某种特定的应用观点或方法。
本标准规定了从一种表达到另一种表达的变换结构。
本标准包括变换规范的构造。可以认定这些变换是现有表达间关系的定义，通过应用对另一种表达

的变换可提供定义一个新的表达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把这个新的表达称为映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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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燉 ．— 
┉﹫┐：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批准 ┐┐实施

 范围

本标准规定把表达元素联结成不同集合的集成通用资源。它提供在一组这样的元素中区别哪些元

素相关，哪些元素不相关的基础。本标准还包括规定这些集合间关系的结构，其中包括根据一个表达参

与一个关系的状况确定该表达的变换。
下面所述内容在本标准的范围之内：
——用于表达的不同的无关环境的规范；
——表达元素的规范；
—— 在 一 个 或 多 个 环 境 下 表 达 元 素 的 联 系，在 这 些 环 境 中，为 表 达 一 个 概 念 而 把 表 达 元 素 加 以

组合；
——使一个表达元素可定义另一个表达元素的联系；
——使一个表达参与另一个表达定义的两个相关表达的结构；
——一个表达不参与另一个表达定义的两个相关表达的结构；
——防止一个表达元素的各实例递归定义的约束条件；
——把一个表达元素变换成另一个表达元素过程的规范，这个变换是通过规定应用该过程之前该

过程的一个元素和应用该过程之后该过程的那个元素实现的；
——通过规定变换函数把一个表达元素变换成另一个表达元素的过程规范。
下面所述内容不在本标准的范围之内：
——表达的类型、表达元素的类型、以及表达环境的类型的完整规范；
——表达用途的规范；
——带有任何可能用途的表达的联系；
——两个表达间有向关系所需的约束条件；

注：当 Ａ到 Ｂ的关系的意义不同于 Ｂ到 Ａ的关系的意义时，则在项 Ａ与项 Ｂ间存在一个有向关系。在无向关系中，

Ａ与 Ｂ是对等的。有向关系是本标准规定关系中的一种有约束的类型。这些约束条件留给特别指明要使用本标

准所提供结构的那些集成资源或应用协议。

——禁止相关表示的循环结构的约束条件；
——存在相关表示的环境间的有向关系所需的约束条件；
——禁止表达环境间关系的循环结构的约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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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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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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ｄｔＩＳＯ１０３０３１１：１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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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

本标准使用了在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１中定义的下述术语：
——应用（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应用协议（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部件（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零件或构件（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数据（ｄａｔａ）；
——信息（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集成资源（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产品（ｐｒｏｄｕｃｔ）；
——产品数据（ｐｒｏｄｕｃｔｄａｔａ）；
——结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表达模式

下面的 ＥＸＰＲＥＳＳ描述开始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ａ（表达模式），并说明了必要的外部引用。

ＥＸＰＲＥＳＳ描述：
）
ＳＣＨＥＭ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ＯＭ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ｃｈｅｍａ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
ｌａｂｅｌ，
ｔｅｘｔ，
ｂａｇ ｔｏ ｓｅ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ＯＭ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ｓｃｈｅｍａ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ｕｎｉｔ）；

（
注

１ 本模式的 ＥＸＰＲＥＳＳＧ图形表示见附录 Ｄ。

２ 上述引用的模式可在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的下列部分中找到：
支持资源模式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４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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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模式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４１。

 引言

表达模式论述的对象是把一个产品数据元素的集合与一个环境联系起来的表达结构。这些表达的

应用不在本标准中定义。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的其他部分使用本部分定义的结构。
这些结构是供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使用表示的各部分所共有而规定的。每一个表达都有一个环境和一个

在该环境中规定的元素集合。一个环境可以与不同的或更大的环境相关联。
注：对于几何元素的表达来说，其环境就是坐标空间。

本标准还可以规定表达间的变换，提供规定一个表达的变换结果成为另一个表达一部分的能力。
 基本概念和设定

 有关表达的基本概念和设定

下面的设定适用于涉及本模式表达的各部分：
——为了某个特定的应用，表达的元素可组织成与一个环境相关联的可识别的集合。这些组织称为

表达。由此，根据元素的组织可把元素区分为与特定应用环境相关或无关的。
注

１ 在本注和下面的注中，大多数实例就其性质来说是几何的，但是所说明的概念并不限于几何。

２ 考虑坐标值为（０，０，０）和（１，０，０）的两个点，在没有确定它们是在同一个坐标空间中之前，不能认定这两上点在

空间中的距离是一个单位。点的规范本身不包含说明它在哪一个坐标空间中及还有什么元素共用这个坐标空间

的足够数据。

——在本标准中，这些表达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表达）实体的实例相对应。
——一个表达可被多于一个的应用所引用，一个表达独立于它的应用。

注 ３：考虑在一个坐标空间中的几何集合。这种集合可用作一个产品的形状；这个集合可能带有某个变换，因而也可

用作该产品的图样或图画。但是，不论哪一种应用都不是该集合自身定义的一部分。

 有关表达环境的基本概念与设定

下面的设定适用于涉及本模式表达环境的各部分：
——一个表达具有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中，表达的诸元素是相关的。
——在本标准中，一个表达的环境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表达环境）实体的一个实例相对应。
——由于一个表达的环境仅作为构成使用它的表达基础而存在，因此，仅当使用这些环境的表达相

关时，这些表达环境才相关。
——表达的环境及使用它们的表达在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的其他部分可能更进一步专业化，这种专业化

也可能约束表达元素的集合。
注：可能的专业化包括用于几何、拓扑、有限元建模及运动学建模的环境。

 有关表达元素的基本概念与设定

下面的设定适用于涉及本模式表达元素的各部分：
—— 表达的元素既可以是直接参与一个表达的元素，也可以是支持表达 的 某 个 其 他 元 素 定 义 的

元素。
注 １：一个点可以是产品位置表达中的唯一元素，也可以作为一个产品的边的表达中的唯一元素，即提供一条直线

定义的一部分—— 直线的一个端点。在前一种情况下，这个点本身直接是表达中的一个元素，而在后一种情况

下，这个点仅起着为直线实体提供定义的作用。

——除非表达元素可最终支持一个表达外，它们不同于支持表达的其他元素的定义。
——表达的元素可相互引用并构成带有可标识根的这种元素的树。与一个环境相关联的根元素应

把该树中的所有元素与同一个环境联系起来。
注 ２：考虑一个引用若干点的曲线。由于这些点是由该曲线引用的，故假设它们与该曲线全都在同一个坐标空间中。

——表达的元素与环境的关联作为区分它们之间哪些相关和哪些不相关的基础。
—— 在本标准中，表达的元素作为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表达项）来描述，且与一个环境相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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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或多个表达元素构成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有关表达联系的基本概念和设定

下面的设定适用于涉及本模式表达联系的各部分：
——一个表达可以与另一个表达相关联。
——表达 Ａ可以与表达 Ｂ相关联，使它们两者同参与这个联系中，但一个表达不能定义另一个表

达。在本标准中，这种联系对应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表达关系）实体。
——如果表达 Ａ与表达 Ｂ相关联，且具有表达 Ａ是表达 Ｂ中的一个元素，则这个关系本身是表达

中的一个元素。在本标准中，这种联系对应 ｍａｐｐｅｄ ｉｔｅｍ（映射项）实体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表达映

象）实体。
——两个表达元素的集合在两个单独的环境中可能是不相关的，但在第三个环境中仍可以是相关

的，或者仅作为其二者参与一个相关结构而成为相关的。
注：考虑两个几何元素的集合，其每一个都表示一个零件的形状。这两个零件形状的每一个都在一个单独的无关的

环境中，且每一个对另一个都完全无关。但是，可以存在第三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中，这两个零件作为一个部件

的构件而组成该部件的形状，因而，在这第三个环境中，全部元素都是相关联的，即或者是在该环境中诸元素通

过直接联系而相关联，或者是通过零件表达到部件表达的联系而相关联。

 有关变换的基本概念和设定

下面的设定适用于涉及本模式变换的各部分：
——在一个表达与另一个表达相关的情况下，可能要变换参与该表达的表达元素。
——在一个表达元素用于定义另一个表达元素的情况下，可能要变换这个表达元素。
——一个变换可定义为域 爛与域 爜间的一个函数 牊。该函数 牊：爛→爜，取 爛中的每个元素 牃，并把

它映射成 爜中的元素 牄，即 牊（牃）＝牄。应用一个变换的完备规范要求如下：
ａ）要被变换的元素 牃的集合；
ｂ）由变换产生的元素 牄的集合；
ｃ）为元素 牃的集合所共有的环境 爛的定义；
ｄ）为元素 牄的集合所共有的环境 爜的定义；
ｅ）函数 牊。
—— 在本标准中，环境 爛和 爜是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实体；牃和 牄是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实

体。牃与 爛间的关系和 牄与 爜间的关系规定为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实体。
——本标准使用两种不同的方法规定变换，其特点为：
ａ）函数 牊定义的。
ｂ）从每个环境中规定一个足以确定变换的元素。
通 过 一 个 定 义 的 函 数 来 规 定 一 个 变 换 是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函 数 定 义 的 变

换），通过规定元素来定义变换是 ｉｔｅｍ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项定义的变换）。
——在由函数定义变换的地方，函数的形式按本标准的规范正文来规定。导出该函数所需的信息显

式地包含在数据规范中。这个信息可以通过一种或多种方法提供，选择适当的数据规范取决于所应用的

变换。
注

１ 绕笛卡儿坐标空间的 牀、牁和 牂轴旋转一个表达元素的变换由定义正交矩阵 爴的列的三个规范化矢量规定。该

矩阵 爴可直接用来计算所要求的变换。

２ 利用一个因子，一个变换可将与环境 爛相关的全部表达元素进行缩放。

——在用两个元素规定变换的地方，这两个元素是 爛中的一个元素 牃和 爜中的一个元素 牄，由它们

可导出所需要的变换函数 牊。
注 ３：如果所需要的变换函数是要实施在一个坐标空间中的刚体运动，则这个函数 ｆ可由一个 ａｘｉｓ２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３ｄ

的 牃１和一个 ａｘｉｓ２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３ｄ的 牄１唯一地确定，致使 牊取 牃１并把它变换成 牄１。ａｘｉｓ２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３ｄ实

４

﹩﹣燉 ．—



体在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４２中定义。

——类似于变换的另一个函数是 爛中的所有元素 牃被作为 爜中的单一元素 牄的函数。这要求一个

新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牄的存在，而不是使 牃和 牄（及其相关环境）去定义一个变换。在本标准中，这

类 要 求 是 一 个 ｍａｐｐｅｄ ｉｔｅｍ。爛中 的 元 素 牃是 ｍａｐｐｅｄ ｉｔｅｍ．ｍａｐｐｅ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元 素 牄是

ｍａｐｐｅｄ ｉｔｅｍ，规定这两个元素对 ｉｔｅｍ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来说，是为了允许以同样的方法去确

定一个变换。这两个元素是 ｍａｐｐｅｄ ｉｔｅｍ．ｍａｐｐｉｎｇ ｔａｒｇｅｔ和 ｍａｐｐｅｄ ｉｔｅｍ．ｍａｐｐｉｎｇ ｓｏｕｒｃｅ．ｍａｐ
ｐｉｎｇ ｏｒｉｇｉｎ。

注 ４：ｍａｐｐｅｄ ｉｔｅｍ可在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的其他标准中被专业化，以定义在该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中要被映射的 ｍａｐｐｅｄ

ｉｔｅｍ所起的作用。这种专业化可规定所包含变换的形式。变换不一定是几何的，且可以提供定位和方向信息。
这并不意味着在目标表达中一定包含来自映射表达的表达项。

 表达模式的类型定义：变换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变换）是变换函数规范类型间的选择。
ＥＸＰＲＥＳＳ描述：
）
ＴＹＰ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ＬＥＣＴ

（ｉｔｅｍ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ＮＤ ＴＹＰＥ；
（
 表达模式的实体定义

本节包含在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ａ中的 ＥＸＰＲＥＳＳ实体的定义。
 有单位的非精确测量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ｕｎｉｔ（有单位的非精确测量）是一种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ｕｎｉｔ（有单位测

量）其规定一个物理量的值可以不同于它的规定值，并且规定了该量值的单位。
ＥＸＰＲＥＳＳ描述

）
ＥＮＴＩＴＹ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ｕｎｉｔ

ＳＵＢＴＹＰＥ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ｕｎｉｔ）；
ｎａｍｅ ：ｌａｂｅｌ；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ｔｅｘｔ；

ＷＨＥＲＥ
ＷＲ１：（ＮＯＴ（′ＮＵＭＢＥＲ′ＩＮＴＹＰＥＯＦ

（ＳＥＬＦ燋ｍｅａｓ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ｕｎｉｔ．ｖａｌｕ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ＯＲ
（ＳＥＬＦ燋ｍｅａｓ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ｕｎｉｔ．ｖａｌｕ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０）；

ＥＮＤ ＥＮＴＩＴＹ；
（
属性定义：

ｎａｍｅ（名）：一个词或词组，通过它可引用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ｕｎｉｔ。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描述）：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ｕｎｉｔ对有单位非精确测量规范理由的非形式化

描述。
形式限制：

ＷＲ１：如果 ｖａｌｕ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值 部 分）的 类 型 是 数 值，则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ｕｎｉｔ的

ｖａｌｕ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应是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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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达环境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是一个环境，在其中，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的集合是相关的。
两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是不相连的。并且除非单独规定一个关系，否则它们就没有关系。

ＥＸＰＲＥＳＳ描述：
）
ＥＮＴＩＴＹ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ｔｙｐｅ：ｔｅｘｔ；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ＥＴ［１∶？］ＯＦ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ｉｔｅｍｓ；
ＥＮＤ ＥＮＴＩＴＹ；
（
属性定义：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环境标识符）：该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的标识符。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ｔｙｐｅ（环境类型）：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类型的描述。

注：ｃｏｎｔｅｘｔ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的唯一性约束条件或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ｔｙｐｅ的允许值由应用协议规定。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环境中的表示）：至少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应与每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
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相关联。

 全局非精确分配环境

ｇｌｏｂａｌ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 ｃｏｎｔｅｘｔ（全局非精确分配环境）是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在

其中，所规定的物理量允许变化或被改变。这个偏差应与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ｕｎｉｔｓ所规定的

一致。
ＥＸＰＲＥＳＳ描述：
）
ＥＮＴＩＴＹｇｌｏｂａｌ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ＳＵＢＴＹＰＥＯＦ（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ＳＥＴ［１：？］ＯＦ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ｕｎｉｔ；

ＥＮＤ ＥＮＴＩＴＹ；
（
属性定义：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非精确性）：用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的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ｕｎｉｔｓ。
 表达项

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是参与一个或多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或参与另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
定义的产品数据的一个元素。

当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被另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引用时，则这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
便参与了另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的定义。
ＥＸＰＲＥＳＳ描述：
）
ＥＮＴＩＴＹ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

ｎａｍｅ：ｌａｂｅｌ；
ＷＨＥＲＥ

ＷＲ１：ＳＩＺＥＯＦ（ｕｓｉｎｇ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ＳＥＬＦ））＞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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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Ｄ ＥＮＴＩＴＹ；
（
属性定义：

ｎａｍｅ（名）：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的标识符。
形式限制：

ＷＲ１：每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至少应与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相关联。
 表达

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是与一个特定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相关联的一个或多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的集合。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应用，即要表示哪一个对象，不在本标准中规定。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的关系是区分哪些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实体是

相关的基础。
注 １：考虑一个环境，在其中，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的集合与表达某物体的形状有关。与这个环境相关的项适用于该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更确切地说，不包括其他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这是区分在该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集合中

哪 些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几何表达项）是相关的基础。这个区别不以其他方式包含在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的规范中。

ｉｔｅｍ集合的成员加上该集合间接引用的所有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ｉｔｅｍｓ（项的环

境）有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关系。当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通过任何数目的各种类型的中介 ｒｅｐｒｅ
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实体被引用时，则间接引用该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便存在了。

注 ２：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把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与一些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树关联起来，每棵树的根都是

该 ｉｔｅｍ集合的一个成员，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是该树中的一个节点，且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对 另

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的引用是一个分支。
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ｉｔｅｍｓ相关的、作为 ｉｔｅｍｓ直接引用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集合是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间接引用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支持这些 ｉｔｅｍｓ的定义，并且全部与同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相关联。

注 ３：由 ｌｉｎｅ（直线）实体的集合构成的立方体形状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中，该 ｌｉｎｅ的 集 合 是 表 达 形 状 的 仅 有 的 ｒｅｐｒｅ

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一条 ｌｉｎｅ依次引用支持该 ｌｉｎｅ定义的一个 ｃａｒｔｅｓｉａｎ ｐｏｉｎｔ（笛卡儿点）和一个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方

向），并且在被引用的环境中，它们彼此及 ｌｉｎｅ都是相关联的。然而，这个形状却不由这些 ｃａｒｔｅｓｉａｎ ｐｏｉｎｔ和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来表达。
为满足一种应用的需要而规定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通常，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是不完备的，因为要

表达的概念不需要完整的模型也足够一个特定应用的使用。
注 ４：考虑用于表示一个加工零件的二维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的集合。这不是零件形状的完整描述，但它适合某些

特定的应用，如计算机辅助绘图等。
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可以与多于一个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相关联，两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不相关只是因为来自它们的 ｉｔｅｍｓ集合可直接或间接引用同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
注 ５：考虑用于铸模形状和用该铸模铸造的零件形状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中的 一 个 曲 面。同 一 个 曲 面 与 两 个 不 同 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相关联（即两个坐标空间）：按照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模具一个、零件一个，然而，这些 ｒｅｐ

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是不相关联的。这两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确实共用一个共同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
同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由于被多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直接或间接地使用，其每个引用都在同一

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中，因而与同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关联 多 次。这 并 不 意 味 着 每 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都在同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中建立同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的一个新的实

例。相反地，每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都再次断定是在该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中对不同应用的 ｒｅｐｒｅ
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的一个实例。

注 ６：考虑两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其对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ｉｔｅｍｓ具有同样的值。一个是一个立方体的形状和作为该立方体边

之一而直接引用的一个 ｌｉｎｅ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另一个就是作为它的 ｉｔｅｍ之一的 ｌｉｎｅ来引用。在这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

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中，该 ｌｉｎｅ及其所引用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的子树没有两个具体值。相反地，在这个 ｇｅ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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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ｒｉｃ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中，已断定该 ｌｉｎｅ使用了两次，即每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使用一次。第一次可认

为是在表达整个立方体形状的情况下的使用，第二次可认为是在表达同一个立方体的边的形状情况下使用。

ＥＸＰＲＥＳＳ描述：
）
ＥＮＴＩＴＹ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ｎａｍｅ ：ｌａｂｅｌ；
ｉｔｅｍｓ ：ＳＥＴ［１∶？］ＯＦ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ｉｔｅｍ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ＥＮＤ ＥＮＴＩＴＹ；
（
属性定义：

ｎａｍｅ（名）：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标识符。
ｉｔｅｍｓ（项）：在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ｉｔｅｍｓ中相关联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的集合。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ｉｔｅｍｓ（项的表达环境）：是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其中的 ｉｔｅｍｓ与构成某概念

的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相关联。
 表达关系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是两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联系。
注

１ 一 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不 能 通 过 参 与 一 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而 构 成 另 一 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定 义 的 一

部分。

２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的组合可用于相关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树的建模。在这样的树中，ｒｅｐｒｅ

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是节点，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是连接节点的分支。

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可存在某些非循环的结构，即一棵树或没有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是它自己前辈的复

杂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结构。但这个约束条件不在本标准的范围之内。

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可能存在某些有向的结构，即这个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在所定义的一个方向上是有意义的，
在其他方向上没有意义或指定不同于最初定义方向的逆方向的意义。本标准对方向问题不加区分。

ＥＸＰＲＥＳＳ描述：
）
ＥＮＴＩＴＹ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ｎａｍｅ ：ｌａｂｅｌ；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ｔｅｘｔ；
ｒｅｐ １：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 ２：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ＥＮＤ ＥＮＴＩＴＹ；
（
属性定义：

ｎａｍｅ（名）：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的标识符。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描述）：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的描述。
ｒｅｐ １：两个相关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第一个。
ｒｅｐ ２：两个相关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第二个。

注 ５：两个相关联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排序没有什么意义。名字也仅用于区别属性。如果在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ｉｐ的任何专业中需要排序的意义，那么，这个意义将由相应的专业去定义。

 项定义的变换

ｉｔｅｍ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是 通 过 两 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 的 定 义 实 现 的 变 换，其 中 一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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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是应用该变换函数到另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的结果。这个变换函数不是显式

给出的，但它可通过这两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的关系导出来。该变换函数是域 爛和域 爜间的一个函

数。函数 牊：爛→爜是取 爛中的每一个元素 牃并把它映射成 爜中的 牄元素，即 牊（牃）＝牄。
这两个相关联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的顺序是无意义的。在一般情况下，逆变换函数 牊′：爜→爛也

可以以适当的形式导出。
注 １：属性名中序号的使用仅作为名字的区分。如果对 ｉｔｅｍ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应用需要排序的意义，那么，

这个意义将由专业或应用去定义。

ＥＸＰＲＥＳＳ描述：
）
ＥＮＴＩＴＹｉｔｅｍ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ａｍｅ ：ｌａｂｅｌ；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ｔｅｘ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ｉｔｅｍ １：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ｉｔｅｍ ２：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

ＥＮＤ ＥＮＴＩＴＹ；
（
属性定义：

ｎａｍｅ（名）：ｉｔｅｍ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的标识符。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描述）：ｉｔｅｍ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的描述。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ｉｔｅｍ １（变换项 １）：描述变换函数的两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中的第一个。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ｉｔｅｍ ２（变换项 ２）：描述变换函数的两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中的第二个。

注 ２：考虑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其具有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的集合和一个笛卡儿坐标空间的环境，以及第二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其具有另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的集合和第二个笛卡儿坐标空间的环境。这两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

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通过使用一个 ｉｔｅｍ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有变换的表达关系）中的刚体运动而相关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ｉｔｅｍ １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ｉｔｅｍ ２的每一个都是在

各自笛卡儿坐标空间中的一个 ａｘｉｓ２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３ｄ。这种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的意义是要通过叠加

这两个 ａｘｉｓ２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把这两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关联起来。

 函数定义的变换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是通过定义一个显式的变换函数来实现的变换，该变换函

数是域 爛和域 爜间的函数 牊。函数 牊：爛→爜取域 爛中的每一个元素 牃并把它映射成域 爜中的一个元素

牄，即 牊（牃）＝牄。
ＥＸＰＲＥＳＳ描述：
）
ＥＮＴＩＴ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ａｍｅ ：ｌａｂｅｌ；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ｔｅｘｔ；

ＥＮＤ ＥＮＴＩＴＹ；
（
属性定义：

ｎａｍｅ（名）：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的标识符。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描述）：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的描述。

 有变换的表达关系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是两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间的一种联系，它通过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把这两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环境关联起来。这个变换可用于确定在各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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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ｔｅｍ间的关系。
注

１ 在 此，两 个 相 关 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具 有 几 何 内 容，该 变 换 可 用 于 计 算 这 两 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中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间的距离。

２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有变换的相关表达）实体的存在并不一定意味着两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

ｔａｔｉｏｎ中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间有任何对应之处，在该实体的规范中可定义任何这种对应和其他的约束。

ＥＸＰＲＥＳＳ描述：
）
ＥＮＴＩＴＹ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ＵＢＴＹＰＥＯＦ（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ＨＥＲＥ
ＷＲ１：

ＳＥＬＦ燋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ｒｅｐ １．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ｉｔｅｍｓ
：＜＞：ＳＥＬＦ燋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ｒｅｐ ２．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ｉｔｅｍｓ；

ＥＮＤ ＥＮＴＩＴＹ；
（
属性定义：

ＳＥＬＦ燋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ｒｅｐ １：在一个环境中要应用变换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ＥＬＦ燋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ｒｅｐ ２：在一个环境中该变换结果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变换运算符）：把两个相关联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ｉｔｅｍｓ联系起来的一个变换。
注 ３：把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ｔｅｍｓ与另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ｔｅｍｓ联系起来的变

换可通过对定义各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ｔｅｍｓ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树的操作来规定。
形式限制：

ＷＲ１：两个相关联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环境不应相同。
非形式限制：

ＩＰ１：当该变换是 ｉｔｅｍ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时，根据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的继承属性

所给定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排序应与作为 ｉｔｅｍ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属性所给定的两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
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的排序一致。
 表达映象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是为了映射的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和该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中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的标志。这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定义该映射的原点，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是用作通过一个

ｍａｐｐｅｄ ｉｔｅｍ进行映射的源。
注 １：用于给定一个新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的映射的定义由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实体和一个 ｍａｐｐｅｄ ｉｔｅｍ

实体构成。如果没有这两个实体，映射的定义就不完整。这两个实体被规定为可使用同一个源表达（ｒｅｐｒｅｓｅｎ

ｔ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ｍａｐｐｅ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映射成多个新的表达（ｍａｐｐｅｄ ｉｔｅｍ）。

ＥＸＰＲＥＳＳ描述：
）
ＥＮＴＩＴＹ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ｏｒｉｇｉｎ：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
ｍａｐｐｅ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ｍａｐ ｕｓａｇｅ：ＳＥＴ［１：？］ＯＦｍａｐｐｅｄ ｉｔｅｍＦＯＲｍａｐｐｉｎｇ ｓｏｕｒ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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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ＥＲＥ
ＷＲ１：ｉｔｅｍ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ＥＬＦ．ｍａｐｐｉｎｇ ｏｒｉｇｉｎ，ＳＥＬＦ．ｍａｐｐｅ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ｉｔｅｍｓ）；
ＥＮＤ ＥＮＴＩＴＹ；
（
属性定义：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ｏｒｉｇｉｎ（映射原点）：要进行映射的 ｍａｐｐｅ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
注 ２：考虑一个几何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到另一个几何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笛卡儿映射。该映射原点可能是 ｍａｐｐｅｄ ｒｅｐｒｅ

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环境中的一个 ａｘｉｓ２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３ｄ，它定义要进行映射的 ｍａｐｐｅ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位置。

ｍａｐｐｅ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映射表达）：至少要被映射成一个 ｍａｐｐｅｄ ｉｔｅｍ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ｕｓａｇｅ（映象的应用）：被映射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的一个或多个 ｍａｐｐｅｄ ｉｔｅｍ的集合。

形式限制：
ＷＲ１：ｍａｐｐｉｎｇ ｏｒｉｇｉｎ应在 ｍａｐｐｅ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中。

 映射项

ｍａｐｐｅｄ ｉｔｅｍ是把已经有的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ｍａｐｐｉｎｇ ｓｏｕｒｃｅ．ｍａｐｐｅ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用作

另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中的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注 １：ｍａｐｐｅｄ ｉｔｅｍ是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的一个子类型。它能够使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在一个或多个其他 ｒｅｐｒｅ

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中被用作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该 ｍａｐｐｅｄ ｉｔｅｍ可供使用其他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定义一个 ｒｅｐｒｅ

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用。
映射是通过由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ｓｏｕｒｃｅ．ｍａｐｐｉｎｇ ｏｒｉｇｉｎ和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ｔａｒｇｅｔ属性隐含定义的操作符实现

的。在这方面，就 ｉｔｅｍ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的规定方法而论，映射将以同样的方法去规定。
ＥＸＰＲＥＳＳ描述：
）
ＥＮＴＩＴＹｍａｐｐｅｄ ｉｔｅｍ

ＳＵＢＴＹＰＥＯＦ（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ｓｏｕｒｃ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ｔａｒｇｅｔ：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

ＷＨＥＲＥ
ＷＲ１：ａｃｙｃｌｉｃ ｍａｐｐｅ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ＳＥＬＦ），［ＳＥＬＦ］）；

ＥＮＤ ＥＮＴＩＴＹ；
（
属性定义：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ｓｏｕｒｃｅ（映射源）：ｍａｐｐｅｄ ｉｔｅｍ的源的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ｔａｒｇｅｔ（映射目标）：映射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ｓｏｕｒｃｅ成为目标的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

形式限制：
ＷＲ１：ｍａｐｐｅｄ ｉｔｅｍ不应是通过参与要被映射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定义而自定义的。见 ４５１。

注

２ 如何实现任一具体映射的细节在 ｍａｐｐｅｄ ｉｔｅｍ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的专项中规定。

３ 例如，考虑一个几何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到另一个几何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笛卡儿映射。ｍａｐｐｉｎｇ ｓｏｕｒｃｅ可能是引用一

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和在所引用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中

可 找到的一个 ａｘｉｓ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３ｄ。ｍａｐｐｅｄ ｉｔｅｍ可 能 是 对 这 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和 另 一 个 ａｘｉｓ ｐｌａｃｅ

ｍｅｎｔ ３ｄ的引用。然后，这个 ｍａｐｐｅｄ ｉｔｅｍ就是所引用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映射的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致使这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ｍａｐｐｉｎｇ ｏｒｉｇｉｎ叠加成为 ｍａｐｐｅｄ ｉｔｅｍ．ｍａｐｐｉｎｇ ｔａｒｇｅｔ。

 定义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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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定义表达）是在 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参数表达环境）
中定义的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描述：
）
ＥＮＴＩＴＹ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ＵＢＴＹＰＥＯＦ（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ＷＨＥＲＥ

ＷＲ１：′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Ａ．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ＩＮＴＹＰＥＯＦ（ＳＥＬＦ燋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ｉｔｅｍｓ）；

ＥＮＤ ＥＮＴＩＴＹ；
（
形式限制：

ＷＲ１：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环境应是一个 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参数表达环境

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是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其中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
定义在某个参数空间中。在这个空间中的长度单位是无量纲的。

注：参数空间的定义在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的其他标准中专门化和使用该实体时给出。

ＥＸＰＲＥＳＳ描述：
）
ＥＮＴＩＴＹ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ＳＵＢＴＹＰＥＯＦ（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ＥＮＤ ＥＮＴＩＴＹ；
（
非形式限制：

ＩＰ１：如果该实体的实例也是 ｇｌｏｂａｌ ｕｎｉｔ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 ｃｏｎｔｅｘｔ的实例，则 ｇｌｏｂａｌ ｕｎｉｔ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ｎｉｔ属性不应包括 ｌｅｎｇｔｈ ｕｎｉｔ（长度单位）。见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４１。在 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中，全部长度的度量都是在无单位的参数空间中。

 表达模式的函数定义

本节包含在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ａ中的 ＥＸＰＲＥＳＳ函数定义中。
 非循环映射表达

函 数 ａｃｙｃｌｉｃ ｍａｐｐｅ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确 定 一 个 已 知 的 ｍａｐｐｅｄ ｉｔｅｍ 是 否 是 借 助 于 使 用 该

ｍａｐｐｅｄ ｉｔｅｍ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映射而自定义的。该函数用于检验对于在引用一个 ｍａｐｐｅｄ ｉｔｅｍ时

可能引起的递归性，即自定义引用的任何 ｍａｐｐｅｄ ｉｔｅｍ或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的 ｍａｐｐｅ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
ｔａｔｉｏｎ和 ｍａｐｐｅ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ｔｅｍｓ。当该输入选择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没导致自定义时，该函

数返回 ＴＲＵＥ（真），否则返回 ＦＡＬＳＥ（假）。该函数的类型是 ＢＯＯＬＥＡＮ（布尔）型的。
该函数用于约束 ｍａｐｐｅｄ ｉｔｅｍ实体。见 ４４１１。

ＥＸＰＲＥＳＳ描述：
）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ｃｙｃｌｉｃ ｍａｐｐｅ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ｅｎｔ ｓｅｔ ：ＳＥＴＯＦ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ｅｔ ：ＳＥＴＯＦ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ＢＯＯＬＥＡＮ；
ＬＯＣＡＬ
ｘ，ｙ：ＳＥＴＯＦ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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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ＩＮＴＥＧＥＲ；
Ｅ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ｔｈｅｓｕｂｓｅｔ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ｅｔｔｈａｔａｒｅｍａｐｐｅｄ ｉｔｅｍｓ．
ｘ：＝ ＱＵＥＲＹ（ｚ＜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ｅｔ′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Ａ．ＭＡＰＰＥＤ ＩＴＥＭ′ＩＮ

ＴＹＰＥＯＦ（ｚ））；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ｕｂｓｅｔｈａｓ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ＦＳＩＺＥＯＦ（ｘ）＞０ＴＨＥＮ
——Ｃｈｅｃｋｅａｃｈｅｌ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ｅｔ．
ＲＥＰＥＡＴｉ：＝１ＴＯＨＩＩＮＤＥＸ（ｘ）；
——Ｉｆｔｈ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ａｐｓ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ｐａｒｅｎｔ ｓｅｔ，ｔｈｅｎｒｅｔｕｒｎｆａｌｓｅ．
ＩＦｘ［ｉ］燋ｍａｐｐｅｄ ｉｔｅｍ．ｍａｐｐｉｎｇ ｓｏｕｒｃｅ．ｍａｐｐｅ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ｐａｒｅｎｔ ｓｅｔＴＨＥＮ
ＲＥＴＵＲＮ（ＦＡＬＳＥ）；

ＥＮＤ ＩＦ；
——Ｒｅｃｕｒｓｉｖｅｃｈｅｃｋｏｆｔｈｅｉｔｅｍｓｏｆｍａｐｐｅｄ ｒｅｐ．
ＩＦＮＯＴａｃｙｃｌｉｃ ｍａｐｐｅ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ｅｎｔ ｓｅｔ＋ｘ［ｉ］燋ｍａｐｐｅｄ ｉｔｅｍ．ｍａｐｐｉｎｇ ｓｏｕｒｃｅ．ｍａｐｐｅ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ｘ［ｉ］燋ｍａｐｐｅｄ
ｉｔｅｍ．ｍａｐｐｉｎｇ ｓｏｕｒｃｅ．ｍａｐｐｅ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ｔｅｍｓ）ＴＨＥＮＲＥＴＵＲＮ（ＦＡＬＳＥ）；

ＥＮＤ ＩＦ；
ＥＮＤ ＲＥＰＥＡＴ；

ＥＮＤ ＩＦ；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ｔｈｅｓｕｂｓｅｔ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ｅｔｔｈａｔａｒｅｎｏｔｍａｐｐｅｄ ｉｔｅｍｓ．

ｘ：＝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ｅｔｘ；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ｕｂｓｅｔｈａｓ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ＦＳＩＺＥＯＦ（ｘ）＞０ＴＨＥＮ

——Ｆｏｒｅａｃｈｅｌ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ｅｔ：
ＲＥＰＥＡＴｉ：＝１ＴＯＨＩＩＮＤＥＸ（ｘ）；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ｔｈｅｓｅｔｏｆ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ｓ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
ｙ：＝ＱＵＥＲＹ（ｚ＜ ｂａｇ ｔｏ ｓｅｔ（ＵＳＥＤＩＮ（ｘ［ｉ］，″））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ＩＮ
ＴＹＰＥＯＦ（ｚ））；

——Ｒｅｃｕｒｓｉｖｅｌｙｃｈｅｃｋｆｏｒａｎｏｆｆｅｎｄｉｎｇｍａｐｐｅｄ ｉｔｅｍ．
——Ｒｅｔｕｒｎｆａｌｓｅｆｏｒａｎｙｅｒｒｏｒｓ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ｅｄ．
ＩＦＮＯＴａｃｙｃｌｉｃ ｍａｐｅ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ｅｎｔ ｓｅｔ，ｙ）ＴＨＥＮＲＥＴＵＲＮ（ＦＡＬＳＥ）；

ＥＮＤ ＩＦ；
ＥＮＤ ＲＥＰＥＡＴ；

ＥＮＤ ＩＦ；
——Ｒｅｔｕｒｎｔｒｕｅｗｈｅｎａｌ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ａｒｅｃｈｅｃｋｅｄａｎｄｎｏｅｒｒｏ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ｆｏｕｎｄ．
ＲＥＴＵＲＮ（ＴＲＵＥ）；

Ｅ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
变量定义：

ｐａｒｅｎｔ ｓｅｔ（父集合）：使用 ｍａｐｐｅｄ ｉｔｅｍ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集合。对于该函数，它是输入。就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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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输 入 而 言，它 是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 集 合，在 其 中 使 用 了 要 进 行 检 验 的，并 且 在 递 归 调 用 中 要 修 改 的

ｍａｐｐｅｄ ｉｔｅｍ。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ｅｔ（子集合）：可以是一个 ｍａｐｐｅｄ ｉｔｅｍ，并且在 ｐａｒｅｎｔ ｓｅｔ中通过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

ｉｔｅｍ直接或间接引用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的集合。它是该函数的输入。就初始输入而言，它是要进

行检验并且在递归调用中要进行修改的 ｍａｐｐｅｄ ｉｔｅｍ。
 环境中的项

函数 ｉｔｅｍ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确定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是否与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相关

联。
当

——ｉｔｅｍ变量通过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与输入 ｃｎｔｘｔ（表示环境）变量相关联时；
——ｉｔｅｍ变量通过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与输入 ｃｎｔｘｔ变量相关联时，

函数返回 ＴＲＵＥ。否则函数返回 ＦＡＬＳＥ。该函数的类型是 ＢＯＯＬＥＡＮ型的。
在下述的任一种条件下，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都是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相关联的：
ａ）在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 ｉｔｅｍｓ的集合中引用的，其中 ｃｎｔｘｔ作为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ｉｔｅｍｓ出现时；
ｂ）在一个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的 ｉｔｅｍｓ的集合中引用的，其中 ｃｎｔｘｔ作为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ｉｔｅｍｓ出现时；
ｃ）由该 ｃｎｔｘｔ的一个 ｉｔｅｍ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的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引用的。

注

１ 第三个条件通过相关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树 的 现 有 部 分 对 与 一 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相 关 联 的 ｒｅｐｒｅ

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提供递归检验。该树的根固定在满足第一个和第三个条件的、与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相

关联的实体上。

２ 函数 ｉｔｅｍ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仅确定一个 ｉｔｅｍ是否与一个特定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相关联，而确定该 ｉｔｅｍ与某

个其他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的关系。

ＥＸＰＲＥＳＳ描述：
）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ｔｅｍ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ｉｔｅｍ：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
ｃｎｔｘｔ：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ＢＯＯＬＥＡＮ；

ＬＯＣＡＬ
ｉ：ＩＮＴＥＧＥＲ；
ｙ：ＢＡＧＯＦ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

Ｅ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Ｉｆｔｈｅｒｅｉｓｏｎｅｏｒｍｏｒ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ｂｏｔｈｔｈｅｉｔｅｍａｎｄｃｎｔｘｔｒｅｔｕｒｎｔｒｕｅ．
ＩＦＳＩＺＥＯＦ（ＵＳＥＤＩＮ（ｉｔｅｍ，′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ＴＥＭＳ′）

 ｃｎｔｘｔ．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０ＴＨＥＮ
ＲＥＴＵＲＮ（ＴＲＵ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ｔｈｅｂａｇｏｆ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ｓｔｈａｔ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ｔｅｍ．
ＥＬＳＥ
Ｙ：＝ＱＵＥＲＹ（ｚ＜ ＵＳＥＤＩＮ（ｉｔｅｍ，″）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ＩＮＴＹＰＥＯＦ（ｚ））；
——Ｅｎｓｕｒ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ｅｔｉｓｎｏｔｅｍｐｔｙ．
ＩＦＳＩＺＥＯＦ（ｙ）＞０ＴＨＥＮ
——Ｆｏｒｅａｃｈｅ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ｓ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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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ＰＥＡＴｉ：＝ １ＴＯＨＩＩＮＤＥＸ（ｙ）；
——Ｃｈｅｃｋｔｏｓｅｅｉｔｉｓａｎｉｔｅｍｉｎｔｈｅｉｎｐｕｔｃｎｔｘｔ．
ＩＦｉｔｅｍ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ｙ［ｉ］，ｃｎｔｘｔ）ＴＨＥＮ

ＲＥＴＵＲＮ（ＴＲＵＥ）；
ＥＮＤ ＩＦ；

ＥＮＤ ＲＥＰＥＡＴ；
ＥＮＤ ＩＦ；

ＥＮＤ ＩＦ；
——Ｒｅｔｕｒｎｆａｌｓｅｗｈｅｎａｌｌ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ｃｈｅｃｋｅｄｗｉｔｈｎｏｓｕｃｃｅｓｓ．
ＲＥＴＵＲＮ（ＦＡＬＳＥ）；

Ｅ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
变量定义：

ｉｔｄｍ（项）：在 ｃｎｔｘｔ中检验关系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它是该函数的输入。
ｃｎｔｘｔ（环境）：确定与 ｉｔｅｍ有关系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这是该函数的输入。

 使用表达

函数 ｕｓｉｎｇ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使用表达）返回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集合，这些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都使

用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
当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
ａ）在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 ｉｔｅｍｓ的集合中被引用时；或

ｂ）被在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中使用的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引用时，那么，该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就

使用了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
注：第二个条件通过相关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树的现有部分对一个在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中使用的一个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提供递归检验。该树的根固定在满足第一个条件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所使用的一个实体上。

ＥＸＰＲＥＳＳ描述：
）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ｔｅｍ：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

：ＳＥＴＯＦ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ＥＴＯＦ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 ｂａｇ ：ＢＡＧＯＦ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ｉｔｅｍｓ ：ＳＥＴＯＦ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
ｉ ：ＩＮＴＥＧＥＲ；

ＥＮＤＬＯＣＡＬ；
——Ｆｉｎｄｔｈ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ｉｔｅｍｉｓｕｓｅｄａｎｄａｄｄｔｏ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ｅｔ．
ｒｅｓｕｌｔ ｂａｇ：＝ ＵＳＥＤＩＮ （ｉｔｅｍ，′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Ｓ′）；
ＩＦＳＩＺＥＯＦ（ｒｅｓｕｌｔ ｂａｇ）＞０ＴＨＥＮ

ＲＥＰＥＡＴｉ：＝１ＴＯＨＩＩＮＤＥＸ（ｒｅｓｕｌｔ ｂａ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ｒｅｓｕｌｔ ｂａｇ［ｉ］；

ＥＮＤＲＥＰＥＡＴ；
ＥＮＤ ＩＦ；
——Ｆｉｎｄｔｈｅｓｅｔｏｆ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ｓｉｎｗｈｉｃｈｉｔｅｍｉｓｕｓ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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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ｉｔｅｍｓ：＝ＱＵＥＲＹ（ｚ＜ ｂａｇ ｔｏ ｓｅｔ（ＵＳＥＤＩＮ（ｉｔｅｍ，″））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ＯＮ ＩＴＥＭ′ＩＮＴＹＰＥＯＦ（ｚ））；

——Ｉｆｔｈｅｓｅ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ｉｔｅｍｓｉｓｎｏｔｅｍｐｔｙ．
ＩＦＳＩＺ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ｉｔｅｍｓ）＞０ＴＨＥＮ
——Ｆｏｒｅａｃｈｅ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ｓｅｔ，ｒｅｃｕｒｓｉｖｅｌｙａｄｄｔｈｅｕｓｉｎｇ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ａｔｅｌｅｍｅｎｔ．

ＲＥＰＥＡＴｉ：＝ １ＴＯＨＩＩＮＤＥＸ（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ｉｔｅｍ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ｕｓｉｎｇ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ｉｔｅｍｓ［ｉ］）；

ＥＮＤ ＲＥＰＥＡＴ；
ＥＮＤ ＩＦ；
——Ｒｅｔｕｒｎｔｈｅｓｅｔｏｆ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ｉｎｐｕｔｉｔｅｍｉｓ
——ｕｓｅｄ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ａｎｄ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ｓ）．
ＲＥＴＵＲ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Ｅ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
变量定义：

ｉｔｅｍ（项）：确定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使用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它是该函数的输入。
）
ＥＮＤ ＳＣＨＥＭ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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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ＤＦＮＲＰ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ＮＤＦＴ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ＧＣ

ＩＴＥＭ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ＴＤＦＴＲ

ＭＡＰＰＥＤ ＩＴＥＭ ＭＰＰＩＴＭ

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ＰＲＲＰＣ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ＰＲＳＮ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ＲＰＲＣＮ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 ＲＰＲＩＴＭ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ＲＰＲＭＰ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ＲＷ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ＲＰＲＲＬＴ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ＵＮＩＴ ＵＭＷ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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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ＳＯ
１０３０３４３的对象标识符）为：

｛ｉｓｏ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１０３０３ｐａｒｔ（４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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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在开放的信息系统中对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ａ提供无二义性的标识，分配给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ａ模式（见第 ４章）的对象标识符（等同采用 ＩＳＯ１０３０３４３中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ａ的对象标

识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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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ｏ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１０３０３ｐａｒｔ（４３）ｖｅｒｓｉｏｎ（１）ｏｂｊｅｃｔ（１）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ａ（１）｝
这个值的意义在 ＧＢ燉Ｔ１６２６２中定义，且在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１中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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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Ｄ１对应于附录 Ａ中所给出的 ＥＸＰＲＥＳＳ表，该图对 ＥＸＰＲＥＳＳ语言使用了 ＥＸＰＲＥＳＳＧ的图

形表示法。ＥＸＰＲＥＳＳＧ在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１１的附录 Ｄ中定义。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１ ２－ｒｅｐ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ｅｘ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ｏｎｔｅｘｔ
Ｓ［１：？］

（ＩＮＶ）

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
ｉｔｅｍｓ

ｇｌｏｂａｌ－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ｉｔｙ－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ｃｏｎｔｅｘｔ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ｉｔｙ－ｍｅａｓｕｒｅ－

ｗｉｔｈ－ｕｎｉｔ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Ｓ［１：？］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ｓｃｈｅｍａ．
ｍｅａｓｕｒｅ－ｗｉｔｈ－ｕｎｉ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ｉｔｅｍ－ｄｅｆｉｎ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ｄｅｆｉｎ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ｍａｐｐｅｄ－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１：？］
ｉｔｅｍｓ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ｏｒｉｇｉ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

ｉｔｅｍ－１

２－ｉｔｅｍ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ｍａｐｐｅｄ－ ｉｔｅｍ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ｔａｒｇｅ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ｍａｐ－ｕｓａｇｅ
（ＩＮＶ）

Ｓ［１：？］

注：为了清晰起见，省略了下述实体与来自 ＧＢ燉Ｔ１６６５６．４１的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ｃｈｅｍａ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ｓｃｈｅｍａ的

标识符和正文的关系：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ｔｅｍ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ｕｎｉｔ。
图 Ｄ１ 表达模式研究对象的规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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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提示的附录）
中 英 文 索 引

表达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７………………………………………………………………………………………
表达环境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６………………………………………………………………………
表达项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 ６……………………………………………………………………………
表达映象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 １０…………………………………………………………………………
表达关系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８…………………………………………………………………
定义表达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１２…………………………………………………………………
环境中的表示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６……………………………………………………………
环境类型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ｔｙｐｅ ６…………………………………………………………………………………
环境标识符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 ６…………………………………………………………………………
环境中的项 Ｉｔｅｍ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１４…………………………………………………………………………
非循环映射表达 Ａｃｙｃｌｉｃ ｍａｐｐｅ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１２…………………………………………………
非精确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５………………………………………………………………………………………
有单位的非精确测量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ｕｎｉｔ ５……………………………………………
参数表达环境 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１２…………………………………………………
项的表达环境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ｉｔｅｍｓ ８………………………………………………………………………
项定义的变换 Ｉｔｅｍ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８…………………………………………………………
使用表达 Ｕｓｉｎｇ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１５………………………………………………………………………
映象的应用 Ｍａｐ ｕｓａｇｅ １１………………………………………………………………………………
映射项 Ｍａｐｐｅｄ ｉｔｅｍ １１……………………………………………………………………………………
映射表达 Ｍａｐｐｅ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１１……………………………………………………………………
映射原点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ｏｒｉｇｉｎ １１………………………………………………………………………………
映射源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ｓｏｕｒｃｅ １１………………………………………………………………………………
映射目标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ｔａｒｇｅｔ １１……………………………………………………………………………
名 Ｎａｍｅ ５……………………………………………………………………………………………………
变换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５………………………………………………………………………………………
描述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５…………………………………………………………………………………………
文件的标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１７……………………………………………………………………
函数定义的变换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４，９……………………………………………
全局非精确分配环境 Ｇｌｏｂａｌ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 ｃｏｎｔｅｘｔ ６………………………………………
信息对象注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ｂｊｅｃｔ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１７…………………………………………………………
引言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Ⅵ………………………………………………………………………………………
模式的标识 Ｓｃｈｅｍａ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１７………………………………………………………………………
范围 Ｓｃｏｐｅ １…………………………………………………………………………………………………
实体简名 Ｓｈｏｒｔｎａｍｅｓｏｆ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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