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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于一个制造企业来说，拥有一套完成且适合本企业发展的通用化设计与管理方法是十分必要的。论文简述了零

部件通用化设计意义、原则、方法及应用管理，对缩短设计周期、降低制造成本、提升产品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Abstract: For a manufacturing company,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have a set of universal design and management methods that are 
completed and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pany. This paper briefly describes the significance, principle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 management of generalized design of parts and component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shortening the design 

cycle, reducing manufacturing costs, and improving product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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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企业不断发展，零部件品种规格日益繁多，不仅浪

费了产品设计成本，同时增加了现场服务成本和制造成本，

也增加了加工准备、库存、厂房空间及设备的低利用率，而

将作用相同、尺寸接近的各种零部件，通过通用化方法进行

合理归并，能够最大限度地扩大同一产品（包括元器件、部

件、组件、最终产品）的使用范围，减少产品（或零部件）

在设计和制造过程中的重复劳动，做好通用化设计与管理也

是现代化大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 [1]。

2 零部件通用化意义
零部件通用化，其根本宗旨就是以有限的品种、规格满

足多样化的需求，消除产品、零部件的种类以及工艺形式的

不适当多样化，在降低成本和实现产品多样化之间寻求理想

的平衡点 [2]。实现零部件通用化可产生以下效益：

①能够加快产品开发速度，减少设计过程中重复劳动，

降低产品研制成本；

②能够减少零部件品种，提高生产集中度，实现产品制

造的规模效应，降低制造成本；

③能够提高专业化生产水平，大量使用专业化技术，保

证产品质量；

④能够提高库存、厂房空间、设备等资源的利用率，降

低物料管理成本；

⑤能够简化售后与维修，避免多样化导致售后麻烦；

⑥能够促进企业零部件开发的合作与共享，提高企业竞

争力。

3 通用化基本原则
零部件通用化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①最简原则：在保证使用的前提下，同一功能最好只对

应一种结构、参数与技术要求，以避免出现重复设计或相近

设计。

②性能优先：合并相似件、相近参数或功能要素时，应

优先考虑性能较好、技术要求较高的零部件、参数或结构

要素。

③量大优先：合并相似件、相近参数或功能要素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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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考虑使用范围较大的零部件、参数或结构要素。

④最大限度：最大限度上实现零部件设计通用化，即首

先使部件通用化，若部件不能通用化，就尽可能使零件标准

化；如果零件不能通用化，就尽可能使该零件的结构要素和

材料等标准化 [3]。

4 通用化常用方法
零部件通用化是以互换性为前提，只有同时具备功能互

换性和结构性的零部件才可以通用。通用化的方法一般有

两种。

4.1 事前通用化
产品型谱开发或进行系列化设计时根据零部件通用化的

规划，有目标、有选择地设计某些通用零部件，然后在新设

计中推广使用这些通用件。这种方法也称之为“开发型通用

化”，是从零部件固有通用性角度出发，建立零部件属性列

表，便于新设计直接选用，其工作程序为：

①确定企业每类零件固有通用性，可以从使用量大、使

用范围广等方面考虑。

②零部件参数系列化，是根据需求和对国际上同类产品

的现状、发展前景的分析与预测，对零部件基本参数按一定

数列作出合理规划，对结构和（或）型式进行规定或统一。

③在第二步的基础上，建立零部件型谱表，并把新产生

的零部件（即从未用过的零件）加入基本零部件型谱表。

④成果固化与应用。

4.2 事后通用化
对已存在的零部件进行整理、分析和统型，而后确定通

用零部件并推广使用。这种方法也可称之为“继承型通用

化”，是在现有零件基础上进行整合，减少零部件品种规格 [4]。

其工作程序为：

①确定对象：可优先选择品种规格较多的相似零部件、

关重零部件或其他急需标准化的零部件作为通用化对象。

②数据收集：数据收集一定要全面，主要收集零部件的

主要技术参数，包括基本形状、功能、主要尺寸、技术要求等，

可采用表 1 形式予以记录。

表 1 零部件参数统计表

零部件参数统计表

序号 编码 名称及图号 材料
主要参数

备注 附图 标准化建议
A B C ……

③数据分析：数据分析一定要透彻，根据现有零部件的

功能结构、技术参数、接口尺寸、引用频次等方面对零部件

进行整理与分析。

④方案制定：从以下几个维度制定最优方案。

一是尺寸系列化：针对功能尺寸和接口尺寸，合并相近

尺寸，合理增补关键尺寸，形成尺寸系列化。

二是结构典型化：针对零部件多样结构和引用频次分析，

淘汰旧的、不合理的结构，保留使用量大的零部件结构作为

通用结构。

三是技术要求标准化：同类别技术要求间，在保证不必

要的冗余设计前提下，采用就高不就低原则进行简化。

四是名称标准化：统一零部件名称，以方便后续通用化

及标准化。

5 通用化成果固化与应用
根据零部件通用化程度，可选择输出以下结果。

①制定零部件优选表（表 2）、整合禁用表（表 3）。

表 2 优选零部件统计表

优选零部件统计表

序号 编码 名称及图号 类别 优选 图示

表 3 整合禁用零部件统计表

整合零部件统计表

序

号

编

码

名称及

图号

物料

库存

整改内容
评审

意见

整改责

任人

整改

时间
替代

物料

库存

处置

②编制典型零部件设计规范或设计指南等指导性文件，

在新设计零部件时，严格按照标准设计。

6 通用化管理
零部件设计时，设计者应按照“国家与行业标准件、企

业标准件、企业已有零部件设计标准”的顺序进行排查，并

优先选用标准件和企业已有通用零部件；若现有零部件、设

计规范无法满足使用要求，事先给予详细技术原因说明，评

审通过后方可增加新零部件。同时，企业标准化人员应定期

检查零部件设计通用化情况，是否存在重复设计以及非必要

的相近设计，并定期对企业通用件、零部件设计标准等进行

修订，不断完善企业自身的“通用件库”。

7 结语
对制造企业来讲，搞好零部件通用化应用与管理，可缩

短设计周期，促进研发、工艺、制造、服务的统一、协调、

高效率，提升产品质量，为后续产品平台化开发打下良好基

础，帮助企业获取更大的利润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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