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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improve the operation efficiency of workflow of tunnel drilling rig design, it introduce the workflow management model and 

the definition of workflow, and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orkflow in the design of tunnel drilling rigs, built the 

design process and the drawing change process of tunnel drilling rig in the PDM system, realize the workflow manag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unnel drilling r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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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井下坑道钻机 PDM 系统中工作流程管理模

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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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提高煤矿井下坑道钻机产品设计工作流程的高效运行，本文介绍了工作流程管理的模型、定义，并根据煤

矿井下坑道钻机设计中相关业务流程的特点，在钻机 PDM 系统中构建了设计流程、图纸更改流程等各种图文档管理的

标准流程，定义了各类业务流程的任务节点，设计了钻机开发的工作流程管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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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流程管理是 PDM 系统中实施业务过程管理与过程控制的一项关键技术，用来定义和控制产品的设计、

更改和审批等流程，通过电子化的方式使任务分配、审核、审批自动进行。既可管理产品生命周期的全过

程，也可管理某产品零件设计过程中不同状态的转换（如设计状态、发放状态、更改状态）。在工作流程

中，通过将信息和具体的任务相联，来加快工作流程的进度以及提高工作效率，并将任务执行的状态实时

反映到项目管理的甘特图中，使企业管理人员能及时了解到项目的真实状态。完善的工作流程管理能够提

升 PDM 系统的运行效率，从而能够提高企业的工作效率。煤矿井下坑道钻机是煤矿用于瓦斯抽采、水害防

治等工作的重要设备，有效的工作流程管理是实现煤矿井下坑道钻机数字化开发的保障。根据煤矿井下钻

机产品设计的特点，在钻机产品开发过程中构建流程管理系统是实现研发工作流程的规范化和标准化的重

要条件，不仅能够增强产品开发过程中的自动化程度，而且能够加快企业产品的开发速度。 

1 工作流程管理模型 

工作流程是实现数字化设计的重要环节，在 PDM 系统中工作流程主要实现产品设计与修改过程的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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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控制，包括产品数据的提交与修改、管理和监督、文档的分布控制和自动通通知等。根据煤矿井下坑道

钻机生产企业中多种业务流程的特点，在系统中构建与之相符的流程模板。 

工作流程由多个任务构成，主任务可以嵌套子任务，对某一个发起的流程，参与者之间通过系统自动

传递文档和其他信息；若批准就传递到下一个节点，反之传递回上一个节点。图 1 所示为钻机 PDM 系统中

的工作流程管理模型。 

 

图 1 工作流程管理模型 

2 工作流程定义 

PDM 系统中提供了多种电子流程模板，用户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通过系统中的工作流设计器来定义流

程模板。在钻机 PDM 系统中，工作流程的定义是在分析钻机开发过程中现有工作流程的基础上，满足企业

现有业务流程的需求，通过综合的分析和研讨的过程，对流程进行一定的优化而产生的结果。 

根据煤矿井下坑道钻机设计中相关业务流程的特点，系统管理员通过 PDM 系统的工作流设计器定义与

之相符的流程模板，并为每一个对象设定固定的流程以避免选择流程错误。在钻机 PDM 系统中图形化定义

各种图文档管理的标准流程，包括设计流程和图纸更改流程；其中，设计流程包括了设计、审核、审订和

发布四个基本工作步骤，更改流程包括了设计、审核、批准和发布四个基本工作步骤。通过基本工作流程

的电子化，能够以电子流程的方式自动传递设计与工艺等各类文档，从而实现基于网络的审批、更改、发

放和通知，监控相关任务的完成情况。 

根据企业标准流程的要求在工作流设计器模块中利用简单的图形化界面来定义工作流程，有利于管理

人员快速定制出钻机设计中的业务流程。 

3  工作流程管理功能 

贯穿于 PDM 系统全过程的工作流程管理模块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管理用户对数据进行操作时人

与人之间或活动与活动之间的数据流向，以及在一个项目的生命周期内跟踪所有事务和数据的活动，为系

统提供生成、监视、管理和控制企业业务流程的能力。同时，工作流程管理能够将数据管理、工作流程与

变更控制集成一体，PDM 系统能够通过自动协调企业组织任务和过程信息使产品的协同开发顺利完成。 

根据企业的特点，煤矿井下坑道钻机 PDM 系统中的流程管理主要实现以下功能：根据钻机开发过程中

的业务流程进行评估和优化，建立高效、快速的电子流程；支持电子审批各种电子文档，并实现电子签

署；支持流程签审人员的动态设定：在流程的前一环节，可以指定后一环节的签审人员；支持工作流的跟

踪：提交者能够方便的查看提交对象的流程历史，流程历史应以不同的颜色标识不同状态的流程节点，并

图形化直观显示；随时监控各种电子流程以及相关任务的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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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作流程设计 

4.1 流程发起 

钻机 PDM 系统中的图文档，可以使用电子化的审核流程。设计人员在选择需要审批的对象后选择对应

的审核工作流程，根据审批的需要，选择流程各个环节的审批人，从而发起设计流程，如图 2 所示。 

 

图 2 流程发起图 

4.2 流程执行 

在设计流程中，设计、审核与审定任务分别由工程师、第三方和专家完成；在更改流程中，设计、审

核与批准任务则分别由设计者本人、第三方和专家完成。当工作流程中的某一任务到达时，PDM 系统会通

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动态地将完成的信息传递给相关技术人员，以保证任务执行人能及时收到任务。在流程

中，“设计”、“审核”为有实际工作的流程，需要完成一定的工作量，如“设计”需要完成图纸或者其

他文档的编制，设计人员完成设计完成后做签发决定，如图 3 所示；在“审核”环节可以浏览、圈阅图文

档。经过电子审核流程后，审核人员名字将签署在规定的域位置。 

 

图 3流程签发图 

为强化流程的可管理性、自动化性，在标准流程图中，设定发布环节，由系统在图文档完成审核后，

自动设定图文档为发布状态，并添加发布状态标志，系统同时收回图文档的修改权限。在工作列表中，可

以清楚的看到任务的工作流状态：处理中、正在审核、已发布、打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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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作流程监控 

对于每一个工作流程可以指定流程监控人员，从而可以有效地跟踪流程的进度，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实时调整。如图 4 所示，在工作流查看器中，用不同颜色标示了已经完成的流程、正在进行的流程和还没有

进行的流程。图文档在审核流程中，工程师和企业管理人员可以观察工作流程中图文档的准确位置，观察

流程的历史，包括所有参加人员的注释和说明的日志文件，甚至可以观察流程框图的彩色状态，从而了解

目前流程的进展，由此可以及时了解到项目的真实状态。 

 

图 4工作流查看器 

通过对流程执行情况的控制和跟踪，能够对业务流程的执行情况、历史信息和当前状况等信息进行跟

踪，使管理者准确地了解工作状态，从而及时解决问题，有效地提高工作流程的效率。 

6 结论 

根据煤矿井下坑道钻机开发过程中相关业务流程的特点，利用 PDM 系统中自动处理、并行流程、条件

流程等功能，优化现有的业务流程，在钻机 PDM 系统中构建了各种图文档管理的标准流程，强化流程的可

管理性、自动化性，提高了流程的执行效率，在钻机开发工作中应用流程管理系统，实现了产品生命周期

管理内的电子流程管理，有效地提高了工作流程的效率，为实现煤矿井下坑道钻机数字化开发提供了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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