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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机器人的核心技术与自动化生产实践研究
唐庆东

（广西蓝天航空职业学院，广西 来宾 546199）

摘要：当前，我国很多工业制造生产企业在实际工作中采用多个仍是数控机床、人工机床等方式对产品进行加工，这样的加工效率

整体较为低下，还会存在一定的人工失误情况，这样会极大影响之后产品的质量。随着我国工业行业的不断发展，市场对于工艺生产品

的自动化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利用自动化工业机器人取代人工生产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这也是提升工业生产效率的关键。鉴于此，

本文将针对工业机器人的核心技术与自动化生产实践展开分析，并提出一些策略，仅供各位同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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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动化生产对工业机器人提出的技术要求

当前，我国的工业机器人产业体系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

展，整体格局也变得更为完善，在高端市场，工业机器人的占比

已经接近 50%。结合有关的统计数据展开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国

内现有的工业机器人已经累计安装了 78.3 万台，年增长率超过了

21%。现阶段，我国的工业机器人主要被应用到了电子电气、汽

车加工等重要领域，所用的机器人类型有弧焊机器人、点焊机器

人、搬运机器人以及装配机器人等。为更好地让工业机器人实现

对人工生产的替代，在设计工业机器人时，我们应重点关注其应

用的技术手段，保证工业机器人能够和生产活动有较高的契合性，

不断对工业机器人的各项功能展开深度优化。

当前，多数工业机器人会配备传动装置、机械手、各类刀

具等配件，它能够在生产过程、装配过程中发挥非常大的用处，

一些工业机器人还参与到了工业制品的零部件加工环节、货物

搬运环节中，这对提升工业生产效率有重要促进作用。为此，

很多工业机器人在设计时加入了控制程序、传感器等配件，以

此能够实现对机器人设备更为智能化的控制，有利于提升机器

人的自动化水平。同时，结合不同企业的实际生产需求，应不

断提升工业机器人的实际工作效率，这就需要我们对机器人的

整体机构展开优化设计，以此降低他们对空间的使用面积。在

选材方面，在展开工业机器人设计与制造时，应充分考虑机器

人本身的结构紧凑度和身体强度，优先选用一些强度较高的不

锈钢材料，以此提升工业机器人抵抗外部破坏的能力。在驱动

方面，工业机器人应尽可能选择电力作为驱动方式，这样能够

有效提升他们的响应速度，降低工业机器人对能源的消耗，使

其能够更好地替代人工生产。通过不断优化工业机器人技术，

能够大幅提升工业机器人的精度水平，助力工业生产总体质量

得到进一步提升。

二、工业机器人的自动化控制技术分析

为更好地实现工业机器人的自动化生产目标，我们应将多种

自动化生产设备、自动化生产技术融合到机器人的设计中，其中

主要设计了人工智能技术、信息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网络技术等，

这些为工业机器人的自动化控制技术发展提供了充足助力。通过

将多种技术融合到工业机器人的设计中，能够大幅提升工业机器

人的应用质量和工作效率。当前，工业机器人的自动化控制技术

可以分为如下几个层面：

其一，远程控制技术。在网络技术、自动控制技术以及智

能化技术的帮助下，我们可以对工业机器人设备展开远程控制，

这对提升工业机器人的应用范围，使其处理一些危险工作内容

有重要意义。在工业机器人的实际使用过程中，我们通过对生

产线的实际情况展开分析，可以选择适合的技术类型对工业机

器人展开远程控制，这样能够避免人工控制可能出现的一些问

题，还能有效提升工业机器人的实际生产效率，提升产品加工

的整体质量。

其二，生产过程监控技术。在将工业机器人应用到工业生产

过程中时，我们可以通过生产过程监控技术对工业机器人的运行

状态、工作效果等展开监控，并结合相应的工业生产的实际需求、

加工要求、装配精度等，对工业机器人有关数据展开自动化控制，

以此提升工业机器人和生产线需求的契合度。同时，通过对工业

机器人的实际生产环节展开有效监控，能够进一步提升工业机器

人的实际生产质量，还能实现对工业生产活动的透明化管理，提

升管理工作的整体水平。另外，若是在工业生产中遇到问题，生

产过程监控技术能够帮助技术人员更及时地找到问题发生的区域，

从而做出更为及时的响应，排除问题，这对提升工业生产的效率

有重要促进作用。

其三，柔性管理技术。在工业生产中，部分生产过程的整体

流程较为复杂，为此，若想提升工业生产流程的准确控制，增强

工业机器人设备的使用效果，我们应重视对生产过程中各类信息

的收集和整理，并将其总结后反馈给有关人员，这样才能帮助技

术人员结合数据更为准确、及时地发现生产中存在的潜在问题和

隐患，从而实现对工业生产工艺、流程的进一步调整、优化，从

而提升工业生产活动的实际水平。在利用工业机器人展开产品加

工时，我们也需要对工业机器人的信息输入、输出模块展开监控，

还可将一些有效的作业参数共享给其他机器人，这样能够帮助技

术人员更好地了解实际生产过程中的各类工艺数据，若是发现参

数出现异常，可以将自动化工业机器人转为手动控制模式，这样

能够大幅提升工业生产活动失误概率，提升工业生产活动的安全

性、合理性。



092 Vol. 4 No. 11 2022教育前沿

三、工业机器人的核心技术及其实践应用分析

（一）工业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的核心技术

1. 执行控制技术

从本质上分析，我们研发工业机器人的主要目的是让他们帮

助人工展开生产活动。在日常的工业生产中，工业机器人通常会

被应用在一些危险程度较高、加工精度较高的生产环节，这就需

要工业机器人本身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这样方可助力其完成更

多精密操作。同时，工业机器人在设计时通常会模仿人手的构造，

我们还可利用技术手段对工业机器人的手臂展开灵活控制，以此

使其能够完成一些较为复杂的操作。为提升工业机器人的执行能

力、控制能力，我们在设计时应将执行控制技术作为重要的设计

内容，通过为其装设相应的驱动系统、执行器、机械装置等，对

工业机器人展开合理改造，从而大幅提升其控制执行精度、行动

可靠性，这对提升工业机器人的实际应用效果有重要价值。

2. 传感融合技术

在工业机器人的设计中，传感融合技术是提升智能化控制水

平的基础。通常俩说，结合工业机器人的使用特点、作业要求，

我们在设计它时会在其系统内部装设多个感知系统，这样能够大

幅提升工业机器人对周围环境的感知能力，还能帮助它们更好地

获取有关的生产信息，从而进一步提升智能化控制的准确度。侵

入式生物传感器能够帮助工业机器人判断操作者的情绪，从而实

现对他们接下来行为的预判，这样能够大幅提升工业机器人和操

作者的配合紧密度，提升工业生产活动的效率。当前，工业生产

活动的流程变得愈发复杂，涉及到的很多作业内容也非常危险，

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工业机器人要具备更强的通用性，这样方

可提升工业机器人的实际使用效果。

3. 路线规划技术

在实际工作中，工业机器人存在无法主动避让障碍物的情况，

这样会对实际工作效率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在以往的工作中，

工人提前会为工业机器人设置固定的导轨，使其在轨道上运行，

从而实现对障碍物的躲避。但是，日常的工业生产过程极为复杂，

这样就难免出现在轨道上出现障碍物的情况，这就很可能导致工

业机器人和障碍物碰撞，从而阻碍工业机器人的行动，甚至还会

对工业机器人造成损害。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应深化对路线规划

技术的研究，通过为工业机器人加装传感器的方式帮助其更为智

能地识别周围的环境，使其能够在周围出现障碍物时对路线展开

合理规划，避免碰撞问题发生。但是，我国当前对这一技术的研

究还不够深入，在使用中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二）工业机器人自动化生产技术的实践

1. 在焊接环节的实践

在工业制造和生产过程中，焊接加工环节会有非常大的工作

压力，传统的人工焊接方式除了效率较为低下，还可能出现各类

人工失误，从而对焊接产品、工艺质量等产生负面影响。同时，

焊接工作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人的身体健康造成危害。为此，我们

可以尝试将工业机器人引入到焊接工作中。当前，工业生产领域

中常见的焊接机器人包括弧焊机器人、点焊机器人以及激光焊机

器人。在汽车制造领域，需要频繁展开焊接工作，通过将工业机

器人引入到焊接工作中，能够大幅提升焊接工作的质量，保证焊

接作业能够保质保量准时完成。此外，通过引入工业机器人，能

够大幅提升焊接作业的规范性，这样能够避免一些外在因素对焊

接质量产生负面影响，提升焊接环节工作的整体水平。

2. 在装配环节的实践

对于一些精密性较高的工业产品来说，装配工作也应保证较

高的精密度，这样方可提升装配活动的可靠性。若是采用人工装

配的方式，除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装配精度，还会在一定程度

上降低降配作业的工作效率。因此，将工业机器人引入到装配环节，

并通过自动化控制、智能化控制等方式，能够实现对装配工作的

进一步优化，大幅提升装配活动的可靠性，能够很好地满足汽车

装配等精密装配作业的工作需求。

3. 在工件喷涂环节的实践

在工业生产中，喷涂环节会用到很多喷涂漆料，这些漆料中

含有很多挥发性化学物质，这对人体健康会造成很大负面影响，

若是工作人员长期展开喷涂活动，很可能会对他们的身体健康造

成不利影响。此外，喷涂环节的工作强度非常大，在以往的喷涂

工作中，喷涂活动通常是多人采用倒班的方式展开喷涂作业，这

样方可保证喷涂工作在预定时间内完成。当前，我们通过将工业

机器人引入到喷涂作业中，能够大幅提升喷涂工作的效率，解放

了喷涂人员的双手，还能有效提升喷涂工作的均匀性，提升工作

质量。一般来说，喷涂机器人多是采用垂直多关节机器人，他们

有很强的灵活性，这些机器人除了能够完成喷涂工作，还能在装配、

焊接、打包等环节发挥作用。在我国，此类机器人的销量非常高，

约占销售工业机器人总体数量的 63%。

四、总结

从当前的工业发展进程分析，工业机器人在工业生产中大幅应

用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这也是提升工业生产智能化、自动化的重要

途径。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 4.0”计划实施的关键时期，为此，

我们应重视对智能化技术、信息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等手段的研究，

使其更好地融入到工业机器人的设计与实践中，进而帮助它们更好

地解决实际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各类问题，提升工业机器人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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