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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技术在自动化系统中的应用

徐 磊* 于 良
天博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 青岛 266000

摘� 要：本论文聚焦电子信息技术于自动化系统的应用研究。开篇阐释电子信息技术与自动化系统的基础概念，

随后详细列举在工业制造、智能交通、智慧农业、智能家居、医疗自动化、仓储物流自动化等多领域的实际应用。深

入剖析电子信息技术如何凭借传感、通信、计算机等关键技术，为自动化系统赋予高效、精准、智能的特性，为各行

业借助电子信息技术推动自动化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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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下，自动化系统如蓬勃生长的藤

蔓，从工业领域出发，蔓延至社会生活的每一处角落。

它已成为提升生产效能、革新生活方式的关键力量。而

电子信息技术恰似这系统的坚实根基，传感技术赋予其

感知环境的“慧眼”，通信技术构建起数据传输的“高

速路”，计算机技术则承担数据处理与指令下达的重

任。这一系列技术深度融合，重塑各行业发展轨迹。本

文将深挖其基础理论，细究多元应用场景，探寻其背后

奥秘。

1 电子信息技术与自动化系统基础

1.1  电子信息技术的基本概念
电子信息技术是以电子学为基础，融合计算机技术、

通信技术等多学科知识的综合性技术体系。其核心涵盖信

息的获取、传输、处理与存储。在信息获取环节，依赖各

类传感器将物理量、化学量等转换为电信号，实现对外

部世界的感知；通信技术负责将这些信号高效、准确地

传输至指定地点；计算机技术则对传输来的信息进行分

析、运算与处理，提取有价值的数据，并依据预设程序

下达控制指令。例如，5G通信技术凭借其高速率、低时
延的特性，为大量数据的快速传输提供保障；高性能计

算机芯片则加速了复杂数据的处理进程[1]。*

1.2  自动化系统的基本构成和工作原理
自动化系统主要由传感器、控制器、执行器以及被

控对象构成。传感器作为系统的“感知器官”，实时监

测被控对象的运行状态与环境参数，并将这些信息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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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电信号传送给控制器。控制器犹如系统的“大脑”，

接收传感器传来的数据，依据预设的控制算法进行分析

处理，生成相应的控制指令。执行器则是系统的“执行

者”，根据控制器下达的指令，对被控对象实施具体的

操作，实现对其运行状态的调节与控制。以工业自动化

生产线为例，传感器监测产品的位置、尺寸等信息，控

制器依据这些数据调整机械臂的动作，执行器驱动机械

臂完成产品的搬运、加工等操作，各部分协同工作，实

现生产过程的自动化运行。

2 电子信息技术在自动化系统中的具体应用

2.1  工业自动化中的应用
（1）在工业生产领域，电子信息技术宛如精密的神

经中枢，深度融入自动化生产线的构建之中。高精度传

感器宛如敏锐的感知触角，时刻监测着生产设备的多元

运行参数。以化工生产设备为例，温度传感器运用热敏

电阻等原理，将设备内部的温度变化精准转化为电信号

输出，精度可达±0.1℃，能够及时察觉生产过程中温度
的细微波动；压力传感器基于压阻效应，精确测量设备

内部压力，对压力异常变化的响应时间可短至毫秒级；

振动传感器通过压电陶瓷等元件，敏锐捕捉设备的振动

情况，能有效识别出设备因部件磨损、松动等引发的异

常振动。一旦这些参数偏离预设的正常范围，系统便会

迅速启动预警机制，借助控制器中的逻辑判断程序，即

刻发出声光警报，同时自动触发设备运行状态的调整流

程。例如在钢铁冶炼过程中，当炉温过高时，系统自动

调节冷却系统的流量与功率，维持炉温稳定，确保钢铁

质量的一致性，避免因温度失控导致钢水成分变化，进

而影响产品质量。（2）工业机器人更是电子信息技术
的集大成者。其搭载的先进视觉识别系统，依托复杂的

图像识别算法，如基于深度学习的卷积神经网络算法，

能够对零部件的形状、尺寸、位置等特征进行快速且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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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识别。在汽车零部件装配环节，工业机器人可在

0.1秒内完成对微小零部件的视觉定位，定位精度达到
±0.05mm，实现精准抓取与装配。通过电子信息技术对
机器人关节电机的精确控制，能够实现复杂动作的连贯

执行，大幅提升生产效率。据统计，引入自动化生产线

的汽车制造企业，生产效率相比传统生产线提升了30%-
50%，人工成本降低了20%-30%，产品次品率从5%降低
至1%左右，显著增强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2.2  智能交通系统中的应用
（1）电子信息技术于智能交通领域而言，无疑是核

心驱动力。交通流量监测传感器星罗棋布于城市道路、高

速公路等各处关键节点。地磁传感器通过检测车辆通过时

引起的地磁场变化来感知车辆的存在与行驶速度，其检

测精度可达±2km/h；微波雷达传感器利用多普勒效应，
不仅能精准测量车速，还能实时监测车流量，可同时对

多车道的车辆进行检测。这些传感器采集到的车流量、

车速等数据，借助高速通信网络，如4G、5G通信技术，
以毫秒级的传输时延迅速汇聚至交通管理中心。（2）基
于大数据分析技术，交通管理中心对海量的交通数据进

行深度挖掘与分析。通过机器学习算法构建交通流量预

测模型，能够提前数分钟至数小时预测交通流量变化趋

势。交通信号灯依据这些实时路况信息与预测结果，自

动调整配时方案。在早高峰时段，当主要干道车流量激

增时，信号灯自动延长主干道绿灯时长，缩短次干道绿

灯时间，有效缓解交通拥堵。在自动驾驶技术层面，车

辆配备的激光雷达通过发射与接收激光束，构建周边环

境的三维点云图，精度可达厘米级；摄像头则利用图像

识别技术，识别道路标识、车辆、行人等目标物体。车

载计算机整合这些传感器数据，运用路径规划算法，如

A*算法、Dijkstra算法等，实时规划安全、高效的行驶路
径，精确控制车辆的加速、减速、转向等操作。例如，

在一些试点城市的智能公交系统中，通过电子信息技术

实现了车辆位置的实时精准定位，定位误差小于5米，到
站预测准确率达到95%以上，智能调度使公交满载率提升
了15%-20%，显著改善了公交服务质量与效率[2]。

2.3  智慧农业中的应用
（1）在农业生产转型进程中，电子信息技术成为传

统农业迈向精准农业的关键助推器。土壤湿度传感器运

用时域反射（TDR）技术或电容式传感技术，将土壤中
的水分含量转化为电信号，测量精度可达±2%，能够准
确感知土壤湿度变化。肥力传感器通过离子选择性电极

等技术，检测土壤中的氮、磷、钾等养分含量，为精准

施肥提供依据。气象传感器实时监测光照强度、温度、

湿度、风速、降雨量等气象信息。控制器基于这些多源

数据，依据预设的灌溉与施肥模型，精准调控灌溉系统

与施肥设备的运行。例如，在干旱地区的农田，当土壤

湿度低于设定阈值时，控制器自动开启滴灌系统，根据

土壤湿度、作物需水特性等因素精确控制灌溉水量与时

间，相比传统大水漫灌方式，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30%-
40%。（2）农业无人机集成了全球定位系统（GPS）和
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GPS定位精度可达亚米级，
结合GIS技术构建的农田地图，无人机能够按照预设航线
在农田上空进行高精度巡查。其搭载的高清摄像头运用

图像识别技术，可识别农作物的生长状况、病虫害分布

等信息。当检测到病虫害时，无人机自动调整农药喷洒

装置的参数，精确喷洒农药，相比人工喷洒，农药使用

量减少了20%-30%，有效降低了农药对环境的污染，同
时提高了病虫害防治效果，保障了农作物的健康生长，

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益。大型农场借助电子信息技术构建

的智能化农业管理系统，实现了对农作物从播种、灌

溉、施肥到收获全过程的精准监测与调控，农作物产量

提高了10%-20%，品质也得到显著提升。
2.4  智能家居系统中的应用
智能家居系统借助电子信息技术，将家庭生活的便

捷性与舒适性提升到新高度。用户通过手机APP或智能语
音助手，利用无线网络通信技术，如Wi-Fi、蓝牙等，能
够跨越空间限制远程控制家电设备。以智能空调为例，

用户在下班途中，可通过手机APP设定空调的温度、风
速、运行模式等参数，APP与空调之间的通信响应时间小
于1秒，空调接收到指令后迅速调整运行状态，提前为用
户营造舒适的室内温度环境。温湿度传感器采用电容式

或热敏电阻式传感技术，实时监测室内温湿度，精度可

达±0.5℃和±3%RH；空气质量传感器运用电化学、光学
等原理，检测室内甲醛、PM2.5等污染物浓度。当环境指
标超出舒适范围时，系统自动控制空气净化器、加湿器

等设备进行调节。智能门锁采用先进的生物识别技术，

如指纹识别的拒真率可低至0.001%，人脸识别的准确率
达到99%以上，极大提高了家庭安全性。当用户携带授权
设备靠近家门时，智能门锁自动感应并识别用户身份，

迅速解锁，同时室内灯光自动亮起，窗帘自动拉开，营

造温馨舒适的家居氛围，全方位提升用户的生活体验[3]。

2.5  医疗自动化中的应用
（1）在医疗领域，电子信息技术极大地推动了医疗

设备的自动化与智能化进程。医院的自动化药房依托电

子信息技术，实现了药品的高效管理。自动化分拣设备

运用机器人技术与图像识别技术，能够快速识别药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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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上的二维码或条形码，根据医嘱准确分拣药品，分拣

准确率达到99.9%以上，相比人工分拣效率提高了3-5倍，
有效减少了配药差错。医疗影像设备，如CT（计算机断
层扫描）利用X射线与探测器阵列，通过电子技术实现
对人体断层图像的快速采集，扫描时间从过去的数分钟

缩短至数秒，图像分辨率可达亚毫米级；MRI（磁共振
成像）借助强大的磁场与射频技术，实现对人体组织器

官的高分辨率成像，图像对比度高，能够清晰显示病变

部位。通过图像处理算法，对采集到的影像数据进行分

析与处理，帮助医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2）手术机
器人堪称电子信息技术的杰作。其配备的高精度传感器

实时感知手术器械的位置与力度，力传感器的测量精度

可达毫牛级。计算机视觉技术用于识别手术部位的解剖

结构，为医生提供清晰、准确的手术视野。远程通信技

术实现了医生与手术机器人之间的实时数据传输，控制

时延小于10毫秒。在复杂的外科手术中，医生通过远程
操控手术机器人，能够完成毫米级精度的手术操作，相

比传统手术，手术创伤更小，术后恢复时间缩短了20%-
30%，显著提高了手术的精准度与安全性。同时，电子病
历系统实现了患者病历信息的数字化管理，医生可通过

计算机终端随时随地查阅患者的病历资料，包括检查报

告、影像资料、诊断记录等，为诊断与治疗提供全面、

便捷的信息支持，提升了医疗服务效率与质量[4]。

2.6  仓储物流自动化中的应用
（1）仓储物流行业借助电子信息技术，实现了从仓

储管理到物流配送的全方位自动化变革。仓库中的货物

定位传感器采用射频识别（RFID）技术，通过射频信
号自动识别目标对象并获取相关数据，识别距离可达数

米，能够实时精准掌握货物的位置信息。库存监测传感

器运用激光测距、重量检测等技术，实时监测货物的库

存数量，精度可达±1个单位。这些数据通过仓储管理系
统（WMS）进行整合与分析，实现货物的自动存储、检
索与调配。自动化分拣设备利用先进的图像识别技术，

能够在0.2秒内识别货物标签上的信息，根据货物的目的

地、类别等信息，将货物准确分拣至相应货位，分拣效

率可达每小时数千件甚至上万件，相比人工分拣效率提

升了数倍。（2）在物流配送环节，物流车辆通过GPS定
位与通信技术，实现实时定位，定位精度可达米级。结

合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物流调度中心能够实时掌
握车辆的行驶位置、速度等信息，并根据运输任务与交

通路况，运用智能调度算法，如遗传算法、模拟退火算

法等，为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径，有效降低运输成本，

提高物流配送效率。例如，电商企业的大型仓库采用自

动化仓储物流系统后，订单处理能力大幅提升，能够在

短时间内处理海量订单，货物存储准确率达到99%以上，
配送时效相比传统模式缩短了1-2天，显著提升了客户满
意度，为电商企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5]。

结语

电子信息技术已深度嵌入自动化系统的各个层面，

从基础概念的支撑到多领域的广泛应用，切实推动了各

行业的自动化进程。无论是工业生产的高效运作、交通

系统的智能管控，还是农业、家居、医疗、仓储物流等

领域的智能化变革，电子信息技术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

关键作用。随着技术的持续创新与发展，未来电子信息

技术将进一步拓展自动化系统的应用边界，提升系统的

智能化水平，为各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注入

新的活力，创造更为显著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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