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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舾装智能管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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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互联网+”时代的推动下，在中国2025战略的提出下，船舶智能化生产必将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本文将物联

网技术引入到船舶生产过程，实现智能化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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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贸易往来的过程中，船舶已成为远洋航行中的最佳选

择。在“互联网+”时代的推动下，船舶智能化生产也将成

为潮流，生产与“互联网+”相结合是现代科技发展的必然

趋势。因此在船舶生产中做好智能化生产研究，提高船舶生

产质量与效率已成为船舶智能化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

作为船舶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舾装件智能生产的应用成为

了提高船舶生产质量的重要保障。

1  船舶舾装现代工艺

现阶段，船舶舾装已向着标准化、模块化、数字化方向

转变，船舶舾装现代模块化工艺的设计建造实践中，所有船舶

系统整体上可划分成若干模块，实现对船舶设计建造周期的科

学优化，使船舶舾装整个工艺更具标准化、规范化。船舶舾装

和现代科技融合后，以往船舶建造耗时耗力的工艺得以优化。

在一定程度上，船舶舾装现代工艺内含3个不同构成部分，即

机装、电装、船装，船装又包含着内舾装与外舾装。船舶舾装

现代工艺内含较多专项操作，操作难度系数不仅较大，且危险

系数高。故船舶舾装设计生产期间，需积极引入更多现代科

技，将作业效率提升，确保能够实现精度作业。

2  船舶舾装实现智能管理的必要性

大数据辅助下，在船舶舾装开展设计制造的全过程当

中，可着重了解市场环境目前的变化和发展趋势，科学化地

了解船舶舾装在设计制造期间的各项风险。船舶舾装以智能

管理为基础，设计及生产制造船舶舾装效率得以提升，效益

得以扩大发展。国内船舶业近几年侧重于技术层面的创新优

化，特别是船舶舾装，持续引入更多科学技术并积累实践经

验，有效提升了船舶舾装科学技术的专业水准。国内现阶

段，船舶舾装在生产制造层面上有潜在问题，如低效率水

准、高成本耗费、较差的工作环境等，并未有效联合物联

网、大数据各项科学技术，以至于国内船舶舾装整体发展水

准和国外部分发达国家质检差异较大。智能管理现在已广泛

应用至船舶业，生产制造船舶领域中，船舶舾装占据核心位

置，智能管理引入后，对船舶舾装传统生产制造工艺来说可

起到优化作用，生产制造整体质量和效率可得到有效提升。

3  船舶舾装的智能管理有效应用

以物联网、大数据、互联网等科学技术为辅助，智能管

理实现后可确保船舶舾装积极转变成管理的精益化，合理管

理区域装配及涂装。因船舶舾装技术工艺复杂性突出，有着

较大实操难度，且涉及较多专业内容，智能管理可以弥补传

统管理形式的不足，并起到优化作用。

3.1  在核心技术层面

船舶舾装现已积极引入现代科技，但现代科技水准仍和

国外部分发达国家有差距，如船舶舾装的行业标准停滞于20

世纪末期日本船舶舾装的业内水准，以至于船舶舾装的产品

利润空间严重受限，对船舶舾装整个行业发展产生影响。故

船舶舾装管理智能化具体实现过程，务必要积极引入POM、

MDO、CAPP、CAE、CAD等集成系统。国内船厂及船舶研

究设计实践中，多中选定AVEVA等系统软件。借助现代科技

力量，设计船舶舾装期间智能水平可得到有效强化，可缩短

船舶舾装整体设计制造实操周期。船舶舾装专用设备生产制

造期间，需引入现代数控技术，借助电脑系统程序智能化地

操控船舶舾装专用生产设备，发挥机器设备优势，确保机械

零件生产加工高效完成。

3.2  在信息平台层面

船舶舾装管理智能化，需先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物联

网各项科学技术，将公共物流数据信息平台构建起来，借助

该系统平台装实现船舶舾装的智能化装配及管理，实现数据

信息优质共享，实时掌握船舶舾装业内数据信息，并实现深

度合作交流，持续降低船舶舾装整体设计和生产制造成本，

发挥智能化优势，

3.3  智能化的生产层面

现阶段属于大数据极速发展时代，可以说，各行业均

引入大数据科学技术。人们大部分均可通过借助大数据，实

时分析和了解市场经济整体环境变化，结合市场环境具体情

况，积极提出各项应对措施，确保船舶建造实施风险得以有

效降低。船舶实际建造生产期间，务必做到多个工种技术员

之间相互沟通交流，所有零件、生产作业期间监管及把控，

使用保养加工设备、成品质量所有信息数据，确保及时掌握

该部分信息数据，将生产规划及调度妥善安排好，将建造周

期缩短，避免浪费过多生产材料。因生产期间信息数据较

多，难以实现快速的采集及分类处理，更难以及时予以反

馈，但在实际生产建造期间引入物联网科技后，可将与船厂

整体生产建造基础条件及要求相吻合的数据信息库构建起

来，有效处理现行问题。借助该生产建造信息数据库生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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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零件，在实施质量合格与否系统化检验期间，可借助特殊

材料对零件表面位置喷涂特制的二维码，所含信息以零件材

料、生产时间、尺寸大小、参与人员、存放位置等为主，还

包含着船舶及建造段位相关信息数据，该部分信息数据同步

录入至数据库内部。系统后台管理者可以该部分数据库为基

础，及时掌握到零件生产作业质量、进程、技术员实际工作

情况相关信息数据，通过掌握该部分信息数据，生产建造实

施计划可更好地制定出来，确保生产作业者责任意识得以提

高，船舶质量及生产作业效率均可得到有效提升。

二维码是以新型材料为基础，借助喷涂技术，在所有

零件上面绘制出来。喷涂颜料有几类不同的颜色，以肉眼来

观看其二维码的颜色，便可将零件类别辨别出来，借助二维

码扫描获取到相关零件较为详细的数据信息，要求所喷涂二

维码应当具备无污染、防腐蚀、耐磨损等特性，且零件表层

不会产生损伤，安装效果不会受到影响。因所有产品及其零

件均设二维码，故生产建造实操技术员可在船舶舾装厂区内

无线网有效利用之下，通过移动装置实施二维码的扫描操

作，以便于获取到相关的零件信息数据，方便实时查询及调

度零件信息。设计者能够把生产建造作业图直接传入到系统

移动终端位置，生产建造技术员借助移动装置所设权限，实

时访问及查看该建造图，把建造实践中所产生问题，借助移

动设备反馈至设计者，无线设计部打印图纸后，将其送入生

产制造车间，更无须设计者亲临船厂生产作业一线，生产制

造期间各项问题均可得到有效处理。借助移动设备实施图纸

传输，对长期保存及实时查询图纸来说极为便利，纸质版图

纸打印可相应减少，既节约了打印、输送的时间，又绿色环

保。因所有零件均设二维码，且叉车借助零件的二维码及时

扫描，故所有零件当中均设二维码，而叉车通过扫描零件上

面的二维码，便可获取信息数据，把零件同步放置于托盘上

面，借助地面感应专项系统实施最近路线的自动规划及选

定，把零件运送至所需制造加工段位，该工位段位经二维码

扫描操作，对比分析运输零件和所需制造加工零件，若符合

现行标准，便可自动将零件卸下，若不符合标准，则需借助

叉车对零件实施原路运回处理，确保精准送达，省去大部分

人力。生产技术员借助移动装置查看船舶设计建造图，及时

发现设计生产期间的不足，及时予以修正处理。

3.4  分类汇总舾装件层面

在设计制造船舶舾装期间，结合每艘船舶实际生产特

性，发货舾装件相似性，分类汇总制造期间所需舾装件，扫

描舾装件后，把舾装件材料及其尺寸、生产技术员、存放及

安装位置相关信息数据及时录入到本船厂信息数据库中，如

此便可更好地融合互联网科学技术和船舶生产，确保各类型

不同零件生产信息均可实现快速识别、准确掌握、及时调度

等，将生产规划更好制定出来，以保证建造质量、极短建造

周期、高竞争力等为基础，促使精准生产同步实现；同时，

借助移动设备实施图纸传输，确保图纸实际打印量得以缩

减，便于后续生产作业，节省时间，提升效率，可同图纸般

长期存储。

4  结语

船舶舾装整个过程复杂性突出，经管理的智能化实现过

后，能够实时采集舾装生产制造所用信息数据，实现信息优

质共享，及时发现和处理相关问题，确保船舶舾装高效完成

生产制造。但在今后仍需广大技术员不断累积实践经验，引

入更多科学技术，将其融入至船舶舾装实践当中，以确保船

舶业能够向着智能化的方向高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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