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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创新

“工业 4.0”理念下的智能船舶系统研究
曲　佳　王　磊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山东 潍坊 261206）

摘要：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各个行业的产业链逐渐

完善。“工业 4.0”智能船舶系统是工业自动化、机械化发展的产

物，智能船舶系统能够实现各个企业间的资源共享，建造信息与

智能相结合的交流平台，然后对数据资源进行挖掘和分析，形成

船舶生命周期的产业链，达到船舶生产的高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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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我国工业生产模式越来

越智能化。工业智能化主要体现在生产产品、生产质量与效率提

高上，并通过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实现助力。在这一前提下，制造

业十分发达的德国最先给予了以全方位提升产品生产、运营质量

与效果作为最终目标，以网络技术作为依托，以大数据研究与分

析作为基础，将预测技术作为关键的“工业 4.0”，进而让传统型

制造工业得到了服务化转型。在“工业 4.0”理念诞生后，让传统

的工业预测技术更加的智能和精准，能够更好的为人类服务。目前，

我国制造业正不断追寻创新发展思想，已经将重点放在了海洋工

程和高科技船舶设计上，以提高船舶的网络化、智能化等作为核

心。在大数据时代，必须使智能船舶系统得到发展，这是社会趋势，

船舶智能体系的运营，标志着我国航运系统物流与安全信服务的

进一步健全与完善。

一、“工业 4.0”的智能船舶系统创新价值

（一）主动融入并引领时代发展

为了加快船舶系统的发展步伐，需要考虑引进高科技、新技

术。在工业革命开始后，人们对于生产质量与效果的追求就从没

有停止过，流水线也应运而生。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人们对

于信息的精准和期望逐渐加强。而现在的工业更是以信息、机械、

自动化为主，是社会不能缺少的支撑力量，如何把这三者间有效

的结合也成为了推动工业化发展的根本保证。

现在的船舶制造业正处于生产的低迷期，想要走出这一困境，

最好的办法就是创新。工业化的发展，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它是价值的需求与技术的进步在工业生产中的一种表现。网络技

术的进步便利了工业的发展与进步，让工业实现了智能化，信息

数据变得更加精准且具有价值，为工业的创新带来了更多的便利。

“工业 4.0”是发展趋势，也是时代的要求，最先由德国所提

出。所谓的“工业 4.0”，就是以数据作为依据，充分的分析、挖

掘网络资源，再融合先进的系统技术，根据客户的需求，达到装

备和信息的智能化间相结合的工业体系。

目前，我国的船舶生产已经达到信息化和自动化的生产水平，

市场经济也要求船舶向定制、精细与规模化发展。“工业 4.0”目

标的实现会让国家在维护海洋权益、发展海洋经济上占有一定的

优势，促进中国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

（二）把握需求并充分挖掘价值

信息化和自动化为“船舶工业 4.0”方案的实施提供了必要的

条件，实现了设计企业、制造企业和运营企业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信息共享，让船舶制造业变成了全球化产业。多源数据下的多维

评估预测，增加了船舶构筑的附加值，有助于相关产业链的产生。

在岸基则以信息的价值和保密作为原则，建立互联网环境下的相

关产业链和智能化的信息服务中心，保障工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在完成生产的同时，还需要建立并完善船舶的自主可操控的体系，

在信息资源的利用上组成同盟，为后续产业链的完善与升级提供

有利的保障。

新价值的具体表现为：第一，更好的适应于市场的需求：例如，

作为航运企业，能够为客户提供最为合适的船舶、航线来满足运

送的需求；制造业能够根据市场的需求，为船舶提供更好的设计

改造。第二，企业的经营利润达到最高化：在制造行业，各个船

厂之间的信息资源相互利用，做好资源的匹配，减少资源的浪费，

提高生产的质量与效率；在运营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可以在最

短的时间进行诊断与维修，提高航海的安全性。

二、基于“工业 4.0”的智能船舶系统研究

（一）智能船舶系统的结构特点

智能船舶系统是把网络信息技术和现代化船舶生产间相结合，

实现航海和岸上服务一体化的高科技信息服务体系。智能船舶的

特点主要包括系统性、网络性、智能性、协同性、柔韧性和追溯性、

服务性，而其中：

系统性，将生产、运营船舶等融为一体，让产业一体化；

网络性，借助互联网技术，加之传感技术、云计算等各类新

兴技术，让船舶生产的各个部门之间互相交流，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远程控制等；

智能性，通过云计算平台提供的有效数据，来进行分析评估等，

根据船舶的实际情况作出准确的决策，借助传感技术、识别技术

等有关的理论方法，让船舶制造、运营、服务等更多的过程均得

到智能化；

协同性，智能船舶系统的信息资源共享，让企业各个部门之

间相互帮助，在竞争的同时实现共同发展；

柔韧性，大数据的交流平台，在了解市场的需求同时做出更改，

适应于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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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性，在生产过程中全方位的跟踪服务，对出现的问题及

时进行处理；

服务性，岸基的智能服务体系的建立，为生产提供了更加全

面的增殖服务，由设计、应用、维护、维修、物流等更多的方面

来给予不同的服务需求。

（二）智能船舶系统的功能模块

信息网络和船舶实体的完美结合，推动了智能船舶系统产业

链的形成，在整合利用了相关的数据后，能够让船舶在设计、制

造和运营上的利益得到最大化。其表现有：

设计上既满足市场需求，又符合个性化要求，做到规模化与

个性化间相结合，不断提升创新能力；

智能船舶的制造，在生产过程中，结合智能化、自动化生产，

优化技术，达到智能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利用；

智能船舶的操纵，利用网络技术来分析和推理，使船舶能够

智能化的生产；

智能船舶的运营，通过数据的检测，在满足于市场需求的同时，

让船舶和货物之间能够达到最佳配对，以实现高效运输；

智能船舶的服务，由于建立了海上与陆地间的网络连结，能

够更加便利与高效地服务于船舶，在陆地即可对船舶实现全面的

监控，实时的追踪，因此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及时指导船舶工作人

员的操作，远程控制更是为船舶提供了故障维修与维护，提高航

行的效率和安全性。

（三）传统船舶系统与智能船舶系统的比较

传统的船舶不论是在设计和制造还是在运营和维护上都相对

的独立，而智能船舶体系是对船舶的整体进行控制与数据共享，

它是作为一个产业链而存在的。特别是智能信息服务体系的建立，

让船舶的生产走上了商业化发展的道路，各个企业之间数据的关

联，为企业间的技术交流，企业和客户间的沟通提供了便利，带

来更多的增值服务。

智能船舶和传统船舶相比较，智能船舶是对船的整体生命周

期进行规划，借助互联网，实现船舶在信息平台的资源共享，并

根据数据的有效整合，为智能船舶的各个企业间提供综合性的服

务信息。

（四）构建智能船舶系统的途径

船舶“工业 4.0”思想模式下的智能船舶系统是一种新型且具

有高效性的系统模式，它是船舶发展行业的又一大创新，是在高

科技的基础上，结合新思维设计的。智能船舶体系并非一次就构

建成功了，它有非常严格的步骤：设备、系统、船舶、服务体系

逐一智能化。

而其中，智能船舶是以船作为根本的服务体系，智能设备的

完善是智能船舶发展的根本保证，因此，想要构建智能船舶体系，

就必须要具有自动化和智能化的设备；智能系统集预测评估、控

制决策、分析管理、远程服务为一体，只有完成系统多智能资源

的有效整合，智能一体化的船舶才能生产出来。

同时，构建智能船舶体系，需要把船舶与岸基通过互联网有

机的结合在一起，在智能化的基础上，实现资源的共享，完善信

息服务中心，实现产业链的系统化。

智能船舶系统化的建立主要是：

数据采集，运用传感器等有效采集数据，并且数据应该可以

使用的，具有实效性，这是船舶运行的前提；

数据传输，运用网络技术进行融合，实现数据能够顺利传输，

并且网络是时刻通畅无阻的，这是船舶运行的基础；

数据共享，就是让各个商家企业能够通过信息一体化实现资

源共享的成果，这是船舶运行的关键；

数据分析，就是分析各项数据，并且从中找出蕴含的规律，

为综合性服务建立技术支持和运行价值，这是船舶运行的核心；

数据安全，无论从设计制造运营等，互联网上均采集相关数据，

而相关数据的商业秘密也牵涉其中，安全性非常重要，这是船舶

运行系统的保证。

三、结语

以预测、评估、决策作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为船舶产

业向服务行业方向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本次研究“互联网 +”

与“工业 4.0”，并结合“中国制造 2025”，结合互联网技术与

船舶建造技术，确定了设计、运营等一系列的任务，以与船舶相

关的高利润价值为主，建立智能体系，明确功能模块和关键的任

务，为构建系统化、智能化和服务化的智能船舶提供有利的条件。

这不仅发展了我国的船舶行业，而且对我国相关技术升级也是有

力的支撑。我国作为船舶工业大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船

舶工业 4.0”之路，实现船舶工业的快速发展，是为强化海洋的建

设作出贡献，保卫我国的海洋领域提供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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