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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BJ IT 5 0 54
.

4 为企业产品图样及设计文件编号的基本原则
,

虽然是推荐性的
,

但企业宜

将其视为强制性条文 自觉采用 ;标准提供的两种基本编号方法各有千秋
,

企业应根据 自身特

点加以选择 ;对于采用的基本编号方法
,

企业也应灵活采取措施
,

对其作 出必要的补充或 限

制
,

以保证产品设计质量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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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产品及其零部件或设计文件都应有唯

一的代号
,

以便于设计
、

工艺
、

管理人员或计算机

识别
、

传递
、

处理与存储
,

包括对产品零部件生产
、

储存
、

调用 的计划与管理
。 “

所有文件都应易读
,

注 明 日期 (包括修订 日期 )
,

以便 于识别和 修

改 ll[
。 ”

这里的文件包括产品图样与设计文件
。

要

易于识别
,

必须对图样 和 文件 进 行 编号
。

JB/ T

505 4
.

4 一 2仪” 《产品图样及设计文件 编号原则 》为

企业编制产品图样及设计文件的代号提供了原则

和基本方法
。

但在实际应用该标准时
,

许多企业

都不能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很好地结合企业 自身

与产品的特点
,

带有盲 目性
。

产品 (零件
、

部件 )最稳定的本质属性或特征 (如产

品以类型
、

品种
,

部件按结构
、

用途
,

零件按规格
、

形状 )作为信息分类的基础和依据
,

并以此特征和

属性按一定排列顺序以统一格式系统地编制具有

唯一性 的代码
,

且 留有储备
。

以基本原则作指导
,

企业可以根据自身具体情况 和习惯有效地制定出

适应企业生产和管理的编号方法标准
。

1 应着重把握 BJ T/ 5 05 4
.

4 的基本原则

编制产品图样及设计文件的代号
,

其 目的是

便于企业生产与管理
。

但企业的规模
、

产品的类

型及生产条件都有很大的差别
,

因此
,

企业的编号

标准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一样
。

但万变 不离其

宗
,

万事万物都有共同规律性的东西
,

在科学原则

的指导下
,

企业可以更快
、

更好地制定符合 自身特

点的编号细则
。

BJ IT 5 05 4
.

4 中的 5 项基本原则

即是从广大企业长期实践中总结提炼出来的
,

有

普遍指导意义和广泛的适用性
,

这些原则是科学

性
、

系统性
、

唯一性
、

可延性和规范性
。

也就是说
,

企业制定的产品图样及设计文件编号标准应是以

2 应理解和掌握 扭T/ 505 4
.

4 提供的基本

编号方法

BJ 灯 5 05 4
.

4 提出了机 械工业产品 图样 和设

计文件常用的两种基本编号方法即分类编号和隶

属编号
,

以及这两类编号方法的引伸
—

部分分

类编号和部分隶属编号
。

分类编号是按对象 (指

产品
、

零部件
、

文件 )的功能
、

结构
、

形状
、

尺寸等的

相似性
,

采用十进位分类法进行编号
,

标准中规定

此类代号的基本构成由大
、

中
、

小三类组成
,

大类

为分类号
,

即按对象分类
,

是文件
、

产品
、

部件
、

零

件的区分号
,

并按对象的属性或层次给定数码 ; 中

类为特征号
,

将对象按其主要特征分类
,

如产品按

类型分
,

部件按结构分
,

零件按品种
、

规格分 ; 小类

为识别号
,

将对象按其次要特征分类
,

如产品按品

种分
,

部件按用途分
,

零件按形状
、

尺寸分等
,

并按

此给定数码
。

部分分类编号
,

是对分类编号 的补

充
,

即按部分对象 (指零部件
、

文件等 )的功能
、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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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

形状
、

尺寸等的相似性
,

采用十进位分类法进

行编号
。

隶属编号按对象 (指产 品
、

零部件等 )间

的隶属关系进行编号
,

是产 品
、

部件
、

零件自然隶

属关系的体现
。

其基本构成由产品代号和隶属代

号组成
,

产品代号一般由字母和数字组成
,

为产品

型号缩写 ;隶属代号由数字组成
,

包括零件序号和

部件序号
。

零件序号在其所属 (产品或部件 )范围

内编写顺序号 ;部件序号在其所属 (产品或上一级

部件 )范 围内编写顺序号
。

其中各顺序号的位数

和部件的级数
,

由产品结构的复杂程度而定
。

同

样
,

部分隶属编号是对隶属编号的补充
,

它是按部

分对象 (指产品
、

部分零部件等 )间的隶属关系进

行编号
,

是产品
、

部件
、

零件间部分隶属关系的标

识
,

其代号相对隶属编号的位数可缩短
。

3 应用 BJ IT 505 4
.

4 需注意的一些问题

BJ T/ 5 0 54
.

4 提出的编号方法是指导性的
,

各

企业都应制定编号方法细则
,

作为产品图 样及设

计文件编号依据
。

BJ 厅 5 05 4
.

4 中提出的两种编号方法各有优

缺点
。

隶属编号结构简单易于理解
,

对象的含义

和相互之间的隶属关系明确
,

易于了解装配关系
,

便于熟悉产品图样
,

但由于编号不含有产品
、

零部

件的任何特征
、

功能信息
,

不利于现代化生产
、

制

造
、

设计和管理
,

且当层次较多时
,

代码位数过长

不利于计算机存储
。

比如成组技术 ( GT )
,

它是利

用相似性原理和批量法则来改善产品生产的技术

与管理
,

其实质就是在多 品种生产企业中
,

把结

构
、

工艺上相似的零件归类成组 (族 )
,

按零件组的

工艺要求组织生产和管理 z[]
。

很明显
,

由于隶属

编号完全不涉及零件结构
、

工艺的相似性
,

因此对

成组技术的应用很不利
。

分类编号通过代码确定

编码对象的特性
,

有利于促进产品的系列化
、

标准

化
,

零部件的通用化
,

成组工艺 的应用和物料管

理 ;且代码结构决定了代码不会过长
,

便于计算机

管理
。

但它不能够反映产品
、

零件和部件之间的

所属关系
。

总的来说
,

笔者认为
,

对于产品单一或

产品经常转换的小 型企业
,

采用隶属编号就能满

参考文献
:

足要求 ;而对于那些大批量生产系列产品的大型

企业以及产品品种较多 的生产企业
,

则宜采用分

类编号
。

企业在应用 BJ IT 50 54
.

4 具体制定企业标准

时
,

应根据 自身特点
,

灵活采取多种措施
,

使编号

标准在不偏离基本原则的基础上
,

尽量满足生产

和管理的需要
。

比如
,

为适应企业的发展
,

促进企

业产品的系列化
、

标准化
、

通用化及成组工艺和计

算机的应用
,

企业应尽量采用分类编号法
。

但同

时也要重视这种编号方法不能反映零部件之间的

关系给设计改进
、

工艺 和装配造成的不便
。

对于

新开发的产品
,

可以采取一些措施
,

如明细表使

用
,

J’B lT 50 54
.

3
~

2仪刃《产品图样及设计文件格式》

中格式 10
,

由于其中有所属装配一栏
,

因此使用

明细表可以方便地找到零部件及产品之间的所属

关系 ;在产品图样名称一栏中也可以加上所属部

件或产品的代号
。

再比如
,

部分分类编号和部分

隶属编号是针对分类编号和隶属编号的不足而进

行 的补充
,

在 BJ T/ 50 54
.

4 中
,

部分分类编号明确

了零部件与产品的所属关系
。

在实际应用 时
,

企

业完全可以根据产品的复杂程度和需要
,

在权衡

利弊的基础上进一步在代号上明确零部件与一级

部件甚至二级部件的所属关系等等
。

这些要求都

可以在企业的产品图样及设计文件编号标准中明

确规定
。

4 结论

BJ 厅 5 05 4
.

4 提供的基本原则虽 然是推荐性

的
,

但由于其是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

具有高

度的科学性和广泛的适用性
,

因此
,

企业宜将其视

为强制性条文来自觉采用
,

而对于 BJ IT 50 54
.

4 提

供的两种基本编号方法
,

企业则应根据 自身特点

进行选择 ;同时对采用的基本编号方法
,

也应从实

际出发
,

在基本原则的指导下
,

对其进行必要的补

充或限制以满足识别
、

传递
、

处理与存储的目的
。

产品图样和设计文件是企业产品最重要的技术规

范
,

制定产品图样及设计文件的编号标准也是一

项很重要 的基础工作
,

企业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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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科技论文标题英泽及英文摘要写作

主动语态
。

有助于文字清晰
、

简洁及表达有 如
:

力
。

必要时省去主语和状语
,

直接以谓语动词开 oT
s tU d y …

,

oT
~

it ga t e
.

二 ,

oT d eCS ir l犯…
,

oT

头
。

被动语态
。

在有些情况下
,

施动者无关紧要
,

as ses s’’
· ,

oT d

~
e ”

’

必须要用需强调的事物做主语
。

2
.

4 数词

2
.

3 人称 避免用阿拉伯数字作首词
。

如
:

行文时最好不用第一人称
。

原来较为常见的 肠溉 h un dr ed D en 山or h m us tal ul a e fo lr in s C

~
摘要首句多用第三称伽

。 砷拌 r
.

二
等开头

,

现在则 aer
c o ll e c

edt … 中的 叨巨既 h nU d r e d 不能写成 300
。

倾向于采用更简洁的被动语态或原形动词开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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