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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产品数据的表达与交换

第 部分 一致性测试方法论与框架 对测试实验室和客户的要求 其技术内容和标准结构与该国

际标准相一致

等同采用将使我国的产品数据技术在一致性测试方法上与国际保持一致 有利于我国与国际产品

数据技术标准化接轨 也有利于我国按国际惯例来规范实验室的工作

对应 的我国国家标准号是 各分标准的编号原则与

的编号原则完全相同 即我国发布的分标准号与 标准的各部分 各分标准 号相同 在

各分标准中 有关一致性测试方法论与框架的系列标准包括以下几项 对应 标准中第 至

第 部分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产品数据的表达与交换 第 部分 一致性测

试方法论与框架 基本概念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产品数据的表达与交换 第 部分 一致性测

试方法论与框架 对测试实验室和客户的要求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产品数据的表达与交换 第 部分 一致性测试方法

论与框架 抽象测试套件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产品数据的表达与交换 第 部分 一致性测试方法

论与框架 抽象测试方法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产品数据的表达与交换 第 部分 一致性测试方法

论与框架 对 实现的抽象测试方法

本标准属第 部分 对应 与上述其余各标准共同构成一致性测试方法论与框架系

列标准 对应 中第 部分 第 部分和第 部分的国家标准将后续制定

本标准的附录 和附录 是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的附录 附录 和附录 都是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标准化与信息分类编码研究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中国标准化与信息分类编码研究所 北京航空工艺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董连续 李嘉璠 徐有刚 董国华



前言

国际标准化组织 是世界各国 成员体 标准化机构的联合组织 制定国际标准的工作通

常由它的各技术委员会进行 任何一个对某个领域感兴趣的成员体 都有权成为这个领域建立的技术委

员会代表 与 有联系的官方或非官方的国际组织也参加 的工作 在所有电工题目上 与国

际电工委员会 保持密切合作

技术委员会所采纳的国际标准草案要散发给各成员体进行投票 要求至少有 投票的成员体同

意 才能作为国际标准发布

国际标准 由技术委员会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的第 分技术委员会

工业数据 制定

的总标题是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产品数据表达与交换 由以下各部分组成

第 部分 综述和基本原理

第 部分 描述方法 语言参考手册

第 部分 描述方法 语言参考手册

第 部分 实现方法 交换文件结构的纯正文编码

第 部分 实现方法 标准数据存取界面

第 部分 实现方法 标准数据存取界面的 语言联编

第 部分 实现方法 标准数据存取界面的 语言联编

第 部分 实现方法 标准数据存取界面的界面定义语言联编

第 部分 一致性测试的方法论和框架 基本概念

第 部分 一致性测试的方法论和框架 对测试实验室和客户的要求

第 部分 一致性测试的方法论和框架 抽象测试套件

第 部分 一致性测试的方法论和框架 抽象测试方法

第 部分 一致性测试的方法论和框架 对 实现的抽象测试方法

第 部分 集成通用资源 产品描述和支持的基本原理

第 部分 集成通用资源 几何与拓扑表达

第 部分 集成通用资源 表达结构

第 部分 集成通用资源 产品结构配置

第 部分 集成通用资源 材料

第 部分 集成通用资源 可视化表示

第 部分 集成通用资源 形位公差

第 部分 集成通用资源 工艺结构和特征

第 部分 集成应用资源 制图

第 部分 集成应用资源 有限元分析

第 部分 集成应用资源 运动学

第 部分 集成应用资源 建筑构造核心模型

第 部分 应用协议 显式制图

第 部分 应用协议 相关制图

第 部分 应用协议 配置控制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