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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NX 平台的汽车覆盖件模具网络标准件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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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摇 针对目前汽车覆盖件模具标准件库管理无序、属性信息不全面、操作重复等问题,在
NX 平台上开发网络标准件库系统。 方法摇 系统采用 C / S 模式,对标准件库进行统一管理和维护,
利用属性关联技术自动对标准件赋属性。 结果摇 简化了 BOM 的操作,实现了 BOM 表的自动化生

成。 结论 利用该系统,减少了重复设计、提高了设计效率,最后通过某汽车覆盖件的模具设计实例

说明了标准件系统的可行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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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NX-based Online Standard Part Library System
for Automobile Panel Die

HU Zhao, ZHANG Zhi-bing, DU Ting, LIU Yu-qi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aterial Processing and Die & Mould Technology,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At present, there are a number of problems for the standard part library system for automobile
cover mold, including the disordered management, the incomplete attribute information, and the repeated operation. Meth鄄
od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a online standard part library system was developed based on NX platform. The system,
which adopted C / S mode, unified the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of the standard part library. Results The attribute in鄄
formation was automatically assigned to the standard parts using the correlation technology, which simplified the BOM of the
operation, and realized the automatic generation of BOM list. Conclusion Finally, a particular mould design example for
automobile covering parts was given to illustrate the feasibility and practicability of this standard system.
KEY WORDS: standard part library; mold design; online; BOM

摇 摇 汽车覆盖件模具是制约整车研发周期的关键,
其设计制造周期几乎占整车研发周期的 2 / 3[1]。 标

准件是模具设计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大量使用标准

件可以有效地缩短设计周期,据统计,在产品或工艺

装配计算机辅助设计中[2-3],标准件的使用率占到

零件总量的 60%左右[4]。
然而在汽车覆盖件模具设计过程中,如何实现

标准件的高效、精确使用,需要标准件库作为支撑平



精 密 成 形 工 程摇 摇 摇 2014 年 01 月64摇摇摇

图 2摇 标准件系统客户端界面

Fig. 2 Client interface for the standard part system

台。 以汽车覆盖件模具行业中应用最为广泛的 SIE鄄
MENS NX 为例,其模具设计专业模块 Die Design 中

自带的标准件库,操作简单,但包含的标准件种类和

数量有限,无法满足实际设计需求[5]。 许多高校和

研究单位通过在 CAD 系统上进行二次开发[6-10],实
现了不同类型的标准件库,但总体而言,相对于汽车

覆盖件模具设计过程而言,还存在以下关键问题未

能解决。
1) 标准件版本管理功能薄弱,且未实现协同设

计。 每个用户的计算机都必须在本地独立安装标准

件库,如果用户出现误改误删,则必须重新安装。 而

且标准件库一旦进行了扩展或者修改,则必须为其

他每台计算机进行更新。
2) 标准件建库手段单一,不同类型的标准件兼

容性差。 部分标准件厂商只提供参数化模型,对于

这类没有参数表的标准件,用户只有通过手动修改

表达式来创建系列标准件。
3) 标准件信息不全,无法为后续流程服务。 现

有标准件库系统大部分只记录了尺寸信息,没有考

虑标准件的材料、价格、版本号等非尺寸信息,在后

续模具成本估算、采购等环节中,用户必须配合查阅

相关手册来完成。
文中为解决上述问题,通过 C / S 网络结构、自

定义参数表和属性关联等关键技术,突破了现有标

准件库的局限,实现了标准件的规范管理,兼容了不

同建库方法的标准件,并且完善了标准件的属性信

息,开发出了汽车覆盖件模具领域中的网络标准件

库系统 HF-NET STANDARD PART LIBRARY(HF-
NSPL)。

1摇 标准件库系统及功能

摇 摇 HF-NSPL 采用 C / S 结构,在
服务器端存储标准件库数据,在客

户端调用和装配标准件,整体结构

分为 3 层,如图 1 所示,依次为数据

层、逻辑层和应用层。
数据层:按照指定规则存放模

板文件、参数和预览图等基本信

息,这些信息都存放在服务器端。
逻辑层:标准件库的应用和管

理,具体包括驱动、查询、命名、赋

图 1摇 标准件库系统体构

Fig. 1 Structure of the standard part library system

属性、装配和标准件管理六大模块。 驱动模块在数

据层获取数据并驱动用户界面,查询模块供用户查

找所需标准件,命名模块按照指定命名规则生成标

准件的名称,赋属性模块在装配标准件的同时对其

赋属性,装配模块为用户提供了 3 种常用的装配方

式:绝对坐标系定位、工作坐标系定位、面和点定位。
在完成装配后会有组件重定位功能。 标准件管理模

块负责标准件库删除、修改和扩展。
应用层:获取逻辑层传递的数据,通过参数信息

来驱动生成所需要的标准件。 应用层可以是同一网

络中的多个工作台。
标准件系统的客户端界面如图 2 所示,整个对

话框分为索引区、标准件清单区、图片显示区、重命

名区 4 个区域。
1) 索引区。 用户通过厂家、类型等分类或者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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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键,来查找所需规格的标准件。
2) 标准件清单区。 用户选定所需规格的标准

件后,该标准件的参数表以及属性列表会在当前对

话框中全部自动显示出来。 针对无参数表的标准

件,系统会自动读取该零件的自定义表达式,并将该

表达式的可修改参数显示在当前对话框中,如图 3
所示。 通过上述处理模式,实现了对有参数表和无

参数表 2 种情况的兼容。

图 3摇 无参数表的标准件

Fig. 3 Standard part without parameter table

3) 图片显示区。 用户选定标准件规格后,系统

自动把该类型的实例图显示出来,为用户修改参数

提供参考。
4) 重命名区。 用户完成标准件的参数选择后,

系统根据所设置的命名规则结合所选择的参数给标

准件重命名。
设置好标准件的相关参数和属性后,进入装配

界面,系统自动获取模板零件的实时预览图,并且提

供 3 种常用的定位方式,来协助用户完成标准件的

装配和定位。

2摇 关键技术

2. 1摇 标准件数据库的建立

摇 摇 标准件库的构造方法主要有电子表格法、关系

表达式法、用户自定义特征法、知识熔接法和程序设

计法[11-12]。 前 3 种都是基于 UG 参数化建模实现

的,没有图形显示且操作不直观。 知识熔接法则偏

于知识的记录和表述,并不是建库。 程序设计法能

实现交互调用但对编程人员要求比较高。

对比以上各种方法的优缺点,本系统采用关系

表达式和程序设计法两种方案来建立数据库。 通过

参数化建模获取模板零件,把模板零件的控制参数

存录入参数表中,调用标准件时系统开始读取参数

表中的参数,根据用户选择修改模板零件的表达式,
从而驱动生成新的标准件,如图 4 所示。

图 4摇 标准件建库流程

Fig. 4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standard part database

对于常用的简单标准件,其参数表只需要录入

每种规格的尺寸信息,例如铸入式螺纹套,该标准件

共有 6 种型号,用户在调用时只需要选择螺纹标记

M,即可获得所需规格的标准件,如图 5 所示。 这种

方法对于简单标准件方便可行,但对于下面两种类

型的标准件,则过于繁琐:冲压模中凸模、凹模等参

数取值为一指定范围的标准件,不能把所有规格一

一枚举并记录下来;参数规格过多的标准件,如果把

所有规格记录下来则工作量较大。 例如图 6 是

MSUMI 厂家的自润滑导板,共有 31 种规格,如果按

照传统方法则需要输入 31 行数据。

图 5摇 螺纹套二维示意图及对应的规格尺寸

Fig. 5 2-D schematic diagram and specifications of bushes

针对以上问题,改进了零件族表格,提出了新的

参数表规格,如图 7 所示,该表分为以下 3 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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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摇 自润滑导板规格

Fig. 6 Specifications of the self-lubricating guide

图 7摇 自润滑导板参数表

Fig. 7 Parameter table for the self-lubricating guide

第 1 部分为版本信息,记录制表时间。
第 2 部分为命名规则。 在实际生产中,模具标

准件厂商的标准件命名规则不一样,这里通过关键

词来实现不同厂家的命名规则,分别为 [ FACTO鄄
RYNAME]、 [ PARTNAME]、 [ 参 数 名 称 ], 其 中

[FACTORYNAME]在标准件注册表中获取,为厂家

名称,[PARTNAME]为模板名称,[参数名称]为控

制参数的参数名,每次调用时系统按照上述规则替

换关键词,从而实现标准件的命名。
第 3 部分是参数部分,这部分是参数表的重要

部分,通过不同的输入格式来解决上述两个问题。

当参数取值为一范围时,按照“MIN-MAX / STEP冶的
格式输入,其中 MIN 是最小取值,MAX 是最大取

值,STEP 为递增步距。 当一级控制参数对应多个二

级控制参数取值时,采用一对多的关系,把所有二级

控制参数的取值都输入同一个单元格中。 当某一单

元格取值和上一行对应的单元格取值一致时,此单

元格可以不用输入,系统会默认获取上一行的取值。
同时增加了属性列,这里考虑了后续模具成本估算、
采购等环节中所需要的属性信息。 该区域对用户开

放,用户可以根据不同厂家的要求添加自定义属性。
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很方便地构建大部分汽车

覆盖件模具的标准件,例如图 5 的自润滑导板,用这

种表述方法只需要录入 8 行参数,如图 6 所示,比传

统方法少 23 行,大大简化了参数表的制作过程。

2. 2摇 C / S 网络结构的构建

建立网络化标准件库,可以规范标准件的管

理[13],确保客户端使用最新版本的标准件,降低模

具设计出错率。 C / S 网络结构是目前主流的信息管

理系统,其访问速度快,安全性高[14]。 本系统基于

TCP / IP 通信搭建 C / S 结构[15],在服务器端存储数

据,在客户端为用户提供人机交互服务,提供标准件

的查询、装配和定位等功能。
为了保证客户端使用的标准件版本与服务器端

保持一致,本系统通过对比版本标识码,在每次下载

前判断本地文件与服务器对应文件的版本标识码是

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则重新下载并替换本地文件,如
果一致则不用下载,流程图如图 8 所示。

图 8摇 文件下载流程

Fig. 8 Download process

2. 3摇 BOM 属性关联

在模具制造行业,BOM 表是记录装配关系的结

构化零件表,它主要是统计模具装配体中所用到的



第 6 卷摇 第 1 期摇 摇 胡招等:基于 NX 平台的汽车覆盖件模具网络标准件库系统 67摇摇摇

标准件的名称、选用标准、数量和材料等信息,在企

业设计、制造、采购、财务部门常用到[16-17]。
现行的 BOM 系统必须先要对模具设计图中所

有零件赋属性,才能生成 BOM 表,该过程要求设计

人员手工重复录入属性,工作量大而且容易出错。
本系统在调用标准件的同时就对其赋属性,这样简

化了 BOM 系统中属性录入操作,完成标准件的装配

后就可导出 BOM 表。 在赋属性时,采用属性关联技

术:与标准件已有属性进行关联,标准件一般都会自

带一些必需的属性信息,比如材料、选用标准、规格

等,如果参数模板表中没有对属性列进行输入,则系

统会默认从标准件的自带属性中读取对应的属性

值,充分利用了标准件的自带属性,减轻了设计人员

的手工劳动强度。 如果用户在调用标准件时,对其

属性值进行修改,系统会自动更新标准件的自带属

性,把修改后的属性值写入标准件并且保存,保证了

属性的准确性。
通过属性关联技术,简化了赋属性操作,为

BOM 系统提供了必需的属性信息,这样结合 BOM
系统可以实现 BOM 表的自动生成。

3摇 网络标准件实例应用

测试环境:在服务器端存储了 MISUMI,DAD鄄
CO,DMC,SMC,QM 等厂家的标准件库,其中 MISU鄄
MI,DADCO 有参数表,DMC,SMC,QM 无参数表,在
客户端上安装 HF-NSPL。 由上述服务器和客户机

组建了一个小型局域网,共有 20 台计算机。
利用本系统对某汽车的前围积风板[18] 装配标

准件,在装配过程中从服务器端调用标准件,对于有

参数表和无参数表这 2 种不同类型的标准件,系统

分别按照图 2 和图 3 所示处理,兼容了不同建库手

段的标准件。 装配完成之后的装配图如图 9a 所示,
共有标准件 33 个,查看其中氮气弹簧的属性信息,
如图 9b 所示,可以查到其版本标识 VERSION 为

V02,该版本在本标准件库中为最新版本。
由于在装配过程中已经把 BOM 属性赋给标准

件,这里直接利用 BOM 系统生成该模具的 BOM 表,
如图 10 所示,从 BOM 表中设计人员除了获取尺寸

规格等信息外,还可以得到价格、设计人等非尺寸信

息,为后续流程提供了基础。

图 9摇 前围积风板的模具图和氮气弹簧的版本信息

Fig. 9 Structure of the front windshield and
the version information of nitrogen gas springs

图 10摇 BOM 表

Fig. 10 BOM sheet

4摇 结语

HF-NSPL 系统提出了一种简化复杂标准件的

参数表的制作方法,兼容了有参数表格和无参数表

格两种不同制作方法的标准件。 采用 C / S 结构,规
范了标准件库的管理,保证了客户端标准件库的最

新性。 在调用标准件时除了提供查询和装配功能

外,还采用了属性关联技术,提供交互界面的标准件

BOM 属性录入功能,为后续生成 BOM 表提供必要

的信息,提高了设计效率,对汽车覆盖件模具设计具

有重要工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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