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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OPCUA的数字化车间互联网络架构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数字化车间互联网络的层次结构、信息流,以及基于OPCUA的网络架构。
本标准适用于数字化车间设备层、控制层和车间层互联网络的架构设计与系统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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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3863(所有部分) OPC统一架构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数据 data
一种形式化的可重复解释的信息表达,用于通信、解释和处理。
[IEC61499-1:2012,定义3.23]

3.1.2
数字化车间 digitalfactory;digitalworkshop
以生产对象所要求的工艺和设备为基础,以信息技术、自动化、测控技术等为手段,用数据连接车间

不同单元,对生产运行过程进行规划、管理、诊断和优化的实施单元。
注:智能制造系统层次的设备层、控制层和车间层属于数字化车间范围。

[GB/T37393—2019,定义3.3]

3.1.3
信息 information
通过对数据进行约定而被赋予数据的含义。
[IEC61499-1:2012,定义3.53]

3.1.4
客户端 client
向符合IEC62541系列标准规定的OPCUA服务器发送消息的软件应用。
[GB/T33863.1—2017,定义3.2.5]
注:均指OPCUA客户端。

3.1.5
服务器 server
执行IEC62541系列标准规定的服务的软件应用。
[GB/T33863.1—2017,定义3.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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