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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伴随着生产制造行业的不断进步，对现代技术的应用在

不断地深入。智能制造技术是现代生产设计开发过程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对于确保产品生产开发的效率和质量有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中国的智能制造技术还存在有一定

的问题需要不断地加强，以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2 智能制造的发展现状
智能制造是传统制造技术与现代化的智能技术、数字技

术和网络技术的融合，应在产品生产的全过程提供开发支持

的。近四十年以来，智能制造不断地在工业国家站稳脚跟，

美国、日本、欧洲也依次建立起了智能制造中心 [1]。为了在

智能制造领域走在前列，各个国家有自己的推广计划。中国

的智能制造已经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发展，与其他国家相比发

展时间相近，在许多产品的开发设计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一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保

持了国家在该领域的技术进步。

然而，智能制造在中国的开发中还是有一定的不足之处。

例如，智能制造在各领域的应用并没有一个相关的应用标准，

智能制造企业转型升级困难重重，企业在自主创新能力上还需

要不断地提升，目前服务业不能很好地跟上智能制造的脚步。

以上种种问题，导致中国的智能制造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 智能制造关键技术
3.1 智能工业装备应用技术

智能装备的应用是智能制造发展的基础。不同类型的企

智能制造关键问题研究
Research on Key Issues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薛蒲昌 1   李彩云 2   武永刚 3   谢亮亮 3

Puchang Xue1   Caiyun Li2   Yonggang Wu3   Liangliang Xie3

1. 北方长龙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陕西 西安 710055
2. 西安西电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陕西 西安 710077

3. 航天恒星空间技术应用有限公司 中国·陕西 西安 710055

1.NLD New Material Technology Co., Ltd., Xi’an, Shaanxi, 710055, China
2.Xi’an Xidian Transformer Co., Ltd., Xi’an, Shaanxi, 710077, China

3.Space Star Aerospace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Co., Ltd., Xi’an, Shaanxi, 710055, China

摘  要：作为生产制造行业发展的重要技术，智能制造技术的应用具有极强的综合性，同时也要受到多方面因素的限制

和影响。论文针对智能制造的几方面关键技术展开讨论，分析了其目前的发展现状以及其与大数据融合的状况，同时详细

论述了智能制造在中国未来的最主要发展方向，希望以此促进智能制造的更好更快发展。

Absrtact: As an important technolog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is highly comprehensive, and it is also limited and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This paper discusses several key 

technologies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analyzes its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and its integration with big data, and discusses the 

main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n China in detail, hoping to promote the better and faster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关键词：智能制造；关键技术；发展现状；发展方向

Keywords: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key technologies; development situation; development direction

DOI: 10.12346/etr.v3i3.3561



133

实验与研究·Experiment and Research

业拥有不同的智能装备。3D 打印技术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

且为人所熟知的数字化制造技术之一。3D 打印机的原料主

要是光敏树脂与各种金属材料，通过计算机进行设计并打印

成型。其生产流程摆脱了传统工业生产的繁复流程，在打印

的精确性上实现了较大的提升。传统的产品设计生产流程一

般都是大批量进行的，难以实现单一设计生产，而 3D 技术

的出现很好地解决了人们的个性化生产需求，使单件生产和

个性化设计成为可能。制造行业在这项技术下能够摆脱流水线

模式的束缚，根据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实现随时随地生产制造。

在这项技术应用开发的不断深入过程中，3D 打印在速度与效

率上实现了很大的突破，在打印材料的使用上也逐渐丰富起

来，引入了多种纳米级材料。传统的制造模式将被彻底改变，

中国的大批企业已经针对 3D 技术展开了许多探索实践 [2]。

3.2 柔性制造与虚拟仿真技术
柔性制造技术是随着制造企业技术进步而发展起来的一

项基于数控设备应用的新技术。信息技术和虚拟仿真技术在

实现智能制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虚拟仿真技术包括产品制

造过程和设备仿真过程、产品仿真过程和生产管理仿真过

程。只有从数字化制造三个方面入手，制造业才能实现全面

智能化。一方面，在设计阶段，开发了一个交互性很强的虚

拟环境 [3]。另一方面，运用数字化制造的概念，通过虚拟仿

真技术、风险评估、信息共享、系统优化等手段对物联网进

行优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数字化化工厂的概念，并进一

步规划了数字化化工厂过程设备的协调。

3.3 物联网应用技术
智能制造系统的正常稳定的长期运行必不可少的需要物

联网来实现各个环节上的协调和细化。物联网上设置无线传

感器，能够对产品生产的第一现场进行有效的实时监控，利

用数据信息采集处理系统将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进行整理，

实现对生产流程的智能化控制。同时，生产相关的各项信息

数据在传回的之后，由控制中心完成大数据系统给的录入，实

现云端管理。物联网的存在能够很好地解决智能制造系统的跨

领域管理，实现多个企业之间的协调交流。目前，德国在其工

业计划当中已经将物联网的建设作为工业智能生产升级过程中

的重要环节，其他工业也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工业制造标准。

这些关键技术对智能制造企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笔

者通过调查分析，对不同领域中智能制造系统的构建进行了

对比，对智能制造系统的运行效率、规模与技术使用情况进

行了重点考察。数控行业是智能制造行业中较为成熟的领

域，但纯技术效率较低。目前，中国的机器人产业还处在初

级阶段，目前发展速度较快，智能电表相关企业发展缓慢，

尚未形成一定规模 [4]。

4 智能制造与大数据
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制造企业总是努力在生产过程中

减少消耗，努力提高制造业的环保水平，确保安全生产。产

品生产过程的根本在于实现用户对产品的同质化需求与个

性化需求的协调过程，在这样的初衷下不断地进行更新升

级。在生产过程更新过程中，数据量是十分庞大的。因此，

数据的收集与管理就有必要借助大数据的支持，对产品的设

计、生产、物流等一系列的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在大数据平

台实现高效快速的分析以形成有效的决策。利用大数据平台

企业能够快速地找出产品生产环节出现的问题并进行精准

溯源，并对类似现象可能发生的概率进行有效的预测。这样

一来产品生产过程中出现问题的概率就降低了，生产安全性

得到了保障，服务水平也得到了提升。

智能制造系统是现代技术的整合体，离不开高性能的计

算机和网络基础设施的支持。因此，需要将传统的设备控制

进行更新，在信息处理方法上也应该进行优化。大数据分析

系统的应用可以对生产过程中的数据进行自动采集和分析。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制造业也在不断地深入运用大数据，因

此需要对计算机系统和相应的网络设施进行性能上的升级

以适应大数据智能制造的需求。云计算系统的应用能够实现

现场数据的实时采集与传输，在云端进行处理、存储和计算，

并发出云命令来控制现场设备。

5 智能制造发展的四个方向
5.1 相关企业交流平台

企业交流平台的建立，可以聚集人才和秘密，催化现代产

业集群的诞生和发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促进整个区域的产

业转型升级。由政府主导创立相关的企业交流平台为企业发展

提供相应的服务集中解决企业所遇到的问题。在引导下实现

企业形态的转型升级，为企业发展提供充足的空间，为制造

业的升级提供机会与扶持，提高生产制造业的生产效率。

5.2 中小企业孵化平台
产业升级是制造业的整体升级，中小企业的作用不容忽

视。中小企业在生产经营上具有灵活变动的优点，但是市场

的变动对其影响较大容易发生经营风险。建立中小企业孵化平

台，吸引金融业与中小型企业共同参与能够有效地提升中小型

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也能在发展资源上对其进行有效的扶持。

6 结语
简而言之，智能制造技术在中国经过一定的发展过程之

后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现阶段智能制造技术的发展在几

个关键技术上还应该不断加大力度。智能制造技术还要受到

系统建设、信息平台打造以及相关服务水平等多个方面的影

响和限制，而且这些方面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制约

了智能制造在中国目前的发展。基于此，笔者对智能制造在

中国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分析，从企业交流平台与中小企业孵

化平台的打造着手提高智能制造开发的效率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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