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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智能制造是一项集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

计算等诸多先进技术于一体的综合性工程，其目的是通

过应用现代科技实现制造业的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

和智联化。机电一体化技术作为智能制造的重要手段，

其应用和发展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1��机电一体化技术在智能制造中的运用价值

机电一体化技术是一种将机械、电气、控制、计算

机等多种技术融合在一起，使得整个系统的各个部分紧

密配合、协同运行的技术。它是智能制造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对智能制造的实现具有重要的价值。第一，机

电一体化技术能够提高智能制造的灵活性。智能制造需

要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而机电一体化技术可以有效解

决机械与电气、控制之间的协调问题，通过数字化技术

实现制造过程的智能化、自适应和灵活化，从而提高生

产效率和质量、减少能源和资源的浪费。第二，机电一

体化技术能够提高智能制造的创新能力。机电一体化是

多种技术的复合，能够实现多种不同机构之间、不同学

科之间的跨越式融合，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制造技术的

创新，助力我国智能制造由‘跟跑’向‘领跑’转变。

第三，机电一体化技术能够提高智能制造的生产效率。

随着生产工艺的不断发展，智能制造的生产效率需求愈

发显著，机电一体化技术的运用可以大大提高制造效

率，减少成本。机电一体化技术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大

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实现对制造环节的集中管控和

优化调整，提升制造效率和准确性。第四，机电一体化

技术的运用还可以提高生产过程的可持续性和环境友好

性。通过智能化的设备控制和能源管理，机电一体化系

统可以实现节能减排和资源的有效利用。例如，通过优

化生产流程和设备调度，可以降低能耗和废品率。

2��机电一体化发展的现状

目前，机电一体化技术的发展已成为现代工业领域

的重要趋势。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创新，越来越多的

企业开始意识到机电一体化的优势，并积极应用于生产

过程中。首先，机电一体化技术的发展依赖于多个科学

技术的进步与应用。包括机械技术、电子技术、控制技

术、计算机技术和光学技术等领域的发展为机电一体化

提供了支持和基础。这些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融合，使得

机电一体化技术能够更好地适应现代生产的实际需求。

其次，机电一体化技术的发展旨在实现智能化、模块化

和网络化。通过将各种技术进行整合和融合，机电一体

化技术能够高度模拟人脑的功能，对生产过程进行分析

和判断，并发出相应的操作指令。这样可以完成复杂的

生产任务，实现对机械设备的智能控制。同时，整个生

产过程也更加人性化，电脑代替人脑进行控制，减轻了

人员工作负担。此外，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工业生产已

经超越了单一领域的范畴，变得分布广泛且互相关联。

因此，机电一体化的含义也扩展到更广泛的概念中。随

着科技的发展，机电一体化技术在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

程中，将突破原有的生产模式，对机电产品的标准进行

统一和规范。然而，机电一体化技术的发展还面临一些

挑战，其一是技术集成的复杂性和困难性。由于机电一

体化涉及多个领域的知识和技术，要实现各个子系统之

间的无缝衔接需要专业的团队和经验丰富的工程师[1]。此

外，机电一体化的投资成本也较高，尤其对于中小型企

业而言可能会面临较大的压力。同时，机电一体化技术

的应用还受制于相关政策和法规的限制，在某些行业和

地区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3��机电一体化技术在智能制造中的应用

3.1  数控生产技术的应用
在机械制造行业中，数控生产技术已经成为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其主要优势体现在精确性高、效率高、可

智能制造中机电一体化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金 帆1 胡海涛2 陈 芳3

1.��浙江南方智慧水务有限公司�浙江�杭州�311106

2.3.��杭州知宜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杭州�311107

摘 要：智能制造是当前和未来的制造业发展方向和趋势之一，而机电一体化技术则是实现智能制造的重要手

段。基于此，本文从机电一体化技术在智能制造中的运用价值入手，分析了机电一体化发展的现状，并探讨了机电一

体化技术在智能制造中的应用，旨在为相关研究和实践提供参考。

关键词：智能制造；机电一体化；发展与应用



121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2024� 第6卷�第1期

靠性强、柔性化程度高等方面，可以大大提高生产效

率和质量水平。数控生产技术是机电一体化技术在机械

制造领域的典型应用之一，它能够通过计算机编程实现

对机械设备的自动化控制和操作，通过施加数字化和自

动化控制，可以将机械加工和制造过程中的精度和速度

大大提高。同时，数控生产技术的应用还可以实现机械

加工的智能化控制、自适应调整和灵活化，这些优势可

以减少机械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人工干预，从而提高生产

效率。然而，数控生产技术的应用需要一个智能控制系

统，中央处理单元(CPU)和现场终端的设计是其中的重要
一环[2]。在这个智能控制系统中，实时诊断和智能控制是

两种重要的功能，被广泛应用于数控机床的运行制造过

程中。其中，实时检测系统可以有效地识别机械加工过

程中的潜在问题，并及时进行调整和提高。同时，智能

控制则能够根据所输入的数据和程序，实现对机械加工

过程中各项参数的自动调整。此外，在数控技术的应用

过程中，机械产品的精度和可靠性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而基于数字化技术对加工过程参数进行智能控制，可以

有效降低人工控制带来的误差，同时缩短生产周期，提

高生产效率。这种数字化技术不仅可以将机械产品的尺

寸精度和表面光洁度大大提高，还可以提高机械加工的

精度和速度，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水平。

3.2  传感技术的应用
在机电一体化技术中，传感技术是非常重要的一部

分。通过传感器技术的应用，可以随时有效监测和控制

外部条件，准确地获取相关的生产数据，避免设备运行

过程中受到外部干扰和损坏。因此，在智能化生产过程

中，传感技术已经成为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的关键因素

之一。首先，传感器技术的应用可以发挥多种优势。合

理地应用传感器技术可以监测到机械设备内部的情况，

从而增强其智能化程度，使机械设备更加智能化。通过

传感技术的应用，可以提高机械制造和生产设备的效率

和精度，实现机械加工和制造过程的高效化，增强生产

的竞争力。其次，随着现代传感技术的发展，传感器的

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无论是在生产还是在工业中，传

感器都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合理应用传感器

技术，在生产过程中可以监测温度、压力、流量、振动

等关键参数，从而更好地控制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

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和浪费。最后，在进行生产工作时，

以传感器为对象，应科学地构建对端网络系统，使传感

器采集到的信号在生产过程中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通

过计算机系统的辅助，可以提高传感器信号的精度，有

效地控制不同类型的传感器信息，使其能够获得高精度

的数据。另外，在机械制造过程中，光纤传感器是比较

突出的，它既可以进行数据接口，还可以避免很多成

本，因此在机械生产工作中应用得较为广泛。

3.3  在智能机器人方面的应用
（1）智能机器人在生产领域的应用可以大大提高生

产效果并减少人力劳动。通过使用智能机器人，生产过

程可以更加精确和高效。智能机器人可以根据预设的程

序和指令进行工作，避免人为错误和浪费，同时具备更

快的操作速度和反应能力。这种自动化的生产方式不仅

提高了生产线的效率，还降低了生产成本。（2）智能机
器人可以收集大量的信息，并以更快的速度执行生产流

程，缩短生产时间。智能机器人配备了传感器和摄像头

等设备，可以实时监测生产环境和产品状态，并将数据

传输给控制中心进行分析和处理[3]。这种实时的数据反
馈和分析使得生产过程更加精细化和可控，有助于提前

发现问题并及时调整生产策略。（3）智能机器人的应用
在我国的智能制造领域得到广泛推广。通过机电一体化

技术的优化升级，智能机器人实现了人工智能与仿生学

的融合。它们不仅可以代替人工完成重复性、繁琐或危

险的工作，而且能够适应不同的生产环境和任务需求。

智能机器人在航空航天等行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能够

完成复杂的装配和检测任务，并有效提高生产效率和产

品质量。（4）智能机器人的应用还面临一些挑战。首先
是技术的不断创新和改进，以提高机器人的智能化水平

和适应性。其次是人机协作的问题，如何实现智能机器

人与人类之间的高效合作和共存。此外，还需要解决安

全性和隐私问题，确保智能机器人的操作和数据传输的

安全可靠。

3.4  在机械制造过程中的应用
在机械制造过程中，机电一体化技术是一项非常重

要的技术，具有广泛的应用。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和进步，新的技术被更广泛的应用。在机械制造领域

中，机电一体化技术的有效应用已经成为机械制造行业

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一方面，机电一体化技术是将机

械系统和电子控制系统有机结合起来，对机械制造过程

进行全程控制。通过机电一体化技术的应用，可以使机

械制造过程更加机动灵活、自动化、智能化，提高生产

效率和质量，从而增强机械制造行业的竞争力。另一方

面，智能制造技术是指运用现代计算机技术、网络通信

技术、传感器技术等方法实现设备、工艺流程数字化和

优化化、生产过程可视化和协同化的一种先进制造技

术。在机械制造中，广泛采用智能制造技术来模拟员工

的生产，从而保证了机械制造的顺利发展，取代了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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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同时，在运用智能控制技术的基础上，相关工作

人员应及时有效地应用计算机网络的模糊方式，对机械

制造进行模拟。并且还应加强应用传感器融合技术，对

不同类型的信息进行归纳和整合，以控制模式为对象，

以合理调试其中的一系列参数，调整和改进模糊关系，

使每一个模糊数据进入控制系统，从而使得我们能够有

效地控制系统的每一个工作，并保证其精度。

3.5  机电一体化技术在自动生产线、自动机械中运用
情况

机电一体化技术在自动生产线中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其通过将各种机械设备与电子控制系统进行整合，

以有效地控制生产线上的各个节点，不仅实现了生产过

程的高度自动化和智能化，还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人力

成本，并保证了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另外，机

电一体化技术在自动机械中的运用也十分重要。自动机

械指的是通过计算机控制系统实现自主运行和执行任务

的机械设备，而机电一体化技术的应用使得自动机械能

够更加智能化、模块化和网络化。通过将计算机控制系

统与数控设备进行统一控制，实现了自动机械在生产过

程中的高效运作和精确控制。这种集成化的设计和控制

方式，使得自动机械能够快速响应和适应不同的生产需

求，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最后，机电一体化技术

的应用促进了自动生产线和自动机械的网络化和集约化

发展。通过将不同的设备和系统进行整合和连接，实现

了自动化生产流程的协调与优化。机电一体化技术使得

生产过程更加高效、精确且可控，避免了人为错误和浪

费。同时，通过网络化生产和数据传输，企业可以实时

监控生产情况，进行远程操作和管理。这种集约化的生

产方式可以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并适应市场需求

的快速变化。

3.6  柔性制造
柔性制造是指在生产加工过程中，不同的产品可以

采用一套机器设备实现多样化生产加工，即在具有一定

通用性的设备和系统支持下，生产加工不同类型的产

品。而柔性制造系统必须保证它所采用的设备具备灵活

性，以满足生产加工的多样化需求，从而能够在此基础

上加以升级和改变，实现生产加工的不断优化。因此，

在柔性制造系统中，传输系统的作用非常重要。传输系

统是由一系列传输设备构成的系统，可将待加工零件或

成品从一台机床或设备传输至其他机床或设备，以完成

整个生产加工流程。所以，传输系统保障了生产加工过

程的顺畅进行，是柔性制造系统重要的支撑设施。此

外，柔性制造系统主要包括加工设备、存储和移动、信

息处理和控制设备三部分。其中，加工设备包括数控机

床和零部件加工中心；存储和移动设备用于零部件及待

加工物料的存储和移动；信息处理和控制设备主要负责

生产加工全过程的控制[4]。最后，柔性制造系统的应用有

很多优势。（1）柔性制造系统具有较高的生产能力，即
使生产加工机床发生故障，系统也可以自动绕过故障，

确保生产加工过程的连续性；（2）柔性制造系统可以保
障产品质量，实现高效、顺畅的产品生产加工移动全流

程，有效保障产品质量和产品精确度。（3）柔性制造系
统的应用可以提高生产加工效率和降低成本，从而提高

企业的生产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科技的不断创新和进步，机电一体

化技术在智能制造中的发展前景广阔。然而，机电一体

化技术的发展仍面临一些挑战。因此，进一步研究和推

广机电一体化技术对于智能制造的发展至关重要。相信

随着工业界和学术界的共同努力，机电一体化技术必将

在智能制造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企业带来更多的竞

争优势和市场机遇。

参考文献

[1]胡江川.关于智能制造中机电一体化技术的应用[J].
价值工程，2020，39（01）：286-287.

[2]南博.机电一体化技术在智能制造中的实践分析[J].
无线互联科技，2019，16（21）：143-144.

[3]李倩云.智能制造中机电一体化技术的应用[J].中小
企业管理与科技(下旬刊),2019(07):132+134.

[4]赖明辉.论机电一体化技术在智能制造中的应用与
研究[J].数码世界,2019(06):2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