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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字技术在工业电气自动化中的优势

随着数字化技术不断发展，工业电气自动化方面的

应用也越来越广泛。数字技术在工业电气自动化中具有

许多优势，可以改善电气自动化的稳定性、可靠性以及

核心业务的能力。下面就是数字技术在工业电气自动化

中的优势。

1.1  提高准确性和性能
数字化技术可以将精度提高到微米这个级别，从而

有效地提高了工艺制造的准确性。数字技术还可以完整

地记录每一个操作步骤和过程，从而保证了电气自动化

过程的稳定性及可靠性。在批量生产上，数字化技术可

以平衡生产过程，使产品生产能力更具优势。

1.2  提高生产效率
数字技术在电气自动化中还具有提高生产效率的优

势。数字化技术可以自动化很多工艺过程，将人工的劳动

力转化为机械的操作，可以在工作效率上减少人工的出错

率，从而提高生产效率。此外，数字技术还可以自动化质

量管理，缩短生产周期，有效的提高整体生产效率。

1.3  需求导向
数字技术的应用始终以客户需求为核心，可以根据

需求设计和实现客户定制的解决方案。利用这些方案仅

是需要设置相关的参数即可快速实现批量生产，从而能

够提高客户的整体满意度[1]。

1.4  员工安全
数字化技术可以帮助人工完成危险的工作，从而降

低员工的劳动强度，更安全的保护员工的生命财产安

全。数字化技术也可以根据安全规则自动停止生产线，

提高工作环境的安全性和减少工作场所意外。所有这些

优势提高了电气自动化领域的技术水平，从而促进生产

效率的提升，推动了电气行业的发展。

2��数字技术在工业电气自动化中的限制

虽然数字技术在工业电气自动化中有很多优势，但

是也存在着一些限制。这些限制主要涉及到技术方面的

问题及安全风险方面的问题等。下面是数字技术在工业

电气自动化方面的一些限制。

2.1  机械控制方面的限制
数字技术的控制能力有限，针对复杂机械的控制系

统，数字技术的控制能力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因此，

数字技术在机械控制方面可能无法满足所有要求[2]。

2.2  低过程灵活性
数字化技术可以执行大量的校对与自我监测，确保

电气自动化过程的质量和完整性。然而，数字化技术也

会占据过多的设备资源，降低生产系统可以及时响应变

化的灵活性。

2.3  设备间协作问题
设备之间协作方式不统一，会导致数字技术的应用

难度增加，从而导致部分自动化的效果不理想。同时，

数字化技术在设备之间的协作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2.4  安全问题
数字技术在工业电气自动化中需要与互联网连接从

而需要防止来自互联网的黑客攻击。敏感信息存储和交

换需满足严格的安保和保密要求，否则存在风险被不法

分子利用，导致严重安全问题。

2.5  先期投资高
数字化技术在工业电气自动化中的应用需要更多的先

期投资，包括软硬件等方面的资源。这对于很多中小型企

业而言，或者刚刚起步不久的企业，会造成一定的难度[3]。

3��数字技术在工业电气自动化中的实际运用

3.1  构建自动化操作系统
数字技术在工业电气自动化中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特别是在自动化操作系统方面。自动化操作系统是

数字技术在工业电气自动化中的一个重要应用，它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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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整合各种自动化设备，实现产线的高效自动化控

制。下面将重点介绍数字技术在构建自动化操作系统方

面的实际运用。自动化操作系统需要实时采集和处理数

据，从各种自动化设备中获取控制参数和状态信息。数

字技术在数据采集和处理方面有广泛的应用。PLC技术
PLC（ProgrammableLogicController），可编程逻辑控制
器，是工业电气自动化中的核心设备之一，数字技术在

PLC（ProgrammableLogicController）方面的应用已经非
常成熟。PLC通过数字化电路来控制机器和工步产线，实
现自动化生产的快速高效运行[4]。

DCS技术DCS（DistributedControlSystem），分布式
控制系统，是数字技术在工业电气自动化中的另一个重

要应用。是一种高效的、分散控制的工业自动化系统，

可满足各种工业应用的要求。数字技术在人机界面技术

方面的应用主要是为了实现对自动化控制系统的便捷操

作和高效控制。在过去，人机界面主要是简单的机械按

键。现在，数字技术在人机界面方面的应用已经非常成

熟，提供了更加直观的图形界面，并且可以通过触摸屏、

键盘、鼠标等多种方式进行操作。数字技术在工业电气自

动化领域中的应用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数据处理和控制

了，数字化技术的迅猛发展为自动化操作系统的构建，使

自动化生产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提

高生产品质和生产安全等多方面都有显著的提升。

3.2  应用光纤技术
数字技术在工业电气自动化中的应用不断拓展，光

纤技术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光纤技术利用光

纤传输和转换信号，优势在于光纤传输快，抗干扰能

力、保密性强且不受影响等特点。（1）传感器技术：
光纤传感技术在工业电气自动化中起着重要作用。利用

光纤传感器可以检测和分析一系列物理量，如温度、压

力、形变等，从而准确地捕捉现场变化信息。光纤传感

器通过数百个微米的光纤来检测温度、压力等数据，然

后通过数字技术把这些数据分析和控制，使整个工业生

产过程更直观、更安全可靠 [5]。（2）通信技术：光纤
技术在工业电气自动化中还用于通信技术。在工业生产

中，数据通信和传输速度是至关重要的。光纤通信技术

的优点在于高速传输、长距离传输和高抗干扰，这些特

性使得它成为一种理想的工业通信载体。数字技术可以

利用光纤传输信息，并对数据解码，从而实现远程控制

和管理。（3）光纤网络：数字化技术还使用光纤技术来
构建物联网，使得设备之间能够互联互通。光纤网络有

很好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可以满足工业物联网的高效传

输和数据通信。

3.3  智能集成终端在工业电气自动化的运用
智能集成终端是数字技术在工业电气自动化中的一

个重要应用。智能集成终端可以将各类自动化设备有机

地连接起来，实现高效、智能的自动化控制。智能集

成终端可以通过数据采集和处理，实现对生产过程的全

面自动化控制。通过数字技术，可以对各类自动化设备

的数据进行采集、处理和管理，实现现场数据的全面获

取和监控，让工厂的生产流程更加高效。智能集成终端

还可以实现智能化控制，数字技术可以通过智能终端的

集成实现对工业设备的实时诊断和控制，能够更加准确

的掌握生产中的各种参数，从而动态地调整生产流程，

提高生产效率和品质。智能集成终端可以支持多方位监

控。数字技术在智能终端方面的应用，可以实现适用于

多种场景、多方位监控和管理 [1]。智能集成终端能够支

持各类网络通讯协议，能够跟多种设备实现信息交互，

同时采集和传递各种数据，为实现全流程的智能化控制

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数字技术可以通过智能终端的集

成，实现对远程设备的监控和管理。可以通过数字化技

术对工业设备进行实时监控，从而更加准确的掌握设备

运行状态等各种参数，控制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率。

3.4  良好的程序代码控制观念
数字技术在工业电气自动化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各种程序代码控制观念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良好的

程序代码控制观念是数字技术在工业电气自动化中的

实际运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这个控制观念是基于

对程序代码的模块化设计、规范化编写、测试验证等要

求，能够为工业电气自动化提供一个更加规范、高效、

可靠的基础。下面将重点介绍数字技术在良好的程序代

码控制观念方面的实际应用。（1）模块化设计：模块化
设计是编写良好程序代码的重要基础。数字技术可以通

过模块化设计来定义各类自动化设备之间的相互作用，

以便实现复杂的控制操作。在实际的工业电气自动化应

用中，模块化设计可以降低整个程序开发的复杂度和耗

时，并且降低了错误的发生率[2]。（2）规范化编写：规
范化的编写是良好的程序代码控制观念的另一个重要方

面。数字技术可以通过编写简洁明了的代码，降低因为

误差或者复杂的学习曲线导致的错误产生率。在实际的

工业电气自动化应用中，规范化编写还可以促进多个程

序之间的交互和集成，完善系统中的代码设计。（3）测
试和验证：测试和验证是良好的程序代码控制观念的最

后一步。数字技术可以通过软件测试来确保程序代码的

稳定性和可靠性。软件测试是指利用软件工具，模拟真

实的环境，检查检测软件运行的稳定性和正确性。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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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电气自动化应用中，适当的测试和验证是确保生产流

程稳定和可靠性的保证。良好的程序代码控制观念是数字

技术在工业电气自动化中应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3.5  在管控一体化中的应用
管控一体化是数字技术在工业电气自动化中的一个

重要应用。数字技术可以通过各种自动化设备，实现对

工业生产全面、精确的管控一体化，从而提高生产效率

和生产质量。

（1）数据采集和处理
数字技术可以通过各种平台，在生产过程中进行全

面、精准的数据采集和处理，将各种数据整合为一体，

从而实现对所有生产环节的监控和管控。数字技术将会

逐步替代人力，加快生产流程的自动化和高效化[3]。

（2）智能化控制
数字技术可以通过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实现对各

种生产过程的精准控制和监控，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和提

高生产效率。经过计算机、人工智能等分析平台的分析

处理，将会生成最佳生产方案和最优的生产流程，实现

管控一体化的全面升级。

（3）远程管理
数字技术在管控一体化中的另一个应用是实现远程

管理。数字技术可以通过远程监控和远程控制手段，实

现对各种设备和生产过程进行实时监控和远程一体控

制。实现远程操作和智能报警等功能，确保生产过程得

到全面管控。

数字技术在工业电气自动化中的管控一体化应用是

非常重要的。数字技术可以通过数据采集和智能化控制

等方式，为工业生产提供更加全面、精准的管控，从而

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生产质量。同时，数字技术的远

程管理功能和智能报警系统等，也将会成为未来工业电

气自动化发展的重要方向[4]。

4��电气自动化控制系统的发展趋势

电气自动化控制系统（EACS）的发展趋势一直在随着
科技的飞速发展而不断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1  智能化
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电

气自动化控制系统已经逐渐实现了智能化，也就是说，

它已经具备一定的自我感知、自我学习以及自我调整的

能力。在未来，智能化将成为EACS的主要发展方向。
4.2  网络化

EACS的另一个发展趋势就是网络化。随着通信技术
的逐渐成熟和网络基础设施的普及，电气自动化控制系

统将会更加依赖于网络通信。未来，基于网络的EACS将
会更加强大和智能。

4.3  大数据
随着信息化和数据化的加速发展，电气自动化控制

系统也将会运用大数据技术。通过对各类数据的采集、

处理和分析，EACS将会实现运营监控和预测分析等功
能，并通过领先的大数据技术，驱动工程飞跃发展，打

造更加智能和高效的工业生产系统[5]。

4.4  安全性
电气自动化控制系统的安全性一直是一个值得关注

的问题，未来在加强其安全性方面，相关企业和机构将

会采取更加严格和完善的安全措施。另外，随着生产环

境的变化，安全风险也将会更加多元化。因此，安全性

和可靠性将会成为EACS的重要发展趋势。
4.5  可编程化
可编程化是电气自动化控制系统的一个重要发展趋

势。随着业务的不断增长和技术的不断进步，控制系统

也在向着更高层次的可编程化发展。未来，控制系统将

会更加灵活、智能，能够拥有更多的自动化功能。

结束语

数字技术的持续发展和进步，为工业电气自动化带

来了更多的机遇和挑战。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仅可以提高

生产效率，降低成本，还可以实现实时监控和精细管

理。数字技术还可以拓展自动化的应用领域，实现更加

智能化和高度自动化的生产流程。因此，数字技术在工

业电气自动化中应该获得更加广泛的应用，为工业的繁

荣和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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