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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 PDM在科研设计活动中的实际应用 ,研究开发了面向动态数据的 PDM系统. 从项目

管理和职能管理两方面分析了科研组织机构特点 ,阐述了动态数据管理是一个双重管理相耦合的过程.

通过对动态数据特性的分析 ,建立了以工程需求为驱动 ,由人员管理模型、产品对象模型及过程管理模

型等组成的 PDM应用框架. 实际应用表明该应用框架是行之有效的.

关键词 :产品数据管理 ;动态数据 ;工程需求

　　中图分类号 : TP274; TP311 文献标识码 : A

　　产品数据管理 ( Product Data Management,简称

PDM )技术为工程数据的管理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解决

方案 [ 1 - 4 ]
. PDM系统不仅可以管理所有与产品相关的

信息 ,而且可以管理所有与产品相关的数据产生的过

程 [ 5 - 6 ] . 目前 PDM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在国内外已经相

当普遍 ,全球范围商品化 PDM系统不下百种. 但由于

各个企业的实际情况不同 ,很难做到将一种商品化

PDM系统直接用于企业工程数据管理中 ,特别对动态

数据管理的适应性还不够充分. 因此必须根据工程需

求的实际情况 ,结合 PDM系统的功能 ,制定合理的数

据管理策略 ,开发出适合企业的数据管理功能. PDM

实践中的因地制宜、张扬个性 ,是先进管理思想与计算

机技术、信息技术相结合的充分体现.

1　工程数据

工程数据可分为有效发布数据、标准数据和动态

数据 3类.

有效发布数据通常指产品审批结束后的工程数

据 ,它需要经常查看但很少修改的数据 ,其存储位置一

般要求比较固定.

标准数据主要是指国标、企业规定的标准化数据 ,

以及一些标准化 CAD图形. 标准数据属于经常查看不

需修改的数据 ,其存储位置一般要求比较固定.

动态数据是指产品发布前产生的各种过程数据或

中间数据. 动态数据属于经常需要修改的数据 ,其存储

位置也不固定. 动态数据最终成为有效发布数据的过

程 ,实际上是一个对数据进行反复修改完善的迭代过

程. 这一迭代过程不仅集中体现了在产品研发过程中

研究人员的创造性特点 ,而且同时是构成完整产品数

据的最基本过程.

动态数据成为有效发布数据的过程是一个对动态

数据进行合理控制和管理的过程. 在现有的 PDM系统

中 ,一般都基于项目管理的形式对动态数据进行处理 ,

其工作流程建立在具有项目属性的信息模型基础上.

这种工作流程模型在客观环境上要求企业机构倾向于

扁平化 ,从而尽量避免垂直的机构设置使部门相互分

割 ,减少信息流通的壁垒和上下游沟通的障碍 ,为此需

要对企业组织结构进行重组. 然而 ,企业或科研机构的

管理体制是一个历史累积的产物 ,其具有存在的合理

性和科学性 ,结构重组可能导致颠覆其存在的合理性

和科学性.

目前一般的国防科研机构 ,其主要特点是 :在产品

的研发过程中职能管理与项目管理相互交织、相互作

用 ,二者在产品的研发过程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显然 ,在这类组织机构中单纯沿用基于项目管理的形

式对动态数据进行处理是不能满足业务需求的 ,还应

从工程需求方面考虑动态数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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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DM应用建模

基于工程需求驱动 ,面向动态数据的 PDM解决方

案 ,其关键是建立人员管理模型、产品对象模型及过程

管理模型.

2. 1　人员管理模型

人员管理模型按照“组织 - 角色 - 权限 ”进行建

模 ,模型构造在结构及层次上满足以下工程需求规则 :

1) 静态组织按现有的行政组织划分 ;

2) 角色按工程项目划分 ;

3) 权限分配是角色、静态组织和工程对象的

耦合.

建立在上述规则基础上的人员管理模型 (如图 1

所示 ) ,体现了产品研发过程中职能管理与项目管理

的耦合.

图 1　人员管理模型

2. 2　产品对象模型

产品对象模型贯穿于动态数据生成与处理的全过

程 ,它是对象分类、对象版本、对象数据组织等 3方面

的统一.

2. 2. 1　产品对象分类模型

本地化研究源于工程需求 ,在需求分析基础上系

统设计便于动态数据管理的相关产品对象模型 (如设

计图样、分析报告、试验报告、设计任务书等 ) ,同时定

义了用于管理和控制动态数据的相关对象属性 (如图 2

所示 ). 对象属性源于工程需求 ,服务于工程需求 ,它

与人员管理模型和过程管理模型紧密相关.

2. 2. 2　产品对象版本模型

为了实现工程上对数据变化的观察和追踪 ,根据

企业的特点 ,在系统应用框架上建立了如下版本规则 :

1) 产品版本需体现产品的重大变化 ;

2) 产品版本需体现产品的局部变化 ;

3) 产品版本需体现产品的中间过程变化.

图 3详细示例了这一版本模型.

2. 2. 3　产品对象组织模型

对象组织模型是实现动态数据有效管理的基础.

在产品的研制进程中 ,特别是在预研阶段 ,对于提交流

图 2　产品对象分类模型属性定义

图 3　版本模型

程的动态数据 ,由于其结构的不可预知性 ,可能会导致

工作流程异常复杂、缺乏良好的适应性. 为了扩充工作

流程对动态数据的适应性 ,在系统设计上采用了以产

品结构为中心的组织模型 ,产品数据结构由用户根据

需求确定 ,使提交流程的动态数据结构柔性化. 这种组

织模型在功能上延伸了研发人员的设计空间 ,克服了

传统工作流程对变结构产品模型的约束.

2. 3　过程管理模型

过程管理模型体现了组织的业务过程 ,而动态数
据在过程管理模型中的运动是实现业务需求的最基本
元素. 过程管理模型的建立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

1) 定义流程的适用范围 ;

2) 定义满足流程需求的过程节点数及节点间的
业务逻辑关系 ;

3) 每个过程节点中用户或角色的工作方式 ;

4) 流程推进过程中的对象状态变化规则.

图 4给出了一个关于浏览申请的工作流程框图.

图 4　过程管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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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程应用实例

根据以上提出的 PDM 应用框架 ,在 TeamCenter

Fundation基础上研制开发了一套应用系统 ,目前该应

用系统已处于试运行阶段. 鉴于国防研究项目的特殊

性 ,这里仅示例一个在实际流程中运行的文档 (图 5).

图 5　系统实验运行流程示例

经试运行证明系统流程有如下特点 :

1) 流程具有较高的可视化程度 ;

2) 用户对所拥有的任务具有全程参与性 ;

3) 数据完全由系统自动派送 ,数据传输效率高 ;

4) 工作节点任务明确、状态清晰 ,任务具有较高

的可追溯性 ;

　　5) 系统完全基于 B /S架构 ,不仅易学易用 ,而且

大大简化了系统配置及维护管理.

4　结 　语

动态数据管理是 PDM应用中比较棘手的问题. 作

者以工程中最为活跃的动态数据为研究对象 ,结合实

际工程的需求 ,探索开发了一套基于动态数据管理的

PDM解决方案. 研究工作既为现阶段企业信息化建设

探索了方向 ,又为后期数字化设计的展开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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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im ing at the app lication of PDM in design domain, an oriented dynam ical data PDM system is researched

and developed. Characteristics of research organization is analyzed from p roject management and function management,

and the coup ling p rocess is p resented for dynam ical data management. By analyzing dynam ical data and engineering

requirement2driven, PDM app lication frame is set up including person managing model, p roduct object model and

p rocess managing model. The results indicate the app lication configuration is fea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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