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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及磷化工  生产领域数字孪生应用能力成熟度模型》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根据“关于印发 2022 年第一批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团体标准项目计

划的通知”（中石化联质发〔2022〕157 号）的安排，由中国化工经济技术发展

中心牵头组织编制《磷及磷化工  生产领域数字孪生应用能力成熟度模型》团体

标准（以下简称“标准”），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

归口。由贵州磷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化工

经济技术发展中心作为主要起草单位，广泛邀请国内磷及磷化工行业重点企业、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信息技术服务公司参与编制工作。 

2、主要起草单位和工作组成员 

本文件起草单位：贵州磷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中国化工经济技术发展中心、华东理工大学、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湖

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湖北大峪口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化工大学、贵州

百讯智汇科技有限公司、联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贵州能科数智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显军、杨晓勇、代兴明、翟盼锋、赵亮、张春利、翟

国丽、龚义文、黄乐观、徐志强、耿志强、王晨、王常玲、余斌、赵小平、周静

怡、赵刚、王舟、韩永明、廖霈之、路毅、郭帅、王帅、吕毅 

3、 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主要工作过程如下： 

（1）在标准计划下达后，贵州磷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委托中国化工经

济技术发展中心组织筹备和征集了标准参与起草单位，于 2022 年 8 月确定了标

准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员。 

（2）2022年 9 月 9日，召开了标准编制工作启动会，确定了标准编制专家

组和标准编制工作组成员，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标准编制工作方案和标准编制提纲

初稿，确定了标准编制范围、工作开展模式和编制时间进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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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启动会后，标准编制工作组根据标准编制提纲和时间进度安排，进行

了标准编制工作分工。 

（4）2022 年 9 月 15 日至 2023 年 3 月 21 日，标准编制工作组经过技术调

研、咨询，收集和分析有关资料，结合国内外数字孪生应用和研究现状与发展形

式，在充分考虑磷矿及磷化工企业数字孪生应用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多次交流讨

论，完成了标准初稿。 

（5）2023年 3 月 22日至 3月 28日，将标准初稿发给各起草单位编制专家

并在线召开讨论会，对标准初稿的内容条款进行了逐条研讨，对标准编制过程中

遇到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并达成共识。 

（6）2023年 3 月 29日至 4月 10日，工作组根据专家的意见对标准初稿进

行了修改完善，并将修改后的标准初稿再次反馈给参编专家。 

（7）2023年 4 月 12日，工作组完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和标准编制说明。 

二、标准编制规则、依据和主要内容 

1、编制规则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

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2、编制依据 

数字孪生作为跨领域、跨层级、跨尺度的物理世界和数字空间相互沟通的桥

梁，在国家推进智能制造的多个文件中均被作为关键核心技术提出：1、《国家智

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1 版）》涵盖 A 基础共性、B 关键技术、C 行业应

用三类标准，其中 BEF 数字孪生属于 BE 智能赋能技术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要

求制定面向不同系统层级的功能要求标准、性能评估标准、符合性测试与评估标

准、面向不同场景的数字孪生服务标准； 2、在《“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

智能制造技术攻关行动中，“装备与生产过程数字孪生”被列为重要的核心技术，

在智能制造示范工厂领航行动中，提出要推动数字孪生技术在典型场景、环节、

层面的应用，探索形成一批“数字孪生+”智能场景建设；3、在《“十四五”信

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规划》提升关键核心技术支撑能力中，数字孪生被列

为前沿关键技术，要求加快数字产业化进程。 

3、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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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规定了磷及磷化工行业生产领域数字孪生应用能力成熟度模型的构

成、成熟度等级和成熟度要求。 

三、制定标准的目的及意义 

磷化工行业是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作用的一个行业，以磷矿为基础原料，主

要通过湿法和热法加工为湿法磷酸和元素磷，进而进行后加工，生产农业用的化

学肥料和工业领域用的精细磷化工产品。我国虽然是磷化工生产大国，但磷化工

的产品品种却很单一，主要是低附加值产品，高端、精细、专用产品发展不足，

且存在很强的污染性，安全环保压力大。在磷化工产品的生产过程中，磷酸是最

为关键的中间体，磷酸产品按纯度分为农用级、饲料级、工业级、食品级等，纯

度逐步递增，产品加工难度和附加值也逐级提高，因而磷酸产品的生产过程是决

定企业生产成本的关键，也是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前提和基础。 

数字孪生作为一种可实现物理世界和信息世界交互融合的潜在有效途径，通

过物理生产线与虚拟生产线的双向真实映射与实时交互，实现物理生产线、虚拟

生产线、生产线服务系统的全要素、全流程、全业务数据的集成和融合。在生产

线孪生数据的驱动下，实现生产线生产要素管理、生产活动计划、生产过程控制

等在物理生产线、虚拟生产线、生产线服务系统间的迭代运行，从而在满足特定

目标和约束的前提下，达到生产线生产和管控最优。磷化工生产企业通过数字孪

生技术的应用，可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是磷化工企业提高生产效益的最佳有效途

径。 

通过本标准的编制，将为磷化工行业企业开展数字孪生建设提供参考和指导，

通过寻找差距和不足，有助于提高磷化工行业企业的数字孪生建设水平和应用效

果。同时，将为数字孪生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和第三方开展磷化工生产领域数字

孪生能力的差距识别、解决方案规划和能力建设提供指导和参考。 

四、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的分析 

《磷及磷化工  生产领域数字孪生应用能力成熟度模型》立足于国内重点磷

及磷化工企业的数字孪生建设现状和发展需求，提炼总结国内外多家企业的数字

孪生工厂建设方法和实践经验，多次咨询并采纳磷化工企业、高等院校、信息技

术服务公司等单位专家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制定的，为国内磷及磷化工行业生产

企业、数字孪生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和第三方开展磷及磷化工生产领域数字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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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差距识别、解决方案规划和能力建设提供参考和指导。 

五、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国内外专利及知识产权问题。 

六、产业化、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等情况 

本标准的制定将为国内磷及磷化工行业生产企业、数字孪生系统解决方案供

应商和第三方开展磷及磷化工生产领域数字孪生能力的差距识别、解决方案规划

和能力建设提供参考和指导，促进和带动磷及磷化工行业企业进行数字孪生应用，

提高数字孪生在磷矿及磷化工生产领域典型场景的应用水平，进而促进磷及磷化

工行业的高效、稳定、健康、绿色发展，最终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

环境效益。 

七、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分

析情况，国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

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检索到

同类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本标准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八、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并与相关强制性标准协调一致。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目前没有分歧意见。 

十、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颁布实施。 

十一、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标准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检验，才能发挥作用。建议标准发布后组织标准宣讲，

使广大磷及磷化工行业企业了解标准内容，促进标准的顺利实施。同时，选取有

代表性、有积极性的企业作为试点，进行具体实施指导，建立支持企业操作的实

施方案，以点带面，逐步扩大企业参与范围，充分发挥标准作用。 

十二、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 

十三、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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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及磷化工  生产领域数字孪生应用能力成熟度模型》 

团体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3年 4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