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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钢铁作为“工业粮食”，是制造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

钢铁工业具有生产流程连续、工艺体系复杂、产品中间态多

样化、大型高温高压设备集中、人因安全要求高等特征，属

于典型的流程型制造业，面临着严峻的资源、市场、环保、

竞争等挑战，亟需通过智能制造先进技术和装备的场景应

用，提高行业的绿色环保水平、安全保障能力、生产制造效

率。国家大力推进智能制造以来，钢铁行业因体量庞大且自

动化、信息化程度较高，具备推进流程型智能制造的优势条

件，钢铁企业纷纷实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项目，在保

障产业稳定运行、提升韧性方面发挥了巨大价值。

标准化工作是实现智能制造的重要技术基础。为指导当

前和未来一段时间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标准化工作，解决标准

缺失、滞后等问题，加快推进质量变革、效益变革、动力变

革，促进钢铁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依据《国

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1版）》，组织编制了《钢

铁行业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3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十四五”

智能制造发展规划》《“十四五”原材料工业发展规划》《国

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1版）》《关于促进钢铁

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为指导，加强标准统筹规划，

围绕钢铁行业增强创新能力、推进绿色低碳、提高供给质量、

提升本质安全等实际需求，加快建立涵盖基础共性、智能装

备、智能车间、智能工厂、智能企业、智能供应链的钢铁行

业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充分发挥标准的指导、规范、引领和

保障作用，推动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水平不断跃升。

（二）基本原则

坚持统筹规划，动态更新。紧密围绕国家智能制造产业

政策、发展规划和建设指南，与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协调

配套，加快构建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标准体系，统筹规划标准

化重点领域和方向，推进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与团体标准协

同发展，结合钢铁行业发展现状和趋势动态更新标准体系。

坚持共性先立，急用先行。针对钢铁生产流程连续、工

艺体系复杂、产品中间态多样化的特点，稳步推进钢铁行业

网络与数据安全、检测和评价等基础共性标准的制定，加快

推进钢铁行业智能装备、智能车间、智能工厂等标准的制定。



坚持协同推进，注重实施。结合智能制造跨行业、跨领

域、系统融合等特点，推动钢铁行业上下游产业链各环节、

产学研用各方共同开展标准制定。以支撑智能制造技术应用

为着力点，充分发挥标准引领作用，强化标准宣传推广和应

用实施，有序推进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

坚持创新探索，适当领先。将钢铁工业制造场景与智能

制造技术应用紧密结合，做好遴选验证、标准研制、试点应

用等系列工作，为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流程工业先进制造

技术的深度融合起到表率作用。

（三）建设目标

到 2025 年，建立较为完善的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标准体

系，累计研制 45 项以上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标准，基本

覆盖基础共性和装备层、车间层、工厂层、企业层、产业链

协同层各层级标准，优先制定基础共性标准以及绿色低碳、

产品质量、生产安全等关键应用场景标准，突出标准在先进

制造技术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相互融合和迭代提升过程中的

引导作用，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研制，为世界钢铁工业可持续

发展做出中国贡献。

二、建设思路

（一）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标准体系结构

依据《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1版）》中

建设细分行业智能制造标准体系的相关要求，基于钢铁行业

工艺、产品及智能工厂建设等特点，形成由“A基础共性”

“B 装备层”“C 车间层”“D 工厂层”“E 企业层”“F



协同层”构成的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如图 1所示。

图 1 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标准体系结构图

具体内容如下：

1. A基础共性标准，位于整个体系结构的底层，是构建

体系的基础。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继承国家智能制造标准

体系中基础共性标准中通用、检测、评价等内容；另一部分

继承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中关键技术的赋能技术、工业网

络等内容，并根据钢铁行业基础关键技术需求进行了整合。

2. B—F层从智能制造系统架构的系统层级维度展开，

根据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需求，面向装备、车间、工厂、企业、



协同等各层级中多重场景和环节，指导制定智能制造技术应

用相关标准。

B装备层标准主要用于规范单体智能装备的功能、质量、

接口和性能提升标准，包括无人运输装备、工业机器人和人

机协作系统等标准。

C车间层标准主要用于规范工序级（车间）业务活动的

相关标准，涉及工艺产线管控、生产作业、工序级质量控制、

业务集成优化和模型建设等，包括矿山、原料场、炼铁、炼

钢、轧钢和其他等标准。

D工厂层标准主要用于规范工厂或跨工序的钢铁智能工

厂设计、生产、管理要求等，支撑钢铁智能工厂建设，包括

设计与交付、生产管控、资源保障等标准。

E企业层标准主要用于指导钢铁企业优化资源配置，规

范采购、销售、研发、数据资源等运营管理，实现企业内部

深度协同，包括资源计划与市场预测、采购管理、销售管理、

产品研发设计、工厂协同、数据资产管理等标准。

F协同层标准主要用于规范钢铁行业上下游企业间数据

共享、多业务协同以及智能服务等要求，包括数据共享、供

应链协同、客户服务等标准。

（二）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标准体系框架

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标准体系框架包含钢铁行业智能制

造标准体系的基本组成单元，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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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标准体系框架

A基础共性 B装备层 C车间层 D工厂层 E企业层 F协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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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标准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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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内容

（一）基础共性标准

主要包括通用、检测、评价、工业网络、赋能技术 5个

部分。用于统一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术语定义、检测方法、评

价方法等基础通用标准，以及钢铁行业在工业网络、赋能技

术等方面的共性技术标准。其中，通用、检测、评价内容对

应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中“基础共性”部分建设内容，工

业网络、赋能技术内容对应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中“智能

赋能技术”部分建设内容，本文仅面向钢铁行业的专有需求

展开描述，如图 3所示。
A基础共性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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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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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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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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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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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图 3 基础共性标准子体系

1.通用标准

主要包括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术语与定义、钢铁工业数据

分类与编码、智能工厂参考架构、物料标识编码等标准。主

要用于规范与统一对智能制造的认知理解，以及构建钢铁行

业智能化发展所需的标识、编码、参考架构等基础通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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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检测标准

主要包括铁水、钢水等成分智能分析，长材、扁平材等

钢产品外形、轮廓、表面、力学性能智能检测与预测等标准。

主要用于保障钢铁行业产品质量，推动智能技术在检验检测

与实时工艺优化等方面的应用。

3.评价标准

主要包括钢铁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实施指南、钢铁智能

工厂评价实施指南，钢铁行业设计、生产、管理、供应链等

方面评价评级标准。主要用于指导钢铁企业识别智能制造现

状，摸清提升智能制造水平重点方向，为企业智能化改造升

级规划提供参考。

4.工业网络标准

主要包括体系架构、网联技术、云基础设施、网络与数

据安全 4个部分。主要用于指导钢铁企业建立符合自身产品

特色需求的工业网络，从架构、基础技术、项目建设、网络

与数据安全等方面提供参考。

（1）体系架构标准

主要包括基于钢铁原料、产品、生产、管理及业务模式

的互联互通系统平台功能架构等标准。主要用于为钢铁企业

建设专有工业网络提供体系架构参考，实现工业网络架构下

不同层级和异构网络之间的网络运行规范管理。

（2）网联技术标准

主要包括企业内外组网与并联技术、有线和无线通信以

及原料和产品相关的物联网技术要求，5G、工业网闸、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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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用于炼铁、炼钢、轧钢等工序专用设备的网联技术标准。

主要用于为钢铁企业建设专有工业网络组网过程中应用的

网联技术，提供技术规范与指导。

（3）云基础设施标准

主要包括钢铁生产厂区虚拟专网建设技术规范等钢铁企

业部署运算资源相关的云基础设施标准。主要用于为钢铁企

业在建设云计算、分布式算力与存储部署、云边端设备与服

务接入等方面提供技术规范与指导。

（4）网络与数据安全标准

主要包括面向钢铁行业多工序、多业务、多基地等特点

的工业控制及网络安全防护要求、跨区域多基地的数据传输

安全要求、网络安全分类分级等标准。主要用于为企业不同

系统层级内部及之间的数据及时可靠传递等提供技术规范

与指导，保障企业生产、业务等系统安全。

5.赋能技术标准

主要包括工业大数据、边缘计算、数字孪生、区块链、

工业软件、算法模型与优化 6个部分。主要用于指导新一代

信息技术与钢铁领域融合应用，进行深度建模、训练与优化，

提升钢铁行业智能生产工艺水平。

（1）工业大数据标准

主要包括钢铁行业工业大数据主数据管理、钢铁全流程

数据集成以及大数据平台运维等面向钢铁行业复杂数据结

构的基础技术标准，钢铁工业生产、管理等过程中的数据处

理标准。主要用于为钢铁制造生产及管理过程各环节所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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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采集、处理、传输和存储提供技术规范与指导。

（2）边缘计算标准

主要包括钢铁行业炼铁、炼钢、轧钢等工序相关设备接

入网络实现远控、运维等功能的技术标准，企业生产车间边

缘网络配置要求、边缘平台系统要求、边缘数据接入与数据

服务技术要求等标准。主要用于解决钢铁行业边缘计算中异

构、高频、多源、量大的数据采集和处理等问题，规范在敏

捷链接、实时计算、数据优化等方面的数据接口和数据要求。

（3）数字孪生标准

主要包括高炉、转炉、连铸机、轧机等设备级以及炼铁、

炼钢、轧钢等车间级的数字孪生技术要求及应用规范，数字

钢产品等面向供应链创新服务的数字孪生技术要求等标准。

主要用于规范钢铁行业资产、工艺及生产的数字孪生在系统

架构、接口、应用（模拟仿真）等方面的技术要求。

（4）区块链标准

主要包括连通钢铁行业上下游业务协同中，区块链技术

应用接口、性能评估、业务系统集成等标准。主要用于解决

钢铁行业电子签约、物流计费、材料数据跟踪与共享、电子

凭证等场景中，可信数字身份、数据确权及互信等问题。

（5）工业软件标准

主要包括钢铁行业研发设计、生产控制、运营管理等场

景的软件系统架构、接口、功能等技术要求标准。主要用于

规范钢铁行业全生命周期工业软件应用的技术要求。

（6）算法模型与优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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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钢铁制造过程中与工艺优化、生产管控相关的

机理模型、数据模型优化与建立等标准。主要用于实现钢铁

产品的稳定生产、产品质量提升与智能管理。

（二）装备层标准

主要包括无人运输装备、工业机器人和人机协作系统 3

个部分。主要用于规范单体智能装备的功能、质量、接口和

性能提升标准，如图 4所示。

B装备层

BA

无
人
运
输
装
备

BB

工
业
机
器
人

BC

人
机
协
作
系
统

图 4 装备层标准子体系

1.无人运输装备标准

主要包括面向钢铁行业厂内及跨厂的自动引导车、桥式

起重机、钢制品运输车、传动运输设备、矿山铁路运输设备、

井下运输设备等装备的技术要求，以及面向上述装备的智能

感知、控制系统、运维诊断、远控/集控、无人驾驶等系统的

技术要求。主要用于指导现场作业少人化、无人化，为装备

远控、集控、协同等提供技术参考。

2.工业机器人标准

主要包括高炉出铁厂机器人作业、自动加保护渣等围绕

钢铁行业生产过程中巡检、操作、包装、质检等对主辅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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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公辅作业中实现代人操作的机器人相关标准。主要用于

指导智能工业机器人在钢铁行业的相关应用及技术参考。

3.人机协作系统标准

主要包括人机交互界面中增强信息辨识度的色彩设计

技术要求等人机交互相关技术标准。主要用于提高钢铁行业

相关工业系统的界面设计水平、降低复杂度、减少误操作，

保障生产安全并提高系统可用性、易用性。

（三）车间层标准

主要用于规范工序级（车间）业务活动的相关标准，涉

及工艺产线管控、生产作业、工序级质量控制、业务集成优

化和模型建设等，包括矿山、原料场、炼铁、炼钢、轧钢和

其他 6个部分，如图 5所示。

C车间层

CA

矿
山

CB

原
料
场

CC

炼
铁

CD

炼
钢

CE

轧
钢

CF

其
他

图 5 车间层标准子体系

1.矿山标准

主要包括钢铁行业采矿选矿、冶金矿山集成管控等管理

系统技术要求。主要用于规范采矿、运输、现场无人化及远

程控制等智能化系统技术要求，指导冶金矿山精细化管理。

2.原料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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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智能原料场系统建设技术要求，配矿、堆取料

机、原料皮带无人化应用技术要求等标准。主要用于指导企

业实现原料场数字化管理。

3.炼铁车间标准

主要包括焦化、烧结、球团、高炉等炼铁系统一体化管

控技术要求，智能高炉系统建设及评价诊断标准，高炉远控

生产过程智能化、气基直接还原等非高炉炼铁智能化技术要

求，原燃料智能生产技术要求及质量一体化管控要求等标

准。主要用于规范焦化、烧结、球团、炼铁等工序系统建设、

系统集成，以及各生产工序智能化提升及改造技术要求。

4.炼钢车间标准

主要包括炼钢车间集成管控系统标准，面向炼钢生产过

程的铁水处理、智能炼钢、自动出钢、钢包合金智能配料、

浇铸无人化、连铸坯热装预处理等控制系统技术要求。用于

规范炼钢生产工序智能化提升及改造技术要求，确保炼钢车

间建设的系统集成规范化、制造过程智能化。

5.轧钢车间标准

主要包括轧钢车间智能集成管控系统标准，面向长材、

扁平材等轧钢生产过程的温度、尺寸、形状等控制系统技术

要求。主要用于规范轧钢生产工序智能化提升及改造技术要

求，确保轧钢车间建设的系统集成规范化、制造过程智能化。

6.其他标准

主要包括智能磨辊间、无人变电站等部分车间通用或其

他公辅类标准，铸轧智能车间或其他上下游车间具备横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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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一体化车间建设标准。主要用于规范 CA-CE 尚未覆盖

到的智能车间技术要求。

（四）工厂层标准

主要用于规范工厂或跨工序的钢铁智能工厂设计、生

产、管理要求等，支撑钢铁智能工厂建设，包括设计与交付、

生产管控、资源保障 3个部分，如图 6所示。

D工厂层

DA

设
计
与
交
付

DB
生
产
管
控

DC

资
源
保
障

DAA

工
厂
设
计
与
交
付

DAB

生
产
工
艺
设
计

DBA

生
产
计
划
排
程

DBB

一
体
化
协
同
管
控

DBC

全
流
程
质
量
管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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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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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工厂层标准子体系

1.设计与交付标准

主要包括工厂设计与交付、生产工艺设计标准。

（1）工厂设计与交付标准

主要包括设计要求、设计模型等规划架构标准，智能工

厂物联网等系统设计、仿真分析等物理/虚拟工厂设计标准，

交付原则、对象类库规定、标识码规定等数字化交付标准，

智能工厂各环节、各系统及系统集成标准等。主要用于规范

钢铁行业智能工厂的设计规划和数字化交付的通用要求，确

保建成的钢铁行业智能工厂达到预定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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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产工艺设计标准

主要包括炼铁、炼钢、精炼、连铸、轧钢等工序的协同

工艺设计优化，基于冶金机理、数据驱动的工艺参数设计及

产品动态质量优化设计等标准。主要用于指导钢铁企业设计

出满足产品质量要求的工艺路线、工艺过程、工艺参数等，

为用户提供高质量产品。

2.生产管控标准

主要包括生产计划排程、一体化协同管控、全流程质量

管控标准。主要用于规范生产计划、生产执行、生产控制等

生产过程中的系统技术要求，确保设计与交付和生产执行互

联互通、生产计划最优、生产过程智能管控。

（1）生产计划排程标准

主要包括面向销售订单的产能计划、订单计划、批量计

划（炉次、浇次及轧次等作业计划）和生产调度等系统技术

建设要求等标准。主要用于规范智能化技术在生产计划排程

中的应用，实现调度排产优化。

（2）一体化协同管控标准

主要包括铁钢轧一体化集控中心建设要求，与生产管控

相关的多业务流程协同一体化管控等标准。主要用于指导支

撑生产与其他业务流程协同，突破工序和部门边界，实现一

体化管控目标。

（3）全流程质量管控标准

主要包括面向生产制造过程中的实时工艺参数监控、产

品质量预测、在线质量判定等质量管控系统技术要求，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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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分析、产品质量回放与追溯等质量管控平台建设要求

等标准。主要用于指导钢铁行业质量定责、判定和优化等管

理系统建设，实现钢铁工业全流程质量监管、质量检验业务

集成和质量问题追溯。

3.资源保障标准

主要包括能源管控、设备管理、安全环保管理、工厂物

流管理等标准。主要用于规范生产执行过程中生产资源保障

系统技术要求，以资源最优配置，确保生产计划如期完成，

助力企业低碳绿色安全高效发展。

（1）能源管控标准

主要包括面向多基地、多厂区的能源管控系统及平台建

设要求，工序及产品的能耗管理系统技术要求，钢铁行业智

能电网管控平台建设要求等标准。主要用于规范生产阶段能

源管控的技术要求及模型要求，指导企业、厂区、车间、设

备、产品等实现能源多级管理，支撑企业智慧能源管理。

（2）设备管理标准

主要包括钢铁工艺设备在线监测、故障诊断、设备效能

状态检测与校准等技术要求，备品备件、设备运维等管理系

统技术要求等标准。主要用于规定智能制造环境下设备健

康、可靠运行应满足的要求，确保设备的稳定运行与维护，

提高设备的综合效率。

（3）安全环保管理标准

主要包括钢铁各工序作业过程中安全动态实时检测、预

测预警、危险作业等管理系统技术要求，环保动态实时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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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预警等环保管控系统技术要求，废水、废气、固体废物

管理系统技术要求等标准。主要用于智能制造环境下安全环

保应满足的要求，支撑钢铁企业实现安全高效发展。

（4）工厂物流管理标准

主要包括钢铁行业智能工厂物流系统建设要求，原燃料

进厂至产成品出厂全物流业务场景的物料跟踪管理系统技

术要求，物料智能分拣、配送路径规划等标准，生产执行过

程中物料状态、产（半）成品出入库、库存预警等仓储管理

标准等。主要用于指导企业降低库存，提升物流效率。

（五）企业层标准

主要包括资源计划与市场预测、采购管理、销售管理、

产品研发设计、工厂协同、数据资产管理 6个部分。用于指

导钢铁企业优化资源配置，规范采购、销售、研发、数据资

源等运营管理，实现企业内部深度协同，如图 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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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企业层标准子体系

1.资源计划与市场预测标准

主要包括面向物料需求及采购申请计划的资源计划系

统技术要求，面向产品设计、生产制造、仓储物流等业务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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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市场预测系统技术要求等标准。主要用于规范钢铁企业

市场预测系统建设技术要求及数据模型建设要求，指导企业

实现资源最优分配。

2.采购管理标准

主要包括钢铁行业供应商分类分级、绩效评价等管理系

统建设技术要求，原材料、资材备件的采购需求智能预测、

资源配置优化、智能决策等采购系统技术要求标准。主要用

于规范钢铁企业采购等系统建设，助力企业实现全方位的采

购数字化。

3.销售管理标准

主要包括客户关系管理、销售预测、销售订单、销售异

议管理、发货管理等系统技术要求。主要用于规范钢铁企业

一体化销售管理平台技术要求，提升客户满意度。

4.产品研发设计标准

主要包括产品的数字化设计和仿真标准，产品试验验证

过程仿真的方法和要求等标准。主要用于规范钢铁行业企业

数字化产品的设计要求，助力企业实现智能化转型。

5.工厂协同标准

主要包括钢铁厂际间制造资源协同管控、网络协同制造

及平台建设等标准。主要用于指导钢铁企业持续改进和优化

企业内部网络化制造资源协同，规范钢铁行业工厂之间系统

管控技术要求，实现工厂之间的业务协同。

6.数据资产管理标准

主要包括钢铁企业数据资源管理体系建设规范，数据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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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管理系统技术要求，工厂内部数据分析应用技术要求，数

据分类分级管理等标准。主要用于规范钢铁行业智能化转型

过程中各类数据的应用与管理。

（六）协同层标准

主要包括数据共享、供应链协同、客户服务 3个部分。

用于规范企业内外部的信息互联和共享等系统技术要求，确

保跨企业、跨地区资源共享、协同合作，如图 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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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协同层标准子体系

1.数据共享标准

主要包括钢铁企业与上下游企业间的数据交换等数据

共享标准体系建设要求，数据格式、协议解析等技术标准。

主要用于规范钢铁产业链的数据共享管理要求，实现钢铁供

应链的数据协同共享。

2.供应链协同标准

主要包括钢铁行业供应链上下游设计、生产、物流、销

售、服务等多业务协同标准。主要用于规范钢铁生产企业与

上游原燃料供应商、下游用钢企业或第三方服务商的信息集

成、协作要求，实现钢铁供应链的高效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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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客户服务标准

主要包括钢铁行业产品溯源管理服务、钢铁企业先期介

入下游用钢客户服务等标准。主要用于规范钢铁企业智能服

务技术要求，提升钢铁下游用钢企业的客户服务满意度。

四、组织实施

（一）加强统筹协调。积极发挥行业协（学）会及专家

智库作用，汇聚各类优质标准化资源，引导行业内龙头企业、

科研院所、社会团体、检测认证机构等积极参与标准化工作，

形成技术研发、标准制定及验证、应用推广、产业发展协同

推进的工作格局。

（二）加快标准研制。立足实际发展需要，加快研究制

定钢铁行业基础共性以及智能装备、智能车间、智能工厂等

标准。发挥好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标准试验验证公共服务平台

作用，形成标准化与智能化建设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良好

态势。

（三）推动宣贯实施。充分发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行

业协（学）会等的行业影响力，广泛进行宣传，加快标准应

用。树立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标准应用示范标杆，总结可复制

的先进经验，为国家智能制造标准应用试点示范提供支撑。

（四）加强交流与合作。加强钢铁行业上下游、智能制

造相关产业间的交流与合作，提升标准的适应性。积极支持

钢铁企业、科研机构等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与国际同行共

同制定国际标准，通过国际交流合作，提高行业应用水平和

国际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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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钢铁行业智能制造现行和在研标准研制清单

序

号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体系

编号
标准名称

标准

类型
状态 标准编号

1 A基础共性 AA通用 AAA 信息技术 词汇 国标 已发布 GB/T 5271 系列标准

2 A基础共性 AA通用 AAA 物联网 术语 国标 已发布 GB/T 33745-2017

3 A基础共性 AA通用 AAA 数字化车间 术语和定义 国标 已发布 GB/T 37413-2019

4 A基础共性 AA通用 AAA 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 术语和定义 国标 已发布 GB/T 17212-1998

5 A基础共性 AA通用 AAA 制造业信息化 技术术语 国标 已发布 GB/T 18725-2008

6 A基础共性 AA通用 AAA 网络化制造技术术语 国标 已发布 GB/T 25486-2010

7 A基础共性 AA通用 AAA 机器人与机器人装备 词汇 国标 已发布 GB/T 12643-2013

8 A基础共性 AA通用 AAB 智能制造 系统架构 国标 已发布 GB/T 40647-2021

9 A基础共性 AA通用 AAD 智能制造 对象标识要求 国标 已发布 GB/T 37695-2019

10 A基础共性 AB 检测 ABC 钢板轮廓在线检测系统技术要求 行标 已立项 2022-1573T-YB

11 A基础共性 AD工业网络 ADA 信息技术 工业云 参考模型 国标 已发布 GB/T 37700-2019

12 A基础共性 AD工业网络 ADA 物联网 参考体系结构 国标 已发布 GB/T 3347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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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体系

编号
标准名称

标准

类型
状态 标准编号

13 A基础共性 AD工业网络 ADB 信息技术 工业云服务 能力通用要求 国标 已发布 GB/T 37724-2019

14 A基础共性 AD工业网络 ADB 智能制造 工业云服务 数据管理通用要求 国标 已发布 GB/T 40693-2021

15 A基础共性 AD工业网络 ADB 信息技术 工业云服务 服务协议指南 国标 已发布 GB/T 40203-2021

16 A基础共性 AE赋能技术 AEA 信息技术 数据质量评价指标 国标 已发布 GB/T 36344-2018

17 A基础共性 AE赋能技术 AEB 智能制造 工业数据 采集规范 国标 已发布 GB/T 42127-2022

18 B装备 BC 人机协作系统 BC 面向人机协作的工业机器人设计规范 国标 已发布 GB/T 39402-2020

19 C车间 CC 炼铁 CC 烧结生产实时优化系统技术规范 行标 已立项 2022-0134T-YB

20 C车间 CC 炼铁 CC 球团生产实时优化系统技术规范 行标 已立项 2022-0133T-YB

21 C车间 CC 炼铁 CC 高炉炉体安全诊断系统技术规范 行标 已立项 2022-0131T-YB

22 C车间 CC 炼铁 CC 高炉运行综合评价方法 行标 已立项 2022-0132T-YB

23 C车间 CD 炼钢 CD 转炉生产智能管控技术要求 行标 已立项 2022-1570T-YB

24 C车间 CD 炼钢 CD 钢包精炼智能管控技术要求 行标 已立项 2022-1571T-YB

25 C车间 CE 轧钢 CE 热轧生产智能管控技术要求 行标 已立项 2022-1572T-YB

26 C车间 CF 其他 CF 钢铁行业 加热炉燃烧智能控制技术要求 行标 已立项 2022-0130T-YB

27 D工厂 DC 资源保障 DCC 智能工厂 安全控制要求 国标 已发布 GB/T 3812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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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标准建设重点

序号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重点方向

1

A基础共性

AA通用
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术语、钢铁工业数据分类与编码、钢铁行业智能

工厂参考架构等标准

2 AB检测
钢铁原料成分、产品形状、产品性能、表面缺陷及设备状态等方面

智能检测及预测相关标准

3 AC评价 钢铁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评估、钢铁智能工厂评价等标准

4 AD工业网络 钢铁行业网络与数据安全防护指南等标准

5 AE赋能技术
工业大数据平台参考架构等标准；机器视觉、人工智能及数字孪生

技术应用等标准

6
B装备

BA无人运输装备
桥式起重机、运输车等装备的远控、集控、无人化等技术标准，运

维诊断、控制系统等标准

7 BB工业机器人
加渣、焊牌、辅助转钢、无人巡检等主工序辅助及实验室智能拉伸、

冲击试验等机器人相关标准

8 C车间 CB原料场 智能原料场设计要求等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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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重点方向

9 CC炼铁 智能炼铁、智能高炉等系统技术要求标准

10 CD炼钢
转炉智能炼钢、自动出钢、无人浇铸等炼钢生产过程系统技术要求

标准

11 CE轧钢
轧制车间一体化智能集成管控系统技术要求、热轧、冷轧等主要工

序生产过程智能化控制系统技术要求等标准

12

D工厂

DA设计与交付 钢铁行业智能工厂数字化交付等标准

13 DB生产管控
全流程一体化协同管控、质量管控、集控中心建设等系统技术要求

标准

14 DC资源保障管控
能源管控、设备运维管理、安全生产平台建设、物流管理等系统技

术要求标准

15 E企业 EE工厂协同
制造资源协同管控、网络协同制造、钢铁产品溯源等系统技术要求

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