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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锯床 数字化设计指南》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浙江省机电产品质量检测所有限公司承担“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

年省级标准化战略重大试点项目中第 3 部分要求，即开展我省高端装备产业重点标准研制”

的要求，由缙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制定团体标准，项目名称“锯床 数字化设计指南”。

根据浙江省数控机床产业技术联盟和浙江省电机动力学会颁发的标准化工作管理办法相关

规定，经专家立项评审通过，列入 2025年度标准制定计划。该项目牵头单位为浙江省机电

产品质量检测所有限公司，主要起草单位为浙江锯力煌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晨龙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等，计划于完成时间为 2025 年。

2、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阶段：浙江省机电产品质量检测所有限公司牵头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通过对缙

云市锯床主要制造企业的用户调研，针对数控锯床设计技术和手段的不断发展，为引导行业

采用数字化设计理念和技术，推动锯床制造业向绿色制造方向转型，推动锯床行业高质量发

展，结合国内外上发布的相关标准、法规，从国内锯床制造业急需解决数字化设计需求出发

而研制，形成了本标准初稿。

为了做好本标准的编制工作，工作组代表于 2025 年 3 月赴缙云，邀请制造商代表浙江

锯力煌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晨龙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等在缙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

了标准座谈会，根据会上及会后出席会企业的反馈意见，对标准进行了适当修改和补充，形

成了本标准（研讨稿）。

2025年 4月 29日在丽水市缙云举行标准研讨会议，参加会议代表来自高校、科研院所、

制造商、计量检测单位及标准牵头单位代表，会议对标准（研讨稿）进行了讨论，主要提出

如下修改建议：

1）标准文本增加“引言”；

2）修改标准“数字化设计”术语和定义；

3）把锯床配套关键部件“电动机”移动到“4.1.3 绿色节能”章节；

4）重新梳理设计所需的“基本技术参数”；

5）把“精度设计”与“结构设计”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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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性能设计”章节中明确精度符合国家 GB/T 25372－2010 中的精度类别等级；

7）重新梳理“设计手段”中设计采用技术及工具的描述；

8）增加典型设计流程图，同时把“典型设计流程”和“典型工序流程”放入附录（资

料性）；

9）“设计验证”中删除相关技术验证要求表，补充完善符合相关国家、行业标准要求

的内容。

2.1 编制原则

1）本标准的编写格式按 GB/T 1.1-2009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规定；

2）本标准在主要技术内容上与现行有效的国家（行业）标准的规定协调一致，并结合国内

实际生产和使用的情况而制定；

2.2 标准主要内容

本文件规定了锯床数字化设计的设计原则、产品设计、工艺设计和设计验证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金属数控带锯床、金属数控圆锯床采用数字化设计技术，对产品、工艺和验证

的设计。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有：

－ 设计原则

－ 产品设计

－ 工艺设计

－ 设计验证

－ 附录A(资料性) 产品设计典型流程图

－ 附录B(资料性) 工艺设计典型流程图

－ 附录 C(资料性) 设计验证用检验检测设备

2.3 解决的主要问题

机床作为工业母机代表了国家现代化制造业的发展水平，数控机床向高端化、智能化转

型过程中，其设计手段和方法尤为重要，但目前我国与德国、日本等机床制造强国相比存在

较大的差距。随着锯床性能水平和现代化设计理论及方法的不断发展，锯床的数字化设计变

得重要且必要。

本文件依据 GB/T 24256《产品生态设计通则》、GB/T 29545 《机床数控系统 可靠性设

计》等相关标准，针对锯床的质量特性和用户需求，为推动锯床制造业向绿色制造方向转型



3

和行业高质量发展，特制订本文件。

本文件制定有利于提高锯床的数字化设计水平，提升锯床质量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为

数控机床行业的数字化设计化提供了规范性的范本，填补了国内外在机床领域数字化设计的

空白。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通过对行业龙头等企业的调研，结合生产企业目前锯床设计现状，充分分析了高校和

科研院所等单位采用数字化设计技术和工具，验证了本标准提出的设计手段和工具具备科学

性、合理性和可行性。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经济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机床作为工业母机代表了国家现代化制造业的发展水平，数控机床向高端化、智能化转

型过程中，其设计手段和方法尤为重要，但目前我国与德国、日本等机床制造强国相比存在

较大的差距。随着锯床性能水平和现代化设计理论及方法的不断发展，锯床的数字化设计变

得重要且必要。

制定《锯床 数字化设计指南》地方将紧技术法规，紧密结合国内外数控机床设计手段

和发展趋势，同时结合锯床设计制造的特点，为丽水锯床行业内企业提供一套系统化的数字

化设计的方案，弥补现有标准在数控锯床设计领域内的不足，推动锯床向数字化设计、绿色

化制造、可持续方向发展。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1）本标准为自主研发类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

2）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没有查询到相应的国际、国外标准；

3）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充分采用现有 GB/T 24256《产品生态设计通则》、GB/T 29545

《机床数控系统 可靠性设计》等，符合国家数字化设计、绿色制造要求；

4）本标准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

的协调性

本标准属于“基础类”标准。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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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建议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 个月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