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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化储运系统架构

智能存储

1. 采用立体仓库、自动化分拣系统等先进设备，实现货物的高密度存储和高效拣选，提升存储空间

利用率和拣选效率。

2. 利用射频识别（RFID）技术和自动化引导车辆（AGV），实现货物实时跟踪和自动搬运，提高

货物流转速度和准确性。

3. 应用人工智能算法，优化仓储布局、库存管理和拣选策略，提升整体运营效率和服务水平。

智能运输

1. 整合多式联运平台，实现公路、铁路、水路等多种运输方式的无缝衔接，降低运输成本和提高运

输效率。

2. 利用 GPS、北斗等卫星定位技术和车联网平台，实现车辆实时监控、智能调度和路径优化，提

升运输安全性、时效性和成本效益。

3. 采用自动化装卸设备和无人驾驶运输 araçları，提升装卸效率和运输速度，实现物流全流程智能

化。



 自动化物料搬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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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化物料搬运系统

§ 自动化物料搬运系统（AGVS）

- AGVS采用了先进的传感器技术，如激光雷达、视觉传感器

等，使得物料搬运更加精准高效。

- AGVS利用人工智能算法进行路径规划和避障，实现物料搬

运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 AGVS采用模块化设计和标准化接口，易于与其他系统集成，

实现端到端的自动化。

§ 智能调度与控制

- 采用云计算和物联网技术，实现对AGVS的实时监控和管理。

- 基于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优化调度算法，提高物料搬运

效率和降低成本。

- 引入协同机器人，实现人机协作，提高物料搬运的灵活性和

作业效率。



 自动化物料搬运系统

数据采集与分析

- 通过物联网设备和传感器收集AGVS运行和物料信息，构建物料搬运大数据。

- 利用数据分析技术，分析物料搬运模式、瓶颈和优化潜力。

- 实时监测AGVS健康状况，实现预测性维护，降低运营成本和提高设备可靠性。

语音与视觉识别

- 采用语音识别技术，实现人机交互，便于操作人员控制AGVS。

- 利用视觉识别技术，识别和处理物料信息，提高物料搬运的准确性和效率。

- 结合AR/VR技术，实现虚拟仓库和远程操作，方便管理和提高作业效率。



 自动化物料搬运系统

§ 环境感知与安全

- AGVS配备全景摄像头和激光雷达，实现对周围环境的实时

感知。

- 结合人工智能算法，识别和避障，保障物料搬运的安全性和

稳定性。

- 采用声光报警和紧急停车功能，确保作业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 无线通信与可视化

- 采用5G/Wi-Fi等无线通信技术，实现AGVS与中央控制系统

的高速数据传输。

- 构建可视化监控平台，实时展示AGVS运行状态、物料位置

和仓库布局。

- 引入物联网技术，实现远程管理和设备监控，方便及时响应

突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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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时库存管理与跟踪

实时库存管理：

1. 基于传感器数据的库存监控：使用实时传感器（如 RFID 标签、条形码扫描仪）监控货物进出，

提供准确的库存可见性。

2. 数据分析与预测：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分析库存数据，预测需求模式，并优化库存水平，避免库存

短缺或过剩。

3. 可视化仪表盘：提供交互式仪表盘，实时显示库存状态、库存趋势和异常警报，便于管理人员快

速做出决策。

货物追踪：

1. GPS 和 RFID 追踪：利用 GPS 技术和 RFID 标签追踪货物在整个供应链中的位置，实现运输过

程可视化。

2. 环境监测：使用传感器监测货物运输条件（如温度、湿度），确保货物在最佳状态下运输。



 环境监测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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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监测与控制

§ 环境监测与控制

1. 基于物联网（IoT）传感器的实时数据采集，实现对温度、

湿度、光照、空气质量等环境参数的全面监控。

2. 通过智能算法分析数据，识别异常情况并及时预警，保障存

储环境的稳定性，延长物品的保质期。

3. 结合环境调控系统，通过空调、加湿器、除湿机等设备的自

动化控制，实现环境参数的自动调节，确保物品存储的最佳条

件。

§ 能耗管理

1. 部署智能电表和传感器，实时监测能耗，识别耗能设备和使

用模式，优化能源分配。

2. 采用人工智能（AI）算法，分析历史数据和预测未来需求，

实现能耗的预测和智能管理。

3. 整合新能源系统，如太阳能电池板和蓄电池，降低能源成本，

实现储运设施的可持续发展。



 环境监测与控制

§ 资产管理

1. 利用射频识别（RFID）和二维码等技术，实现物品的数字

化管理，记录物品信息、存储位置和货物流转信息。

2. 通过智能算法，基于历史数据和预测模型，优化库存管理，

避免缺货或积压，降低运营成本。

3. 结合人工智能（AI）和计算机视觉，实现物品的自动识别和

盘点，提高资产管理效率，保障资产安全。

§ 安全监控

1. 部署智能摄像头和传感器，实现对储运设施的全方位视频监

控，实时捕捉异常情况和安全事件。

2. 利用人工智能（AI）算法，对监控视频进行图像分析，识别

入侵、盗窃、火灾等危险情况，及时预警。

3. 整合门禁系统和人脸识别技术，加强人员管理，保障敏感区

域的安全，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



 环境监测与控制

§ 设备维保

1. 利用传感器和物联网（IoT）技术，实时监测设备运行状态，预测故障风险，实现设备的预

防性维护。

2. 通过智能算法，基于历史维护数据和预测模型，制定最佳维护计划，优化设备的使用寿命

和运行效率。

3. 结合移动端应用程序，实现设备维保的远程管理，提高维保效率和降低成本。

§ 数据管理

1. 建立集中的数据平台，采集和整合来自各个智能系统的海量数据，为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2. 利用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算法，挖掘数据中的规律和趋势，优化储运设施的管理和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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