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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可拓本体的复杂产品方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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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有效提升大型复杂产品方案设计结构配置的设计效率和质量ꎬ对大型复杂产品方案可拓集成设计进行了研究ꎮ 对大型

复杂产品方案可拓设计过程中的可拓本体概念模型、可拓本体库构建框架、方案设计可拓需求模式、方案设计可拓配置模式和方案

设计可拓再设计模式进行了分析ꎬ提出了一种基于可拓本体概念的复杂产品快速设计可拓模式框架ꎻ通过将应用层、应用工具层以

及环境支撑软件层相融合ꎬ建立了基于可拓设计模式的型号飞机产品快速设计可拓集成平台体系结构ꎮ 研究结果表明:该可拓集

成设计平台体系结构的建立ꎬ能够实现多层次、多属性、创造性、复杂性等特点的复杂产品方案设计的结构可拓配置ꎬ从而为复杂产

品快速设计的顺利实施提供理论和工程应用支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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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由于设计理论的不完善性以及设计过程的复杂

性ꎬ航天航空、发电装备等行业的复杂产品方案设计往

往是基于一定理论基础和大量实践经验相结合的创造

性技术劳动ꎬ是一个复杂、多层次、多属性和创造性的

设计配置过程ꎮ 而在配置过程中要有效地解决各种复

杂设计问题ꎬ则必须解决产品方案设计中各种深层知

识的存储、表示和处理问题ꎬ但已有的知识模型多是偏

重于表层知识的处理ꎬ因此ꎬ如何利用设计配置过程中

各种设计知识解决设计问题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１￣４]ꎮ
本体论使得知识工程中ꎬ深层次知识建模清晰化、

精细化、准确化和标准化ꎬ促进了对深层次设计知识的

获取、组织和捕捉能力ꎬ使得知识推理、共享、重用和集

成成为可能[５￣６]ꎮ 同时ꎬ本体论在软件工程、语义网、自
然语言理解、知识管理等智能设计领域的应用获得巨

大成功ꎬ因而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７￣１０]ꎮ 目前ꎬ本体论

研究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已开发出来的本体和本体

库形式化程度不高ꎬ许多本体仍处于非形式化阶段ꎬ只
能提供领域术语的一个自然语言或类自然语言的定义

库ꎬ影响了本体技术在知识工程领域的深入应用ꎮ
可拓学用形式化工具ꎬ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研究

矛盾问题的规律和方法ꎬ以基元理论和可拓数学为支

柱ꎬ把解决问题的过程形式化ꎬ从而建立相应的数学模

型ꎬ并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新的计算方法和技术ꎬ更智能

化和形式化地解决知识库中深层知识的存储、表示和

处理等问题ꎬ把知识工程中的知识向更形式化、更深

入、更本质的方向推进[１１￣１４]ꎮ 但在目前ꎬ针对基于可

拓设计模式的产品快速设计平台体系结构的研究ꎬ还
缺乏有效的复杂产品设计信息的可拓挖掘推理机ꎬ与
基于产品设计信息可拓挖掘的设计平台ꎮ 而这是实现

复杂产品设计可拓设计模式的十分关键的组成部分ꎬ
即使是有关利用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工具解决智能设

计中信息智能获取的瓶颈问题的研究也不多见ꎮ 未见

有系统化、集成化、模型化和形式化的复杂产品集成设

计系统开发ꎬ这不仅是复杂产品设计工程应用的短板ꎬ
也是影响复杂产品设计理论向更深层次研究的关键

因素ꎮ
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ꎬ通过对复杂产品

方案设计本体概念进行拓展[１５￣１６]ꎬ给出可拓本体构建

的一般形式ꎬ并在此基础上ꎬ对复杂产品基于可拓设计

模式的产品快速设计平台体系结构框架进行研究ꎬ从
应用层、应用工具层以及环境支撑软件层的角度ꎬ进行

基于可拓设计模式的产品快速设计平台体系架构分

析ꎬ为复杂产品设计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ꎮ

１　 复杂产品方案设计可拓本体建模

１. １　 可拓本体模型构建

为了解决本体论与可拓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ꎬ在已有本体概念的基础上ꎬ对产品设计过程中存在

的可拓关系进行拓展ꎬ建立可拓本体模型 ＯＥ 为:
ＯＥ ＝
ＣＥꎬ　 ＳＥｏꎬ　 ＳＥｃꎬ　 ＡＥｏꎬ　 ＡＥｃꎬ　 ＸＥꎬ　 ＴＥꎬ　 ＦＥꎬ　 ＣＡＥ

{ }

(１)
式中:ＣＥ— 可拓本体概念ꎻＳＥｏ— 可拓本体概念层次关

系集ꎻＳＥｃ— 可拓关系集ꎻＡＥｏ— 可拓本体概念属性集ꎻ
ＡＥｃ— 可拓关系属性集ꎻＸＥ— 可拓本体公理集ꎻＴＥ— 可

拓约束与可拓变换集ꎻＦＥ—可拓本体函数集ꎻＣＡＥ—可

拓本体实例集ꎮ
在进行可拓本体建模时ꎬ一般可基于领域知识将

产品、设计行为、设计关系等进行可拓类别划分ꎬ并基

于基元模型表述 ＣＥꎬ形成基元特征、量值与对象名称

的有机整体ꎮＳＥｏ 用于表征可拓本体概念之间的层次关

系或者概念集之间的层次关系ꎻＳＥｃ 用于表征可拓本体

概念内外部的可拓关系集合以及可拓关联性ꎻＡＥｏ 用于

表征具有同一基元特征的同类对象集合ꎻＡＥｃ 用于表征

不同类别可拓关系的属性表述ꎻＸＥ 用于表征指导可拓

设计的各种公理、定理、原则、标准和规范等相关内容

的集合ꎬ既包括描述可拓本体的公理ꎬ也包含解决矛盾

问题的公理ꎻＴＥ 中的可拓约束用以表征对可拓本体概

念、概念集或者可拓关系的约束与限制ꎬ并以规则的形

式进行表述ꎮ可拓变换集是对可拓本体概念、概念集或

者可拓关系进行操作的可拓变换方式集合ꎬ是对可拓

本体概念行为状态的表征ꎬ可拓变换方式往往需要基

于可拓约束关系进行选取ꎻＦＥ 用于表征可拓本体概念

的映射关系以及可拓逻辑关系ꎮ
由此可以看出ꎬ可拓本体模型是对本体模型的拓

展ꎬ除了考虑已有本体的基本概念、属性和关系之外ꎬ
更引入了可拓关系、可拓变换、可拓公理等概念ꎬ在处

理复杂产品方案设计中的可拓关系具有更好的适应

性ꎬ从而进一步深化表征产品方案设计中的深层知识

以及对其进行可拓分析ꎬ为复杂产品方案设计中各种

设计问题ꎬ特别是矛盾问题的解决提供支持ꎮ

１. ２　 多类型知识的本体基元表示

可拓关系是复杂产品方案设计拓展性以及适应性

能力提升的表征ꎮ对可拓本体概念可拓关系进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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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模型化表述ꎬ清晰地映射出其逻辑关系ꎬ将能有效

地提升复杂设计问题求解的可拓推理能力ꎮ设计对象

的可拓本体概念可以通过基元或者基元系统进行表

达ꎬ使得复杂产品方案设计知识表达的形式化和模型

化程度更高ꎮ
在公理化设计框架下ꎬ可以建立其对应的基元模

型 ＪＥ
[１７]ꎬ一般表示为:

ＪＥ ＝
Ｎ(ＪＥ) 需求 Ｃｒｅ Ｖ(Ｃｒｅ)

功能特性 Ｃｆｕ Ｖ(Ｃｆｕ)
结构特性 Ｃｓｔ Ｖ(Ｃｓｔ)
工艺特性 Ｃｐｒ Ｖ(Ｃｐｒ)
服务特性 Ｃｓｅ Ｖ(Ｃｓｅ)


约束条件 Ｃｃｏ Ｖ(Ｃｃｏ)
矛盾参数 Ｃｃｐ Ｖ(Ｃｃｐ)
相关概念 Ｃｒｃ Ｖ(Ｃｒ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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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ＲＥ ∨ ＩＥ ∨ＧＥ ∨ＭＥ

(２)
式中:ＲＥ— 可拓本体概念的物元或物元系统ꎻＩＥ— 可

拓本体概念的事元ꎻＧＥ— 可拓本体概念的关系元ꎻ
ＭＥ— 可拓本体概念的复合元ꎮ

由此可以看出:复杂产品设计的可拓本体概念的

基元模型可以看成是由物元或物元系统、事元、关系

元、复合元组成的一个广义基元系统ꎮ基元模型的可拓

属性一般包括论域可拓、名称可拓、特征可拓、量值可

拓、特征元可拓、关联函数可拓等ꎮ若可拓属性符号表

示为 Θꎬ则论域可拓、名称可拓、特征可拓、量值可拓、
特征元可拓、关联函数可拓可分别表示为:ΘΩ(ＪＥ ｜
ＯＥ)、ΘＮ(ＪＥ ｜ ＯＥ)、ΘＣ(ＪＥ ｜ ＯＥ)、ΘＶ(ＪＥ ｜ ＯＥ)、
ΘＣＶ(ＪＥ ｜ ＯＥ)、ΘＫ(ＪＥ ｜ ＯＥ)ꎮ

根据基元模型可拓属性或者可拓关系类型的不

同ꎬ可获得相应的可拓逻辑结构形式ꎮ 如基于相关关

系ꎬ可以获得可拓本体概念相关网ꎻ基于蕴含关系ꎬ可
以获得可拓本体概念蕴含系ꎻ基于共轭关系ꎬ可以获得

可拓本体概念共轭对等ꎮ

１. ３　 可拓本体知识库构建的一般框架

为了使得已建立的各种设计信息的基元模型能够

更好地支持面向快速设计的复杂产品方案设计ꎬ需要

在设计信息单元进行基元形式化表述形成可拓本体ꎬ
建立与可拓本体基元系统 /模型相对应的知识库、规则

库、实例库、工程数据库等ꎮ 可拓本体库是基于设计对

象领域可拓本体进行的知识库的建立ꎬ即除了考虑本

体构建的相关概念、关系和属性之外ꎬ还需要考虑设计

对象的可拓关系、可拓变换、可拓公理等概念ꎻ而且ꎬ设
计领域不同对应的这些概念往往也不同ꎬ即可拓本体

知识库的构建需要基于具体的设计对象和对应的领域

知识ꎮ
复杂产品方案设计可拓本体库构建的一般框架如

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可拓本体库构建的一般框架

　 　 由于复杂产品设计领域内的知识源包括领域设计

经验、领域设计实例、设计规则与准则、设计手册与文

献、设计原理与方法、设计需求信息以及相关技术信息

等ꎬ需要借助于领域专家、设计工程师、工程技术人员

等多种途径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多类型设计知识的获

取ꎮ 对于获取的知识需要经过知识处理系统ꎬ进行知

识抽取和知识转化ꎬ将蕴含于知识源中的知识转换成

适合基元知识库存放的知识ꎮ 其中ꎬ需要完成的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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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步骤为:(１)将抽取的设计知识形成知识单元ꎬ并
且能够用基元进行形式化和模型化描述ꎻ(２)将基于

基元模型的设计知识ꎬ通过知识编译系统转化为计算

机系统可直接利用的内部形式ꎮ
同时ꎬ对于复杂产品方案设计来说ꎬ抽取出来的各

种知识单元并不是孤立存在的ꎬ而是通过设计属性进

行设计对象的内部或者外部的关联ꎬ因此ꎬ这将导致各

种知识单元可能不属于同一知识层面ꎮ 为了能够使得

基元模型进行有效的可拓变换、蕴含分析、相关分析、
共轭分析等ꎬ需要对其进行知识分层ꎬ并形成相应的基

元发散集、基元可扩集、基元相关集、基元蕴含集、基元

共轭对、基元聚合集等ꎬ然后基于知识编译系统进行知

识检测ꎬ将基元存储到可拓本体库中ꎮ

２　 基于可拓本体的复杂产品方案设计

可拓模式分析

２. １　 方案设计可拓需求模式

对于复杂产品方案设计来说ꎬ客户需求一般具有

抽象性、模糊性、变动性、多样性、层次性与关联性等特

点ꎬ这往往使得设计者在正确理解客户设计意图方面

存在困难ꎬ影响产品的设计质量与效率ꎮ 因此ꎬ基于可

拓理论对客户需求进行可拓分析ꎬ将设计需求转换为

一种形式化、模型化的产品需求信息的客观性表达ꎬ可
清晰地反映出客户需求的层次关系和关联特性ꎬ有效

地使得设计需求信息转化为指导产品方案设计的技术

要求等信息ꎬ从而使得产品方案设计的需求分析更加

合理、完备和规范ꎮ
产品方案设计需求分析的最终结果就是有效地映

射出后续的产品设计参数ꎬ包括功能设计参数、结构设

计参数以及工艺设计参数ꎮ 基于可拓理论的产品方案

设计需求分析可拓设计ꎬ实质上就是有效地将需求基

元转化为设计参数基元ꎬ形成一个可拓式的设计框架ꎮ
本文基于可拓理论、公理化设计给出一种新的将客户

需求转化为设计参数的需求分析可拓设计模式ꎬ并运

用改进的质量功能配置 ＱＦＤ 获取指导和贯穿于产品

全生命周期的设计信息ꎮ
产品方案设计需求分析可拓设计模式如图 ２ 所示ꎮ

图 ２　 产品方案设计需求分析可拓设计模式

　 　 从图 ２ 可以看出:基于可拓本体概念的产品方案

设计需求分析可拓设计模式包含几个关键组成部分:
(１)基于公理化设计的客户域、功能域、结构域、工艺

域的划分ꎬ以及对应基元可拓集的构建[１８]ꎻ(２)需求基

元 /系统、需求基元可拓集以及需求可拓本体的构建ꎮ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ꎬ需求基元 /系统、需求基元可拓

集以及需求可拓本体均是对需求信息以及设计需求关

系的描述ꎮ 需求可拓本体是表征设计需求关系ꎬ其构

建形式如 １. １ 节所示ꎮ 需求基元 /系统是对需求可拓

本体概念的表征ꎬ其构建形式如 １. ２ 节所示ꎮ 需求基

元可拓集是对设计需求信息的可拓关系表征ꎬ其构建

形式如 １. １ 节所示ꎻ(３)需求信息与设计参数之间的

映射关系ꎬ包括基于公理化设计的设计域间的 Ｚ 映

射、需求分析蕴含过程模型、可拓分析与可拓变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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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主要内容[１９]ꎻ(４)设计参数基元、设计可拓本体以及

本体库构建ꎻ(５)基于基元权重分配模型的需求基元

和设计参数基元间的可拓关联矩阵的构建[２０￣２１]ꎻ(６)
可拓方案集的获取以及基于可拓优度法的优选方案生

成[２２￣２３]ꎮ

２. ２　 方案设计可拓配置模式

产品配置设计是实现大规模定制的重要设计方法

之一ꎬ它以客户需求为驱动并贯穿产品的整个设计过

程ꎮ 所以ꎬ为了能够快速地对复杂产品进行配置设计ꎬ
需要将基于产品方案设计需求分析映射的后续产品设

计参数进行有效的规划和快速的组合ꎮ
目前ꎬ国内外针对产品快速配置设计的研究已有

很多ꎬ并取得了相应的研究成果ꎮ 但是ꎬ已有的产品配

置设计方法存在以下问题:(１)产品配置设计方法缺

乏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一致化的配置设计问题描述ꎬ
一旦提供的配置设计特征较少ꎬ将很难通过局部配置

设计特征生成产品ꎬ影响了后续的产品快速设计工作

的展开ꎻ(２)在产品配置设计过程中往往产生大量的

配置变量ꎬ现有的知识模型和知识推理方法多是基于

表层知识的推理来进行配置变量的收敛分析和解决配

置矛盾问题ꎻ而对配置设计过程中设计可拓展性的推

理支持不够ꎬ影响了深层知识处理的效果ꎬ从而限制了

设计可拓重用的范围ꎮ
在复杂产品快速配置设计过程中ꎬ根据设计需求

获得产品设计的目标基元ꎬ在可拓本体库中与设计基

元进行匹配ꎬ符合匹配要求的设计基元将重用到新产

品设计中ꎬ不符合设计要求的设计基元将不被重用ꎬ或
者利用基元的可拓性重新进行可拓分析与变换使其达

到要求ꎮ 产品快速配置设计的可拓设计模式能够基于

可拓变换方法获得领域内丰富的设计知识ꎬ通过可拓

推理模型实现对设计对象的匹配ꎬ通过可拓重用模型

将匹配的最佳设计对象重用到新产品的设计中ꎬ为复

杂产品的可拓设计的顺利实施提供支持ꎮ
产品快速配置设计的可拓设计模式如图 ３ 所示ꎮ

图 ３　 产品方案设计快速配置的可拓设计模式

　 　 从图 ３ 可以看出:基于可拓本体概念的产品方案

设计快速配置的可拓设计模式包含有几个关键组成部

分:(１)基于可拓需求分析获得目标基元ꎬ并建立相应

的需求基元可拓集以及相应的可拓本体ꎻ(２)在可拓

本体库中对目标基元进行可拓本体检索ꎬ获得相匹配

的设计对象ꎬ可拓本体检索可以对可拓本体特征进行

匹配ꎬ由于可拓本体概念是基于基元模型 /系统而建立

的ꎬ可拓本体特征匹配算法和基元特征匹配算法是一

致的ꎬ笔者在文献[２４ － ２５]中给出了相应的基元特征

匹配算法ꎻ(３)在匹配集中基于对应的可拓重用算法

和模型获得满足设计要求的重用对象集[２６]ꎻ(４)对多

设计重用对象进行可拓优选ꎬ 获得最佳设计对

象[２７￣２８]ꎮ

２. ３　 方案设计可拓再设计模式

可拓适应性设计是一种基于可拓理论的解决产品

全生命周期中设计矛盾问题的有效拓展途径ꎮ 可拓适

应性设计通过可拓变换和可拓推理的方式对已有产品

的部分功能、原理、结构的变异获得新的设计方案ꎬ能
够充分重用已有的设计、制造、管理等资源ꎬ提高产品

设计效率ꎬ降低设计成本ꎬ是企业快速响应市场和应对

市场竞争的有效设计手段ꎮ
目前ꎬ虽然已有一些学者开展了可拓适应性设计

的研究ꎬ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ꎬ但可拓适应性设计

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ꎬ存在很多的不足和缺陷ꎬ如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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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研究仅是采用了基元的形式进行了设计问题的可拓

模型建立ꎬ初步搭构了产品适应性设计的框架模型ꎬ而
对基于可拓变换的可拓适应性设计过程的设计修改支

持不够ꎬ从而限制了可拓推理的实施ꎻ再者ꎬ多数研究

仅从结构配置变换的角度和配置结果评价优化的角度

考虑可拓适应性设计ꎬ而未将适应性设计评价优化作

为实现适应性设计的首要条件ꎬ并将其融入到配置过

程中ꎬ使得新的耦合关联关系和矛盾问题无法得到有

效的解决ꎬ导致可拓适应性设计具有局限性ꎮ
可拓本体的提出对复杂产品方案设计可拓再设计

具有较好的适应性:(１)能够对复杂产品方案设计过

程中的深层设计知识进行有效的描述ꎬ进而建立形式

化和模型化的知识模型ꎻ(２)对于适应性设计过程中

的复杂问题可拓求解、可拓推理以及矛盾问题可拓变

换处理具有较好的针对性和融合性ꎬ更容易获得有效

的最优解ꎬ进而支持复杂产品的方案设计ꎮ
复杂产品方案设计可拓再设计模式的实施ꎬ一般

情况下首先基于领域知识建立产品方案设计可拓本体

概念模型ꎬ并通过基元或者基元系统的形式建立对应

的产品方案设计可拓适应性设计的过程模型ꎻ基于设

计对象可拓本体的特征关联度和权重获得适应性设计

的可拓展方向ꎬ采用可拓本体特征和特征量值的可拓

变换ꎬ并建立相应的可拓本体特征可拓关联函数ꎬ然后

基于可拓适应性设计的目标函数进行设计条件与设计

目标的相容性分析ꎬ由此获得可拓适应性设计方案ꎻ通
过领域设计专家给定方案优选的评价指标ꎬ基于可拓

优选模型获得最优设计方案ꎮ
产品方案设计可拓再设计模式如图 ４ 所示ꎮ

图 ４　 产品方案设计可拓再设计模式

　 　 从图 ４ 可以看出:基于可拓本体概念的产品方案

设计可拓再设计模式包含有几个关键组成部分:(１)
基于需求分析进行产品方案设计可拓展设计方向的生

成ꎮ 可拓展设计方向的获取ꎬ一方面需要基于设计域

进行划分ꎬ即是否面向客户域、功能域、结构域和工艺

域进行拓展ꎬ并需要确定其拓展的基元论域、基元特征

以及基元特征量值ꎬ另一方面需要对拓展的设计方向

进行有效的收敛性分析[２９￣３０]ꎻ(２)产品方案设计可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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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性设计过程模型的构建[３１]ꎻ(３)产品方案设计可

拓适应性的基元系统以及可拓本体库的构建ꎻ(４)产

品方案设计可拓再设计多方案多属性决策分析模型的

构建[３２￣３３]ꎮ

２. ４　 方案设计可拓集成框架搭构

从本质上来说ꎬ基于可拓设计模式的产品快速设

计就是建立知识可拓推理技术与产品快速设计技术的

融合与集成ꎬ将基于本体论、可拓理论和基元理论的可

拓变换、可拓推理、可拓重用、可拓优选等可拓方法与

技术综合应用到产品的设计过程中ꎬ由此形成面向全

生命周期的产品各个设计环节的设计模式ꎬ即需求分

析的可拓设计模式、快速配置的可拓设计模式和适应

性设计的可拓设计模式ꎮ
产品快速设计的可拓设计模式的实施是以复杂产

品的工程设计为应用背景的ꎬ因此ꎬ产品快速设计可拓

设计模式的框架搭构需要从产品设计需求分析、产品

快速配置设计、产品适应性设计以及面向产品设计工

程的设计系统开发等 ４ 个方面进行分析ꎻ不仅要建立

各自的设计模式ꎬ更要同时确立它们相互之间的关联

作用ꎮ
可拓快速设计是在已有快速配置设计的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ꎮ 对于复杂产品方案设计而言ꎬ由于其方案

设计过程的复杂性ꎬ往往会存在多种设计矛盾问题ꎬ而
通过在产品配置设计过程中引入可拓理论ꎬ不仅可使

产品设计知识建模更加形式化和模型化ꎬ而且可拓变

换以及可拓推理模型和算法的应用ꎬ使得基于知识的

产品方案快速配置设计推理能力提升ꎬ特别是在处理

设计矛盾问题方面具有较好的适应性ꎮ 此外ꎬ可拓本

体概念模型是将本体论与可拓理论相融合ꎬ使得基于

可拓本体的复杂产品方案可拓快速设计在处理设计矛

盾问题方面ꎬ能够解决配置设计过程中深层知识的存

储、表示和处理问题ꎮ
基于可拓本体概念的产品快速设计可拓设计模式

框架组成如图 ５ 所示ꎮ

图 ５　 基于可拓本体概念的产品快速设计可拓设计模式框架组成

　 　 从图 ５ 可以看出:基于可拓本体概念的产品可拓

设计模式的实施ꎬ统一采用基元或者基元系统对领域

内产品设计过程中各个环节的深层次设计知识进行形

式化和模型化表述ꎬ建立产品方案设计可拓本体概念ꎬ
并形成相应的可拓本体库ꎬ包括可拓本体知识库、可拓

本体实例库、可拓本体规则库、可拓本体可拓集等ꎮ
在进行新产品设计时ꎬ首先基于设计需求分析的

可拓设计模式对设计需求信息进行分析ꎬ通过公理化

设计和 ＱＦＤ 进行设计需求信息的映射和转化ꎻ同时ꎬ
基于需求分析蕴含过程模型在需求基元知识库中进行

设计需求信息蕴含性分析ꎬ基于可拓本体特征权重分

配模型进行设计对象基元特征权重分配ꎬ并结合设计

需求分析的可拓过程模型进行已有设计需求基元向已

有设计基元的映射的搜索与匹配ꎬ获得支持产品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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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设计的初步设计参数ꎮ 然后ꎬ基于产品快速配置

设计的可拓设计模式ꎬ运用设计域变换、基元特征变

换、特征量值变换等可拓变换方法对设计对象进行拓

展ꎬ基于可拓推理模型进行设计对象与拓展对象的可

拓匹配分析ꎬ并通过可拓重用模型进行已匹配的设计

对象的重用分析ꎻ对于满足设计要求的设计对象ꎬ将其

应用到新产品的设计中ꎬ从而快速地获得产品初步设

计方案ꎮ 而对于获得的初步设计方案ꎬ可能会含有不

满意的局部的设计参数或者需要对一些设计参数进行

再设计分析ꎬ为此需要基于适应性设计的可拓设计模

式ꎬ找到设计方案相应需要改进的部分即获得可拓设

计方向ꎬ对需改进的部分进行变换改进ꎬ最后产生多个

满足目标变化的再设计方案ꎬ基于可拓优选模型对设

计方案进行多属性优选分析ꎬ获得最优的可拓设计

方案ꎮ
由于适应性设计过程是产品设计方案所产生的客

观效果相对于预定目的的检验和修正过程ꎬ产品设计

可拓变换和设计方案可拓优选技术需紧紧围绕领域内

产品设计知识和评价知识来展开ꎮ

３　 应用案例

基于本体论和可拓理论进行复杂产品可拓配置设

计支持平台的开发是沟通客户、企业(主要包括企业

产品设计部、专业设计小组、设计工程师等设计主

体)、市场的信息桥梁ꎬ也是产品快速设计实现的关键

支撑环节ꎮ 从功能实现的角度来说ꎬ基于可拓设计模

式的产品快速设计平台体系需要实现设计知识建模、
可拓需求分析、设计可拓变换、设计可拓推理、设计可

拓重用、设计可拓优选、可拓适应性设计以及基于上述

技术的产品设计实例验证ꎮ 基于可拓设计模式的复杂

产品快速设计平台体系结构一般需要包括 ３ 个关键组

成部分:
(１)应用层ꎮ 是直接与用户关联的部分ꎬ是设计

人员利用基于可拓设计模式的产品快速设计平台体系

进行产品方案设计的应用功能集ꎬ包括面向可拓设计

的知识获取与建模、知识推理与重用、适应性设计、设
计需求分析以及其他智能设计技术等ꎻ同时ꎬ应用层还

负责使用者和支持系统间的数据交互ꎬ接受客户的输

入ꎬ并将客户需要的数据以适当的形式输出给客户ꎻ
(２)应用工具层ꎮ 是基于可拓设计模式的产品快

速设计平台体系实施的基础ꎬ由知识建模工具、知识挖

掘工具、产品再设计工具、融合型知识推理工具、知识

编译工具、设计优选工具等组成ꎬ通过上述应用层工具

的有机融合ꎬ实现复杂产品可拓设计的智能化ꎻ
(３)环境支撑软件ꎮ 主要指数据库连接技术、数

据管理系统、操作系统、网络环境和计算机硬件等为基

于可拓设计模式的复杂产品快速设计平台体系正常运

行提供基础条件的软件与硬件环境ꎮ
上文已对基于可拓本体的复杂产品方案设计可拓

集成框架的几个关键组成部分ꎬ如可拓本体建模、方案

设计可拓需求模式、方案设计可拓配置模式、方案设计

可拓再设计模式等进行了阐述ꎬ包括相应关键环节的

模型、算法以及架构ꎮ 以上述分析模型、算法和架构为

理论基础ꎬ笔者在应用层、应用工具层和环境支撑软件

层的层次结构下ꎬ以某型号飞机产品设计为工程应用

验证ꎬ说明在进行复杂产品方案可拓快速设计时对应

的产品设计可拓集成平台的基本形式ꎮ 由于型号飞机

产品设计的可拓集成平台设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

工程ꎬ包含有较多的子级系统和功能模块ꎬ限于篇幅ꎬ
本文不再赘述ꎮ

基于可拓本体的型号飞机产品设计平台与系统如

图 ６ 所示ꎮ
从图 ６ 可以看出:应用层是直接面向用户操作的ꎬ

包括型号飞机产品设计的多设计域划分模块、可拓本

体建模模块、设计知识可拓本体推理模块、方案设计可

拓优化模块、方案设计可拓挖掘模块以及方案设计可

拓变换模块等ꎬ在各个组成模块的子系统实现过程中ꎬ
涉及到可拓本体模型、可拓变换方法、可拓本体推理算

法、可拓优化算法、可拓挖掘算法、可拓重用模型等多

种模型和算法的综合运用ꎮ
应用工具层则是实现型号飞机产品方案设计平台

的技术支撑ꎬ包括面向型号飞机产品方案设计知识运

用的可拓本体编辑工具、支持可拓推理的可拓本体推

理机、支持可拓挖掘的可拓本体挖掘工具、支持可拓重

用的可拓本体再生器、支持可拓优化的决策与优化工

具等组成部分ꎬ通过各种应用接口的内部关联ꎬ实现型

号飞机产品方案设计各功能模块的综合集成ꎮ
环境支撑层则是构建型号飞机产品方案可拓设计

平台的底层支撑环节ꎬ开发了面向型号飞机产品方案

可拓设计过程中各种设计知识可拓应用的知识库、接
口以及网络协议ꎬ从而为型号飞机产品方案可拓设计

平台的顺利实施提供支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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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基于可拓本体模型的型号飞机产品设计平台与系统

４　 结束语

本文针对复杂产品多层次、多属性、创造性的产品

结构配置过程ꎬ研究了复杂产品基于可拓设计模式的

产品快速设计平台体系结构开发工作ꎬ构建了复杂产

品可拓本体概念模型ꎬ提出了基于可拓本体概念的复

杂产品、可拓设计模式的产品快速设计平台体系结构ꎮ
该体系结构将基于本体论、可拓理论和基元理论

的可拓变换、可拓推理、可拓重用、可拓优选等可拓方

法与技术综合应用到复杂产品的方案设计过程中ꎬ由
此形成了面向全生命周期的复杂产品各个设计环节的

可拓设计模式ꎬ形成复杂产品的可拓需求分析设计模

块、可拓快速配置设计模块、可拓适应性设计模块等关

键组成部分ꎻ同时ꎬ笔者以某型号飞机产品设计为例ꎬ
从应用层、应用工具层以及环境支撑软件层的角度ꎬ给

出了基于可拓设计模式的产品快速设计平台体系搭构

框架ꎬ从而为复杂产品计算机辅助快速设计的顺利实

施提供了理论和工程应用支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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