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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基于模型的定义（MBD），是指

在产品的数字化定义中，以三维模型为

基础，集成尺寸标注、公差要求、加工

制造要求、检验要求等信息，实现对产

品信息的清晰、完整、唯一的描述，使

三维模型成为生产制造过程中的唯一依

据。其核心思想是采用三维模型进行产

品信息的完整描述，并建立以三维模型

为核心的设计制造信息传递模式。其技

术关键是按照一定的数据规范和格式将

原来离散的信息进行“数字化”处理，

建立一个结构合理、信息完整的高质量

MBD数据集。

1 MBD数据集定义要求
为了更好地实现以三维模型为核

心的信息传递方式，产品数据管理系

统需要获取MBD数据集中定义的非几

何信息和部分几何信息，并将其内容

反映到平台的相关数据对象当中。因

此，必须规范MBD数据集的数据组织

形式，实现数据集信息的可检索性和

可解析性。为了充分发挥数字化平台

的作用，MBD数据集信息的定义必须

保证以下几方面内容。

1）内容完整、准确，包含制造和

MBD数据集的数字化定义

摘　要:介绍了MBD技术的概况，通过分析MBD数据集的数字化定义要求，结合项目中MBD技术的实施经验，提

出了MBD数据集的数据组织方案，并分析了数字化平台在MBD数据集定义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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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所需的所有信息；

2）组织形式规范、统一，满足标

准化要求；

3）结构化分解，保证信息可检

索、可解析；

4）通用信息编码入库，集中管

理、统一调用。

2 MBD数据集定义方式
MBD数据集可利用CATIA的特征

树分类组织和管理产品数据，以实现

模型信息的有序可控。

MBD数据集信息可分为几何信

息、属性信息、注释信息、材料信

息、特殊工艺要求信息和三维标注信

息六类，如图1所示。

1） 几何信息

MBD数据集几何信息描述了产

品形状、尺寸信息，反映了零件的几

何外形、空间位置、零件间的装配关

系。另外，通过点、线等要素的组合

还可以表达紧固件信息，例如，铆钉

类单独安装的紧固件采用直线表示，

直线长度等于连接夹层的厚度，而且

单个紧固件包含有 ID号、名称、重

量、重心、规范及要求、起始点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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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点等参数。

2） 属性信息

MBD数据集中需要定义零组件的

编号、名称、对称信息以及关重件类

型等属性信息，这些信息通过集合的

形式定义在零件的规范树上。

3） 注释信息

MBD数据集的注释类信息通过集

合的形式定义在零件的规范树上。注

释信息包含设计人员自定义的注释以

及对航标、工艺规范等相关标准规范

的引用信息，如图2所示。为了实现零

件注释信息的可检索和可解析，在规

范树上定义注释信息时不仅要求将其

逐条拆分，还需要根据注释的内容进

行分类整理和编码入库，通过注释信

息数据库进行集中管理，逐步实现信

息的统一调用，减少设计人员在定义

信息时的随意性，达到MBD数据集信

息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同时，通过这

种方式定义在数模中的信息以及引用

的相关标准规范，都能通过模型中的

链接从数据库中打开，使设计和工艺

人员共享统一的标准。

4） 材料信息

MBD数据集的材料信

息通过集合的形式定义在

零件的规范树上，这些信

息主要包括材料的牌号、

型类级、材料规范、毛料

尺寸和毛料重量等，如图3

所示。另外，MBD数据集

中还可以定义零件的替代

材料及替代条件等信息。

材料信息来源于材料库，

通过从材料库中的调用保

证了所用的材料及规范等

不超出型号的材料选用目

录，并保证材料的毛料尺

需要实现MBD信息的自动提取、存储

及校验等功能，同时还需要通过对材

料、规范及标准件等数据库的无缝集

成，实现CATIA数模的自动赋值、PL

及EBOM等报表的自动构建等相关功

能，从而更好地支持MBD数据集的数

字化定义工作。

3.1 MBD信息管理

MBD数据集的规范树几何集中定

义了材料、注释以及喷漆、密封、黏

结等信息。设计人员在定义这些信息

时，人工去编辑每个几何集会浪费大

量的时间与精力，而且会由于各种原

因导致所定义的信息无法满足统一的

规范要求。设计人员通过数字化平台

提供的集成添加工具，在信息编辑页

面可以定义数据集需要的信息，减少

了出错的机会，同时节省了设计人员

的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

例如，材料以及注释等信息的添

加通过信息编辑页面进行选取，这些

信息已经结构化存储在数据库中，保

证了所使用的材料不超出选用目录的

范围，实现了材料和注释信息的集中

管理。

所有的信息编辑完成之后，由平台

完成对CATIA的赋值操作，如图4所示。

为了保证MBD数据集中的数据准

确可控，需要对数据集中所定义的信

息进行检查，而通过人工检查的方式

打开数模中每个几何集的参数会浪费

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为了实现信息的

集中高效管理，平台可提取发放数据

中的信息，并与数据库进行比对，通

图2　注释信息定义

图3　材料信息定义

图4　平台向MBD数据集赋值

寸等信息的规范填写。同时，通过调

用时在数模中添加的链接可以打开材

料库中对应的材料信息，方便设计人

员和工艺人员查看材料的参数和性能

等完整信息。

5） 特殊工艺要求信息

零组件的喷漆、密封、黏结以及

加垫要求等特殊工艺要求信息，需要

从以往的通用附注和技术条件中分离 

出来，进行统一的分类整理并将部分

信息编码入库，实现信息的集中管理

与规范使用。这些信息通过设计人员

填写和数据库调用相结合的方式定义

在零件规范树上的对应几何集中。

3 数字化平台在数据集定义中

的作用
平台在数据集定义中的作用主要

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MBD信息的

管理，二是数据库信息的调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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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平台提供的产品属性表单交互式管

理、零组件属性快速复制、设计信息

单页面一键提取以及全部属性几何集

自由配置等功能，检查人员通过一个

统一的界面就能完成所有MBD信息的

检查。

3.2 材料及标准规范信息调用

数字化平台在其数据库中为材

料、标准和规范建立了可动态维护的

分类库对象，根据约束规则为库对象

赋予完整的属性信息并进行结构化管

理，可以保证材料、标准和规范的选

用不超出对应的选用目录。在建立

MBD数据集时，可以用导航方式查找

并引用所需对象，如图5所示。当库

对象被引用后，从设计数据产生后的

协同设计过程到发布前的审签以及发

布后的生产制造等环节，都可以通过

引用标识码链接到数据库中，进行材

料、标准、工艺规范等数据的完整浏

览。另外，通过对信息提取规则的设

置，可以在PL等报表中显示材料、标

准、工艺规范的各项属性信息，更好

地支持MBD信息获取。

3.3 标准件调用

数字化平台集成标准件库后，

MBD数据集中的标准件信息全部通过

标准件库调用，可以保证标准件信息

的数据源唯一。另外，通过标准件库

的集中管理，标准件的信息能够进行

及时维护，从而保证数据的安全性和

可靠性。同时，平台通过获取标准件

的属性信息，可以生成各种报表，为

飞机的构型控制和重量管理提供必要

的支持。

在为MBD数据集构建标准件库

时，需要预先根据标准件的使用方法

为每一类标准件建立完整的属性信息

库，在保证设计信息完整的同时，也

为构建完整的飞机产品结构提供支

持。一般来说，在飞机设计过程中，

需要建立通用标准件、管路标准件和

电气标准件等数据库，并建立尺寸信

息、图形信息、工程信息等属性信息

库，如图6所示。

单的将二维图纸上的信息照搬到带标

注的三维模型上，在实现全三维的同

时，需要更加关注MBD信息的数字化

程度。研究以三维模型为核心的数据

组织、信息表达及传递方式，建立一

套严谨、规范的数字化定义体系，并

以此搭建适应MBD技术的数字化管理

平台是MBD数据集数字化定义工作中

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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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MBD数据集与数据库交互界面

4 结束语
MBD数据集是设计制

造过程中信息传递和数据管

理的源头。MBD数据集的

构建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其

信息的数字化程度直接影响

着设计制造及数据管理的效

率。MBD数据集的数字化

定义需要从传统二维图纸的

观念中跳出来，但又不是简

图6　标准件库数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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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平台提供的产品属性表单交互式管

理、零组件属性快速复制、设计信息

单页面一键提取以及全部属性几何集

自由配置等功能，检查人员通过一个

统一的界面就能完成所有MBD信息的

检查。

3.2 材料及标准规范信息调用

数字化平台在其数据库中为材

料、标准和规范建立了可动态维护的

分类库对象，根据约束规则为库对象

赋予完整的属性信息并进行结构化管

理，可以保证材料、标准和规范的选

用不超出对应的选用目录。在建立

MBD数据集时，可以用导航方式查找

并引用所需对象，如图5所示。当库

对象被引用后，从设计数据产生后的

协同设计过程到发布前的审签以及发

布后的生产制造等环节，都可以通过

引用标识码链接到数据库中，进行材

料、标准、工艺规范等数据的完整浏

览。另外，通过对信息提取规则的设

置，可以在PL等报表中显示材料、标

准、工艺规范的各项属性信息，更好

地支持MBD信息获取。

3.3 标准件调用

数字化平台集成标准件库后，

MBD数据集中的标准件信息全部通过

标准件库调用，可以保证标准件信息

的数据源唯一。另外，通过标准件库

的集中管理，标准件的信息能够进行

及时维护，从而保证数据的安全性和

可靠性。同时，平台通过获取标准件

的属性信息，可以生成各种报表，为

飞机的构型控制和重量管理提供必要

的支持。

在为MBD数据集构建标准件库

时，需要预先根据标准件的使用方法

为每一类标准件建立完整的属性信息

库，在保证设计信息完整的同时，也

为构建完整的飞机产品结构提供支

持。一般来说，在飞机设计过程中，

需要建立通用标准件、管路标准件和

电气标准件等数据库，并建立尺寸信

息、图形信息、工程信息等属性信息

库，如图6所示。

单的将二维图纸上的信息照搬到带标

注的三维模型上，在实现全三维的同

时，需要更加关注MBD信息的数字化

程度。研究以三维模型为核心的数据

组织、信息表达及传递方式，建立一

套严谨、规范的数字化定义体系，并

以此搭建适应MBD技术的数字化管理

平台是MBD数据集数字化定义工作中

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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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MBD数据集与数据库交互界面

4 结束语
MBD数据集是设计制

造过程中信息传递和数据管

理的源头。MBD数据集的

构建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其

信息的数字化程度直接影响

着设计制造及数据管理的效

率。MBD数据集的数字化

定义需要从传统二维图纸的

观念中跳出来，但又不是简

图6　标准件库数据结构

紧固件

抽芯铆钉

垫圈

环槽铆钉

螺钉

螺母

螺栓

实心铆钉

镶嵌件

销轴

管路件

轴承

关节轴承

球轴承

滚柱轴承

轴衬

数

据

库

螺钉

螺母

螺栓

三通接头

四通接头

关节轴承

……

尺寸信息数据库

图形信息数据库

工程信息数据库

历史记录数据库

公共信息数据库

用户信息数据库

扩展信息数据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