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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



工业互联网



智能制造



下
行
指
令
通
道

金蝶云星空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L1-L5）

数
据
平
台

云
平
台

物
联
平
台

企业层
Level5

控制层
Level2

设备层
Level1

操作层
Level3

智
管理层 造
Level4 平

台

冲压/折弯成型/铸造
工业现场总线——设备的实时控制与准确性要求

CNC/机床 计量检测设备 机器人 AGV 传感器 条码设备 其他

PLC 远程I/O模块 控制器/驱动器 IPC及其他上位机

智能终端
防呆防错 任务下达

办
公
网
络

工
业
以
太
网

QMS WMS EMS

标准管理 质量追溯 储位管理 AGVS 维保管理 安全管理

MES

车间管理 工序管理

物料管理 委外管理 检验管理 质量分析 动态盘点 库存管理 能效管理 OEE分析

中间数据库——数据通畅的同时可保持工业现场的独立性

数据采集与监控平台（SCADA/DCS/DNC/数据中心）
设备数据采集 参数调整 远程控制 信息汇报

OPC UA——跨平台/跨系统互操作的要求

LIMS

样品管理 仪器管理

报告管理 标物管理

ERP

财务/成本管理

MPS/MRP

SCM

采购/销售平台

条码管理

PLM

PDM文档管理

APS

车间计划排程

物料/配方管理 交期答复

Web API 开放接口——对接上下游企业级Web接口

CRM

客户关系管理

会员管理

移动平台

移动OA/业务
上

掌上工厂/资金 行 数
据
通
道

数据采集/ETL

数据接入管理

数据清洗/数据转换

数据可视化

智能仪表盘/表计算

切片分组/下钻上卷

BI（智能分析）

指标设定/绩效评估

趋势分析/业务预警

AI（智能决策）

聚类分析/舆情监控

回归分析/快速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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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研产制一体，协作在线、精益透明

工程数据

BOM

工艺路线

物料替代

计划管理

MPS计划 计划员平台

需求计划

MRP计划 生产计划

委外计划

组织间需求

生产管理

生产订单

备料平台

领料退料

产品入库

生产排程

委外管理

委外申请

委外发出

委外接收

调拨平台

委外仓库

PLM+制造+MES+品质
产品体系

质量

来料检验 产品检验

库存检验 发货检验

首检/巡检
/工序检验 质量追溯

智慧车间 MES

工序计划 工序委外 工序派工 数据采集 看板管理 安灯呼叫

工序汇报 工序结算 工序拆分 设备OEE ESOP 标签
/RFID

工序转移 工序排产 工序领料/ 
上料

生产事件
管理 维修返工 防错管理

设计变更管理项目管理 文档管理 研发物料管理 物料标准化 BOM管理 工艺管理 设计软件集成

行业产品 食品行业 包装行业 电子装配 五金行业 汽摩配行业 注塑行业 项目制造

伙伴产品 华为云ROMA QMS WMS APS 设备管理 数据中心 5G解决方案

P
L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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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造工艺的分析与优化 在新工厂建设时，首先需要根据企
业在产业链的定位，拟生产的主要产
品、生产类型（单件、小批量多品种、
大批量少品种等）、生产模式（离散、
流程及混合制造）、核心工艺（例如
机械制造行业的热加工、冷加工、热
处理等），以及生产纲领，对加工、
装配、包装、检测等工艺进行分析与
优化。企业需要充分考虑智能装备、
智能产线、新材料和新工艺的应用对
制造工艺带来的优化。同时，企业也
应当基于绿色制造和循环经济的理念，
通过工艺改进节能降耗、减少污染排
放；还可以应用工艺仿真软件，来对
制造工艺进行分析与优化。



2.数据采集
生产过程中需要及时采集产量、

质量、能耗、加工精度和设备状态
等数据，并与订单、工序、人员进
行关联，以实现生产过程的全程追
溯。出现问题可以及时报警，并追
溯到生产的批次、零部件和原材料
的供应商。

企业在进行智能工厂规划时，要
预先考虑好数据采集的接口规范，
以及SCADA（监控和数据采集）系
统的应用。不少厂商开发了数据采
集终端，可以外接在机床上，解决
老设备数据采集的问题，企业可以
进行选型应用。



3.设备联网

实现智能工厂乃至工业4.0，推进
工业互联网建设，实现MES应用，
最重要的基础就是要实现M2M，也

就是设备与设备之间的互联，建立
工厂网络。那么，设备与设备之间
如何互联？采用怎样的通信方式
（有线、无线）、通信协议和接口
方式？采集的数据如何处理？这些
问题企业应当建立统一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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