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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疫情给中国制造业带来的“二次打击”

短期影响（4月至5月）：

⚫ 出口导向型制造企业大量订单取消或延期。

⚫ 由于国外关键零部件和元器件企业停产而影

响企业的产品交货。

⚫ 由于物流运输出现问题，而导致企业成品的

交付出现问题。

⚫ 由于交通阻断，一些企业在海外的销售和服

务无法开展。



国际疫情给中国制造业带来的“二次打击”

中期影响（今年）：

⚫ 如果4月中旬能够到达拐点，4月底之前能够控制，5月底能够平息，对下半年中国制造

业进出口的影响不会太大，但如果要到6、7月份才能平息，那对于下半年的影响也会

十分巨大。这真是一个“生死时速”的问题。

⚫ 全球新冠疫情已经对各国的服务业、航运业、零售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从而对制造

业带来巨大冲击，产生负面的连锁反应，将导致众多企业倒闭，失业率提升，消费者

购买力下降，从而使全球经济陷入衰退。

⚫ 有专家推断，此次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将超过2008年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中国经济和中国制造业也难以独善其身。



国际疫情给中国制造业带来的“二次打击”

长期影响：

⚫ 国际疫情的蔓延很可能会导致全球制造业供应链和产业格局的重构。

⚫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疫情发生之前，就已经在推进制造业的回流，此次疫情将会促进美国、英国、

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进一步强化其国内的制造业供应链，而日本、韩国、德国、意大利等本来就十

分重视制造业的发达国家也会更加重视本土供应链的配套能力。疫情之后这些国家将会加速摆脱在

全球供应链中的“中国制造”环节。

⚫ 这种逆全球化的过程将导致世界各国的分工协作关系发生本质改变，深度影响中国制造业的进出口。

⚫ 全国政协常委葛红林（原中国铝业董事长）近日指出：“不能天真地认为，中国防控疫情和快速复

工复产的成效，会导致世界产业链的中心向中国转移。而应理性地认识到，疫情之后，发达国家对

各自产业链痛定思痛之后，将加快弥补和完善各自或区域化的完整产业链，有的甚至在重塑‘去中

国化’。因此，与其期盼海外资金流向中国股市，不如引导海外资金流入中国的实体经济”。



中国制造业如何应对国际疫情的“二次打击”

⚫ 更加专注于提升创新能力，把握核心技术，立足于成为行业隐形冠军，建立

国际竞争力。

⚫ 制造企业也应当加强与国内上下游企业的协作，实现关键零部件、原材料，

乃至核心工业软件的自主可控；

⚫ 制造企业要主动加强与国际合作伙伴的协同创新，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 大型制造企业要继续推进国际化进程，开展国际并购，实现跨国经营；

⚫ 千方百计提升中国制造业的产品质量主动推进数字化转型，实现数据驱动。

⚫ 全面推进智能制造，实现人机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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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的大潮已经来临

移动互联网的普及

5G即将商用

云计算的商业应用

工业互联网平台

工业云

物联网与传感器的

广泛应用，产生海

量数据

机器人应用热潮

增材制造的发展

创成设计的发展

计算能力和存储能力

的迅速提升

制造业人工智能应用

的兴起和工业大数据

分析的应用

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的工业

应用，Digital Twin（数字

孪生）备受关注



将模拟信息转化为数字信息（例如将手工填写的单据自

动识别转为数字信息） 。

Digitization

数字技术的深化应用将对企业的商业模式、业务运营、决策

方式、组织形态、企业文化等方面带来深远影响，每个企业

都应当思考并推进数字化转型战略。

Digital Transformation

数字化转型是制造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将数字技术融合企业，彻底变革业务流程，例如利用物联网

、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分析、机器设备联网等。

Digitalization

Intelligently Connecting People, things and business

智能地连接人、物和业务



各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成熟度

数字化
商业模
式的成
熟度

实现程度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模式

数字化
转型

商业

模式

服务

模式

运营

模式

决策

模式

研发

模式

制造

模式

按服务付费

在线营销、体验营销

仿真驱动设计

机电软一体化设计

异地协同研发

IT/OT融合

柔性制造、增材制造

数据驱动决策

大数据分析

客户自助服务

预测性维护

业务流程管理

移动应用

疫情之后，制造企业会对协同办公、视频会议、远程协作的任务管理、项目管理、工作流管理和BI、

大数据分析等软件提出迫切的需求。



丰田的转型：提供Just In Time出行服务

• 丰田生产方式TPS享誉全
球。在需要的时候按照需
要的量生产所需的产品，
“Just In Time”（准时
生产）是丰田生产方式的
精髓。

• 未来，丰田会基于“Just 
In Time”理念，从一家
汽车公司转型成为移动出
行服务公司。



罗罗公司的Total Care服务

罗尔斯.罗伊斯公司推出针对其航空发动机产品的Total Care包修服
务，按飞行小时收费，确保航空公司的飞行可靠性和在翼飞行时间，实
现了与航空公司的双赢。罗罗公司能够实现按服务绩效收费的基础是强
大的传感与物联网技术。很多知名的航空公司都与罗罗公司签订了Total 
Care合作协议，实现了Pay by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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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的特点与内涵

•企业提升竞争力的手段而非目标

•需要纳入企业发展战略

•各业务部门通力合作

•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

•数字化转型是基础

•覆盖企业全价值链

•涉及诸多支撑技术

•行业差异很大



智能制造的基石

信息与通信技术

工业自动化技术

先进制造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

现代企业管理



数字化技术支撑智能制造

◼ Digital twin
◼ 状态监控
◼ 传感器与物联网
◼ 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

智能产品

智能服务

智能工厂

智能研发

智能管理

智能物流
与供应链

智能决策

◼ CPS
◼ 传感器
◼ Adas
◼ 产品性能仿真

◼ 嵌入式软件
◼ 设计成本管理
◼ DFM分析
◼ 拓扑优化

◼ AGV

◼ SLAM
◼ 自动化立库
◼ WMS

◼ TMS
◼ DPS(数字拣货系统)

◼ 车间联网
◼ 增材制造
◼ 智能装备
◼ 智能产线
◼ 工艺仿真
◼ 设备健康管理

◼ ERP

◼ CRM

◼ EAM

◼ SRM

◼ MDM

◼ BI
◼ 工业大数据
◼ EPM
◼ 移动应用

◼ 智能与协作机器人
◼ MES
◼ 视觉检测
◼ APS
◼ 数据采集(SCADA)

◼ CAD
◼ CAE（工程仿真）
◼ CAM

◼ EDA

◼ PLM

◼ 质量管理
◼ 企业门户



智能制造核心领域之一：智能产品

自主决策

关键技术：
• 多功能感知
• 智能Agent   

• 语音识别
• 信息融合

关键技术：
• 工况识别感知
• 控制算法及策略

自适应工况

人机交互

关键技术：
• 环境感知
• 路径规划
• 智能识别
• 自主决策 无人机

智能驾驶汽车

智能家电



SmartHalo自行车导航设备

视频/【触动力】SmartHalo，把每一辆自行车都变的智能起来_标清.flv


智能垃圾箱

BigBelly 垃圾桶集太阳能、物联网、高效压缩机为一体，垃圾快倒满
时，压缩机会在40秒内将垃圾的体积压缩至原来的五分之一，垃圾箱快满
时自动联网发送垃圾桶已满及地理位置等信息至垃圾处理中心。处理中心
的系统根据各个垃圾桶发回的数据分析，规划最佳回收路线和时间。该产
品还提供WIFI热点。



智能制造核心领域之二：智能服务

• 基于传感器和物联网（IoT），可以感知产品的状态，
从而进行预测性维修维护，及时帮助客户更换备品备
件，甚至可以通过了解产品运行的状态，帮助客户带
来商业机会。

• 通过采集产品运营的大数据，辅助企业进行市场营销
的决策。

• 通过开发面向客户服务的APP，可以针对企业购买的
产品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从而锁定用户。



FANUC的零宕机服务

视频/FANUC机器人ZDT服务_标清.flv


小松的智能施工服务

视频/【KOMATSU】Concept movie of Smart Constr....mp4


天远科技：小松背后的工业物联网与工业大数据公司

◼ 通过“大数据地图”，可以实时看到28万台工程机械装备运行地点、时间、油耗、作业时长、报警等。
◼ 通过对数据的存储、分析、展示，可以及时发现运行异常情况，降低运行故障率。
◼ 可以分析计算出不同智能装备基于时间、地域、作业量以及施工项目大小、项目周期。
◼ 目前，天远已成功构建了工程机械生态全生产要素、全价值链整合的新型生产制造和服务体系。

无人挖机（来源于百度）



智能制造核心领域之三：智能装备



工业机器人的智能化发展

来源：KUKA

工业机器人

协作机器人

移动机器人

智能与自感知的机器人系统



双臂协作机器人

双臂14轴的双臂协作机器人YuMi

视频/ABB01_baofeng.wmv


人机协作

视频/协作机器人.mpg


并联机器人与机器视觉的集成应用

视频/VID_20170628_104114.mp4


移动型协作机器人与重型AGV

KUKA KMR iiwa KUKA omniMove移动平台

视频/KUKA移动机器人KMR iiwa_标清.flv


GE a-CT7 直升机发动机中段的增材制造



Materialise：增材制造服务工厂



共享集团的铸模增材制造设备和智能工厂



• 在生产和装配的过程中，能够通过传感器或RFID自动进行数据采集，
并通过电子看板显示实时的生产状态；

• 能够通过机器视觉和多种传感器进行质量检测，自动剔除不合格品，并
对采集的质量数据进行SPC分析，找出质量问题的成因；

• 支持多种相似产品的混线生产和装配，灵活调整工艺，适应小批量、多
品种的生产模式；

• 具有柔性，如果生产线上有设备出现故障，能够调整到其他设备生产；

• 针对人工操作的工位，能够给予智能的提示；

• 电子行业的智能测试产线非常重要。

智能制造核心领域之四：智能产线



三菱电机：从自动化到智能化产线

二十年前的一条电磁阀全自动生产线



人机结合的新型机器人装配产线，应用了三菱电机e-factory解决方案的智能产线

三菱电机：从自动化到智能化产线



新老两条生产线的对比

三菱电机：从自动化到智能化产线



智能制造核心领域之五：智能车间

该生产什么

设备状态

质量

管控

物料准时配送 产品及时发运

全局生产管控

生产防错系统

作业指导生产统计

What to produce Status of equipment

Overall production monitoring and control

Work instruction
Production statistic

Quality control

Error-proofing
JIT material delivering

Product delivering



MES（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制造执行系统，是面向车

间的生产过程管理与实时信息系统

。其作用：

 填补上层生产计划与底层工业控制

之间的空白，以解决车间生产任务

的执行问题

 通过物流、设备、信息等实时监测

与协调优化控制，达到快速响应制

造及降低资源消耗的目标

 为其它信息系统(如ERP等)的实施

提供支撑

What To Do

How To Do

Do

制造执行系统（MES）



MES成为制造企业关注的热点



FMS在MAZAK机加工车间的应用

视频/Mazak iSMART Factory.mp4


智能制造核心领域之六：智能工厂

智能化加工设备

DNC

智能化机械手

智能刀具管理

中央控制室 现场Andon 现场监视装置

智能加工中
心与生产线

智能化仓储/运输与物流

智能化生产执
行过程管控

智能化生产控制中心

智能化工厂

自动化立体仓库 AGV智能小车 公共资源定位系统

高级计划排程

执行过程调度

数字化物流管控

数字化质量检测



01工厂仿真优化

针对新工厂建设与现有车间改

造，基于企业发展战略与前瞻

性进行三维工厂模拟验证，减

少未来车间调整带来的时间和

成本浪费。

02 物流仿真

通过物流仿真优化工艺、

物流、设施布局、人员配

置等规划方案，提升数字

化车间规划科学性，避免

过度投资。

03机器人规划/仿真

基于三维空间，验证机器人工

作可达性、空间干涉、效率效

能、多机器人联合加工等，输

出经过验证过的加工程序，提

升工艺规划效率。

智能工厂仿真

04 加工仿真

真实反应加工过程中工件过

切或欠切、刀具与夹具及机

床的碰撞、干涉等情况，并

对刀位轨迹和加工工艺进行

优化处理的。

05装配仿规/划真

通过仿真对关键工艺进行装

配仿真分析、人机工程分析

、装配过程运动学分析，最

终可输出三维作业指导。

Part Planning.avi


SEW Eurodrive的装配助手和AGV应用



SEW Eurodrive的精益智能工厂

视频/SEW_SmartFactory_Animation_1080p_post_2015-04-14.wmv


生产监控与指挥系统

• 离散制造企业也非常需要建设集中的生产监控

与指挥系统，在系统中呈现关键的设备状态、

生产状态、质量数据，以及各种实时的分析图

表。

• 一些国际厂商的MES软件系统中，设置了MII

（Manufacturing Integration and 

Intelligence）模块，其核心功能就是呈现出

工厂的关键KPI数据和图表，辅助决策。

美的工厂的生产指挥大屏



美的：生产指挥系统



实现精益工厂的六个步骤

A) 透明
→识别改进潜力
→获得数据
→建立改进工作流，可量化

B) 提高设备利用率
→精确测度设备绩效(OEE)
→提高流程能力和可靠计划

C) 缩短制造周期
→降低在制品
→精确交付计划
→减少临时变更

D) 更加快乐的工人
→劳动力管理

E) 改进质量
→不仅是找出浪费– 要避免之
→追溯到人

F) 无纸化生产

../../../../de/Eigene Dateien/Eigene Vorträge/Vorträge/Verborgene_Anlage_Neu.ppt#1. 21


车间数据采集

工单登录

由于工艺不稳定，
可能需要重新排产

SAP PP下达工单
设置 生产 停机

从设置自动切
换到生产状态

Assignment of Standstill Reason 

Why did it stand?

完成工单

无订单
未分配的空闲时间

生产

自动开始
停机状态（时间事件

自动结束
停机状态（时间事件）



提高设备绩效

OEE = 整机效率

OEE = 效率 x 可用性 x 良率

可用性= 实际开机时间 / 计划可用时间

效率= 实际速度 / 计划速度

良率= 良品/ 总产出

降低损耗可提高OEE



设备管理

OEE的提升标志着产能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

• 生产管理信息系统中设置设备管理模块，使设备

释放出最高的产能；

• 在设备管理模块中，建立各类设备数据库，设置

编码，及时对设备进行维保；

• 通过实时采集设备状态数据，为生产排产提供设

备的能力数据；

• 建立设备的健康管理档案，根据积累的设备运行

数据建立故障预测模型，进行预测性维护；

• 进行设备的备品备件管理。



智能制造核心领域之七：智能研发

数据管理

项目启动 客户服务 设计开发 设计验证 工艺规划 试制试验 投产认可样件认可

设计制造一体化平台

R&D Process planning

用户权限与数据安全控制

统一流程管理

图文档管理

质量管理

技术状态管理

变更管理

版本管理

设计工具
二维CAD

CAM工具CAE工具

系统扩展性
集成接口

接口定义

平台扩展零部件库

BOM管理

变更管理

软件代码

EBOM二维图三维模型原理图

三维标注 多学科仿真 合规性分析

工艺规程工艺路线三维工装工艺流程

试验数据 装配仿真 加工仿真 MBOM

三维CAD

变更执行管理变更通知管理变更需求管理

SPCMSAPPAPAPQPFMEAQFD

数
字
化
协
同



仿真技术应用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展

• 结构(强度、振动、优化) 

• CFD(空气动力、冷却、喷燃、环控)

• 电磁分析（低频、高频、隐身、电磁辐射、电磁干扰……）

• 安全性(碰撞、救生等)

• 振动噪音舒适性

• 耐久性(疲劳断裂)

• 运动学及动力学(干涉、多体动力学)

• 加工过程(数控加工、钣金、复材、锻造、铸造、热处理、焊接、装配、机
器人、增材制造)

• 数字工厂仿真（设备布局、车间物流仿真、人机工程仿真、可达性分析）

• 电子电气系统

• 环境(大气、热、腐蚀)

• 多物理场耦合仿真、多学科仿真与优化

Part Planning.avi


创成设计+增材制造

视频/Generative Design - generativní navrhování.mp4


智能制造核心领域之八：智能管理

• 核心运营系统包括ERP、HCM、CRM、SRM、SCM、MDM、EAM、
企业门户等。实现智能管理的基础是核心系统无缝集成。

• 智能管理主要体现在与移动应用、云计算和电子商务结合。

• 移动版的CRM系统可以自动根据位置服务确定销售人员是否按计划拜
访了特定客户；

• 主流电梯制造企业纷纷研发了销售配置器软件系统，销售人员可以根据
客户的需求灵活地进行产品配置，快速报价。

• 业务流程管理（BPM）软件可以实现业务流程建模，实现业务流程的可
视化、模拟与优化。



基于企业级BOM的汽车在线定制



智能制造核心领域之九：智能物流与供应链

– 以江淮汽车为例：

• 零部件供应巢建设项目现已有澳大利亚和台湾、香港等7省区在内的260家企业签约入驻

• 目前江淮已实施了物料拉动平台

大灯总成

动力总成 悬架总成 底盘

轮胎

座椅
仪表台总成

主机厂与供应商：物理距离 与 信息距离

主要方向：以主机厂为核心的全产业链质量控制



工厂智能物流

• 建立集中拣货区(Kitting Area)；

• 采用带有导轨的工业机器人、桁架式机械手等方式来传

递物料；

• 采用AGV、RGV或者悬挂式输送链等方式传递物料；

• 根据前后道工序之间产能的差异，设立生产缓冲区；

• 应用立体仓库和辊道系统。
标致雪铁龙工厂装配车间的集中拣货和RGV应用

自动辊道系统 智能分拣机器人AGV立体仓库



• 业务智能(BI)、业务分析(BA)与企业绩效管理(EPM)：

智能制造核心领域之十：智能决策



智能决策平台

支持HTML5，可以自适应多种终端。基于领导的不同管
理职能，将决策信息推送到领导的终端上。



能否主动掌
控第四季度
销售达成年
度目标？

此时此刻
销售状况
如何？

第四季度
销售收入
依然会增
加吗？

将会发生 正在发生 希望发生
第三季度
销售收入
增加了吗？

 以销售收入为例：

何事发生 为何发生 正在发生 将会发生 希望发生

什么原因
导致第三
季度销售
增加？

多数企业的数据分析
还止步在此阶段 越高层次的决策，越面向未来

CRM PDMERP

MES SRM

企业业务数据报表
内部分析

竞争对手

顾客评论

产业趋势

BPM

企业内部 同期对比

产品分析 绩效分析

风险管理 统计报表

外部信息

产品和服务调整

提升品牌印象

开发消费者

针对性营销活动

内外信息结合

国家政策

需要监控和处理的海量网络信息

消费动态 外部SNS

基于大数据分析进行预测



研发大数据、生产大数据、质量大数据、能耗大数据、运营大数据



三一重工的挖掘机指数

http://blog.e-works.net.cn/images/e-works_net_cn/6399/1/r_131035102177572874.jpg


产品运营大数据分析



故障和用户行为分析



开工与回款数据相关分析



4.工业云与工业互联网热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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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巨头高度重视工业软件

• 西门子：自2005年起，斥资超过百亿美元，并购主流的工业软件UGS、LMS、

CD-Adapco、Mentor等，同时卖掉了家电等传统业务。

• 施耐德电气：先后并购了Wonderware、AVEVA等主流工业软件，与联想战略

合作。

• 海克斯康：斥资数十亿美元，并购了Intergraph、MSC、Q-DAS等软件。

• GE：组建数字化集团，打造Predix工业物联网平台，成立子公司运营。

• 罗克韦尔：形成了从数字化到自动化的一体化解决方案，投资参股PTC。

• 海尔：开展互联工厂实践，打造支持个性化定制的Cosmo平台。

• 美的：发布工业互联网平台M.IOT，旗下拥有知名工厂仿真软件。



• 重要程度：不断提升，软件成为体现产品差异化的关键，软件定义X。

• 应用模式：从单机应用到C/S，B/S，走向云部署和边缘端部署（嵌入式软件）。

• 部署模式：On premise、私有云、公有云、混合云。

• 销售方式：从License转向订阅（Subscription）。

• 软件架构：从紧耦合转向松耦合，组件化、微服务，PAAS+SAAS。

• 开发环境：从封闭、专用的平台走向开放、开源平台。

• 存在形态：从直接运行在操作系统的软件解构为运行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APP。

• 运行平台：从PC走向多种移动终端（H5/安卓/苹果/微信小程序等）。

工业软件的八大演化趋势



几点建议

云设计 云管理 云物流 云试验 云服务云仿真
• 构建仿真云平台，支持高性能计算，实现计算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可伸缩；寄云科技和易士软件提供相

关平台；
• 构建基于SaaS的三维零件库，提高产品研发效率；使用基于云的三维CAD系统可使用户在任何终端进

行三维协同设计；PTC收购了Onshape；
• 构建基于云的CRM应用服务，对营销业务和人员进行有效管理，实现移动应用；
• 构建运输云，实现制造企业、第三方物流和客户三方的信息共享，提高车辆往返的载货率，实现对冷

链物流的全程监控；
• 构建供应链协同平台，使主机厂和供应商、经销商通过电子数据交换（EDI）实现供应链协同；构建基

于云的协同办公平台；
• 在智能服务方面，可以利用物联网云平台，通过对设备的准确定位来开展服务电商。

典型工业云应用



传统企业上云面临的主要挑战

• 成本问题：
原有的IT基础架构投入巨大的成本，需要保护目前的IT投资；

• IT架构问题：
原有的IT架构向云端迁移存在巨大的问题和挑战，系统的集成存在困难；

• 数据管理问题：
缺乏统一的数据标准、更复杂的数据接口、更难把握的数据安全；

• 后期维护问题：
后期IT基础架构运维模式面临巨大的变化，原有的IT人员面临未知的运维挑战。



工业设备上云是切入点

来源：安筱鹏博士讲义



企业上云的几种方式

• 基础设施上云：将企业原有IT基础设施转变或迁移到云基础设施上，主要是把
计算、存储、网络、安全防护、办公桌面等资源池放到云基础设施之中。

• 业务应用上云：推动企业办公、管理、服务等应用上云，如ERP、CRM、SRM、
TMS等，快速提升企业数字化、网络化水平。

• 平台系统上云：推动企业加快数据驱动进程，利用各种云平台系统，比如云数
据库系统、物联网平台、大数据平台等，全面提升企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能力和水平。

• 数据协同创新：推动企业内部、企业之间业务数据在云上流动与共享，通过大
数据挖掘、AI技术，实现企业运营管理的优化、企业之间的协同创新、商业模
式创新等。



企业上云的基本流程

企业上云，是企业顺应数字经济发展潮流，加快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能化转型，提高创新能力、业务实力和发展水平的重要路径
。

中小企业可直接应用公有云服务；大型企业则可将涉及关键业务和数据的
应用系统放在私有云，而将其它面向客户、供应商及合作伙伴，以及安全
级别要求不高的应用系统放在外部的数据中心，实现混合云应用。



工业云应用建议

• 工业云应用并非简单地把工业软件放到云平台上就万事大吉。

• 工业软件本身的架构必须实现组件化、服务化，实现可配置，能够一
定程度上满足企业的个性化需求；

• 工业云平台的运营商必须能够对企业级用户作出承诺，不仅要确保企
业的数据安全，而且未经企业授权，不能对企业存储在云平台上的业
务数据进行任何形式的大数据分析，否则企业难以有真正的安全感。

• 在此基础上，工业云平台的运营商才能找准自己的服务模式和盈利模
式，实现可持续发展。



智能制造领域相关概念的关系



何谓工业互联网？

• 工业互联网是指工业互联的网，而不是工业的互联网。

• 工业互联网是支撑企业实现智能制造的关键使能技术，

用于实现设备、产品、订单、流程、员工、客户、供应

商直接的全连接。

• 在国外实际上称为IIOT    （即工业物联网）。

• 虽然目前工业互联网热潮涌动，但是目前我国的工业互

联网应用还处于初级的阶段，各界对工业互联网的认识

与理解不太统一。

• 设备的数据采集和设备联网是工业互联网应用的基础。



工业互联网，联什么？

服务



工业互联网应用的切入点

来源：徐工信息



工业互联网应用：数据+模型=服务

来源：徐工信息



工业互联网在建筑施工企业的应用

来源：徐工信息



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分析

• 从工业云平台和物联网平台演进为工业互联网平台

• 部署方式：私有云（卖平台）、公有云（卖会员、卖服务、自用）

• 开发主体：工业软件企业、互联网公司、制造企业

• 主要应用功能：产品远程运维、智能工厂监控、基于社交媒体的协
同研发、供应链协作、工业大数据分析、工业服务电商

• 典型应用案例：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盾构机和煤矿等行业的远程监
控、数控系统/工业机器人远程运维、车联网及大数据分析、快递
行业的AGV集群控制、车间的Digital twin（设备状态、现场实时
数据、故障预警、预测维护）等



西门子Mindsphere平台



GE：Predix工业物联网平台



GE：卓越工厂



Emerson的工业物联网平台



Software AG: Cumulocity IOT平台

视频/Cumulocity IoT - See the platform in action!.mp4


日本牧野机床的工业物联网实践

远程支持
• 迅速的机床诊断及保养日程的提案、简单的机床恢复支持
主轴诊断功能
• 检测主轴状态，预测故障时期，规划设备维修计划



何谓Digital twin？

“数字孪生模型的最终目标是在虚拟环境中创建、测试和生产所需设备。只有当

它满足我们的需求时，才进行实体生产。然后，又将实体生产过程通过传感器传

递给数字孪生模型，以确保数字孪生模型包含我们对实体产品进行检测所能够获

得的所有信息。”

John Vickers

NASA国家先进制造中心经理



数字孪生模型的优势

“数字孪生模型的优势是通过结合从设计到实时采集设备的数据等相关信息，

来对设备在全生命周期进行优化。不仅可以降低原型设计或制造的成本，而且可

以通过将实时数据导入数字孪生模型进行分析，从而预测故障，降低维护成本，

减少停机时间。”



Digital Twin的理念

来源：西门子

视频/数字孪生体助力航空工业飞速发展.mp4


Digital Twin的应用场景
智能传感器 评 估 数字孪生模型

云计算、边缘计算

运营决策

信号与数据：温度、加速度、压力、电磁场

多物理模型

电磁场仿真 温度场仿真



• GE航空致力于为每一台正在服役的航空
发动机建立数字孪生模型。

• 通过实时分析发动机的传感器数据，并
对Digital Twin进行仿真，在地面实施
监控每一台正在空中飞行的航空发动机
的实时状态。

• 预测每台发动机何时和如何进行维修。

• 还可以进一步分析出每个驾驶员的驾驶
习惯。

Digital Twin的实际应用

来源：GE Aviation



VR/MR在电梯维护中的应用

视频/Hololens.mp4


AR技术在可视化培训的应用

视频/AR_交互式培训和指导.mp4


AR技术在爱立信工厂的应用

视频/爱立信数字化工厂.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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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works：执着推进智能制造服务十九载

李培根——中国工程院院士、e-works创始人

、首任董事长

e-works（数字化企业网）是我国最具影响力的智能制造知识传播、培训、咨询和

研究机构，始终坚持作为中立的第三方，执着推进智能制造服务，帮助制造企业在推进

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制造的过程中，规避风险，实现预期价值，提升投资回报，赢得了广

大制造企业的信赖，成为我国智能制造服务领域的权威品牌。

e-works由我国著名制造业专家李培根院士于2002年4月创立，在推动中国制造业

转型升级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价值，实现了自身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智能制造领域的枢纽与平台

知识传播，专业咨询

推动中国制造企业

转型升级

制造企业 专业厂商

政 府 学术界

深度策划、价值回馈

制造业市场推广

首选合作伙伴

产业研究、政策规划

中国智能制造领域

专业智库

聚集优秀学者

汇聚业界领袖

搭建国际学术交流平台

枢 纽



独特的智能制造闭环服务模式

产业研究

智能制造知识服务

智能制造
知识传播

技术实训 诊断咨询专业论坛 国际考察



社交媒体订阅

超过85万人

e-works建立了海量、原创的智能制造知识库（特别报道、选型手册、研究报告、案例库、

资料、视频定两个），发布了大量原创报道，通过网站、期刊、微信公众号正确引导制造企业推

进智能制造相关技术的应用。目前，e-works的会员已超过73万，社交媒体订阅已达85万人。

智能制造知识传播



智能制造产业研究

◼ 承担了中国工程院《科技创新推动制造强国》研究。
◼ 承担了中国科协连续两年的智能制造领域前沿研究。
◼ 承担多项湖北省经信厅、武汉市经信局和东湖高新区的调研与规划项目，如湖北省中小企业

两化融合关键应用指南、湖北省两化融合发展报告、陕西省智能制造十三五规划等。
◼ 完成中国光谷制造2025规划，承担科技部现代服务业项目，运作光谷制造业信息化产业技术

创新联盟。曾荣获湖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e-works每年举办二十多场专业论坛，遍及我国主要工业城市，聚焦智能制造、工

业互联网、工业软件、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形成巨大的影响力，搭建了供需对接和

经验分享的平台，每年有超过4000家制造企业的高管出席e-works系列论坛。累计已有

3万多家制造企业参加了e-works论坛。

智能制造专业论坛



智能制造专业培训

e-works集聚了丰富的实战专家资源，针对企业推进两化融合和智能制造过程中面临的实际

问题和相关技术，开展了生产排产、工厂仿真、智能工厂规划、工业互联网应用等深度培训，

结合专业软件的实际体验和工厂参观，给企业带来实效，为数千家企业进行了实训，组织企业

考察了美的、海尔、三一、长安汽车、宝马、施耐德电气、海康威视、中车铺镇等众多优秀企

业，为联想、TCL、华为、美的、OPPO、联塑等优秀企业的高层领导提供了智能制造内训。



智能制造现状评估与诊断

e-works通过深入研究，结合数百家制造企业智能制造咨询服务经验，建立e-works智

能制造成熟度评估模型、智能工厂评估模型、两化融合评估模型、信息化应用评估模型、

企业创新能力评估模型等，并为数百家企业进行了评估诊断。

近期e-works为中国重汽集团开展了智能制造现状诊断服务，效果显著。



智能制造第三方咨询服务

智能制造整体规划 智能物流规
划

智能产线规
划

e-works长期从事制造业信息化和智能制造第三方咨询服务，为中集集团、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

、西电集团、中车集团、武钢、美的、长飞光纤、烽火通讯、康尼机电、兴森快捷、天方药业、成量

股份、沪东重机、万向钱潮、华星光电等数百家优秀企业提供了咨询服务，包括信息化整体规划、智

能制造整体规划、智能工厂规划、大型信息系统需求分析、选型与监理，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咨询

等，还助力西电、康尼机电、烽火、光迅、华龙迅达、浪潮等企业获得了国家智能制造专项的支持。

研发、生产、供应链等
平台架构与系统设计



智能制造国际考察

从2014年开始，e-works成功组织了31届国际智能制造考察，带领400多名企业高管前往德

国、美国、日本、法国、英国、奥地利、瑞典、丹麦、意大利、瑞士、荷兰、比利时等发达国家，

考察了150多家知名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观摩了汉诺威工业展、日本制造展、巴黎航展、范堡

罗航展等展会，为推动我国制造企业转型升级带来独特价值。

2017德国考察_与菲尼克斯高层交谈2018第四届日本考察_FUNUC

2018英国考察_AVEVA 2018第九届德国考察_库卡总部 2018第九届德国考察_丹佛斯

2018第七届美国考察_GE



智能制造知识服务

专题 讲义 研究报告 工业互联网

工业大数据 人工智能 选型手册

典型案例 政策 行业标准 产品创新 管理信息化

IT  工控 智能工厂 工业机器人

AR/VR

MES  智能装备 PLM/PDM  智能仓储 智能物流

ERP SCM 数据采集 Digital Twin 云计算

信息安全 增材制造 工控 英文专区

e-works精心整理国际考察、论坛、

培训、市场研究以及原创内容的精品成

果，打造VIP智库，为企业会员提供智能

制造知识服务。

e-works独家精
品资料
国际考察前沿成果
荟萃
智能制造领域知识全
面覆盖

选型手册/研究报告
免费赠送

个性化知识服务

权威专家指点迷津



即将发布国际智能制造网上博览会



谢谢！
手机号：13807105378

E-mail:     hp@e-works.net.cn
网址：www.e-works.net.cn
个人微信：e-workshuangpei

官方微信：e-works

http://www.e-works.ne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