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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控技术在选钛厂的应用与实践

赵　涛

成都星云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　要：随着国家智能制造2025发展规划的逐步实施，为适应现代企业智能制造发展趋势，钢铁行业也在大力推进

两化融合，进行数字化转型。各大钢铁惬意对标冶金企业行业标杆宝钢提出的“四个一律”，在工业控制领域，攀钢

加快推进少人化、无人化应用，实现优化人力资源的目标，这其中主要有集控技术的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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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控技术应用现状  

近年来，随着“工业 4.0”、“中国制造 2025”的提

出，以及智能化、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

钢铁行业作为传统行业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升级和发展的

机遇，实现“少人化”、“智能化”的生产场景和充满人

文关怀的工作环境是未来钢铁行业发展的历史趋势。 

用操作集中化驱动装备智能化，充分兼顾技术的前

瞻性和实施的经济性。通过集控建设提高集中控制自动化

水平、信息化水平，优化人员配置。逐步将外围运行岗位

职责整合至集控运行岗位，部分岗位实现无人值守或少人

值守，从而达到减岗减员、提升劳动生产率的目的。

推行“集控”模式，在降低人工成本的同时，有效

盘活人力资源，通过有针对性地开展强化培训工作，大

大促进了运行人员整体技能水平的提升，为个人发展创

造了更好的平台。

国内冶金行业标杆宝钢已经成功实现了对宝山基地

4 座高炉的集中化操作控制和生产管理，并可对其他基地

高炉进行远程技术支撑；湛江钢铁水系统集中管控中心

将钢厂原有的 15 个操作室，40 多套控制系统，16 万点数

据，260 个视频，集中到一个操作室，实现全厂水系统、

工序循环水系统远距离、大规模的集中操控。这些项目

都已经成功实施，取得了优化人力资源、提高劳动效率、

降低生产成本的目的，进一步增强了宝钢的市场竞争力。

近几年，星云智联在攀钢同步实践了不同工艺工序

的集控项目，积累了一定经验和教训，对不同工艺流程

生产线、不同工艺工序的生产集控有较为深刻的理解，

在对集控技术的选择和应用上已有多个成功的工程案例。

二、集控技术在钢铁产业的实践与应用

在钢铁行业，集控技术在攀钢集团矿业公司选钛厂

MES系统及配套系统建设项目中的运用效果明显，达到了

集中操作、自动调节、集中监视、优化工作岗位、节约能

源、提高设备运行率、提高回收率和产品稳定性的目的。

在攀钢集团矿业公司选钛厂 MES 系统及配套系统建

设项目中，采用集控技术，实现了全厂设备的集中监控。

通过操作员站画面可以随时对全厂设备进行远程操作，

并观测到系统的各种状态以及生产流程、实时历史趋势、

故障报警等各种参数，查阅历史资料等。PLC 控制器是

整个 PLC 系统的控制核心，配合接口模板、远程站，通

过现场总线与现场 IO 分站完成所有模拟量、数字量信号

的采集与输出，以及控制程序的实际执行。同时，PLC

系统可以通过以太网与其它第三方系统设备交换信号，

实现网络通讯和参数交换，以及远程控制。

在攀钢集团矿业公司选钛厂 MES 系统及配套系统建

设项目中，采用集控技术，将粗粒生产线原有 18 个分散

值守室、细粒生产线原有 15 个分散值守室合并为 1 个集

中监控室。

在攀钢集团矿业公司选钛厂 MES 系统及配套系统建

设项目中，采用集控技术，将粗粒生产线旋流器压力自

动控制和细粒生产线环水主管压力自动控制做成闭环控

制，系统实时自动调节，减少了人工干预，同时提高了

产品的稳定性。

在攀钢集团矿业公司选钛厂 MES 系统及配套系统建

设项目中，实现主流程自动控制改造后，粗粒生产线和

细粒生产线可优化岗位各 2 个，4 个班优化 16 人，另外

全厂管理技术岗位优化 3 人，全厂共优化 19 人。通过对

主要耗能设备的监测和控制，提高设备操作精细化程度，

降低能源消耗；增设循环水泵站的水压自动调节，增设

旋流器压力自动控制，增设浮选鼓风机风压监测等功能，

对循环水泵、旋流器给矿泵和鼓风机等主要耗能设备进

行优化操作控制，实现节能目标；通过实现设备在线监

测、远程集控，可以提升管理效能，及时发现设备隐患、

快速反应处置、提高设备作业效率和作业率；实现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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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电流、压力、温度等主要参数的实时监测与报警，

使操作人员能够及时、方便地掌握设备运行状态，判断

异常原因，并采取必要的调控措施，避免出现设备意外

损坏或设备作业效率损失，减少人为失误的影响，提升

重要设备作业效率和作业率。

同时，钛精矿生产线基础自动化程度得到提高和改

善，各管理部门、各专业技术人员、各操作岗位可以实时

查看生产线动态，实时掌握生产指标变化情况，及时发现

流程工艺技术指标波动，并根据波动情况及时调整相关工

艺技术参数，确保生产流程稳定，各项技术指标维持在最

佳水平，以提高选别技术指标，提高回收率水平。

此外，为落实攀钢站所无人化、少人化的管理思想，

在炼铁、炼钢、攀枝花钒厂、重庆渝钛白、钛冶炼厂等

生产单位，补齐自动控制和生产管理信息化短板，实现

生产集中控制。集控技术、集控平台在这些项目中扮演

着举重若轻的角色，是顺利完成项目目标的中流砥柱；

在缩减操作室、优化工作岗位、降低劳动强度、提高生

产效率、提升产品稳定性方面，提供了有力保障。其中，

钒钛股份有限公司公辅站所集中值守项目完成后，优化

工作岗位 21 个；攀钢钒炼钢厂 2019 两化融合检修项目完

成后，将原有 46 个操作室减少到 6 个，优化工作岗位 106

个；攀钢钒能动中心站所集控改造项目完成后，优化工

作岗位 206 个……

以上这些数据更加坚定了自控领域对集控技术深入

研究与发展的决心，将集控技术不断武装完善，建成集

“现代智能装备技术、物联网、5G 通讯技术、云技术、

大数据分析、生产线仿真和制造信息多媒体展示”等新

技术于一体的大集控管理平台。

三、集控技术的探索和展望

1. 未来技术创新、产业升级

通过在攀钢多个厂矿集控技术的应用及不断改进，

再结合业内其他企业的先进案例，在集控技术、大集控

平台领域，笔者认为应在以下方面开展相关技术研究与

应用，助力制造企业转型升级：

（1）应用成熟可靠的可视化监控技术，提升单工序

集控水平和全产线优化协调集控能力，提升工艺和成品质

量稳定度，为产销协同、绿色生产、工艺升级创造条件。

（2）针对现场实际情况，理清用户需求的本质和重

点，搞清楚现场制约条件和实现的难点，广泛收集、参

考相关案例和解决方法。

（3）研发操控系统与基础自动化系统、智能设备和

机电一体品等的接口程序，完成操控系统与各个离散系

统、离散设备的深层次融合。研发视频信号与 HMI 系统

关联功能的程序，并实现动态展示、动态预警功能。

（4）研发过程控制系统与 3D 仿真技术结合，实现设

备与工艺的数字孪生。结合 3D 仿真技术，研究不同应用

场景的仿真模型实践与应用，实现生产过程数据直观有

效展示，使用户及时全面掌握生产状况，并借助仿真系

统预判、决策，提前处理潜在隐患和风险，提高生产的

稳定性和设备的稳定性。

（5）研究集控中心的区域布置和配置，根据对象的

不同、工艺的不同、功能需求的差异，先确定两种布置

模式：岛型模式和环型模式。

（6）研究集控平台与制造执行系统（MES) 有机结

合，扩展并完善集控平台的生产管理功能。

通过对大集控各种技术的探索和验证，形成标准化、

模块化的技术标准和应用指导，可降低相关项目设计成

本和设计周期，提高项目的成功率和稳定性。

2. 应用场景领域方面的探索开拓

大集控平台本身具有高度的自适应性和扩展性，能

较好应用到各工艺和各工序中，其推广应用有着广阔的

前景。

在制造型企业，随着智能制造的深入，大集控也必

将扮演起重要的角色，制造业的无人化、少人化将更为

普及，既减少了人为干扰，又保证了产品的稳定性和标

准化。此外，在采矿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

业、建筑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行业都有

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结语

随着大集控平台的开发、运用、完善、升级，与现

代智能装备技术、物联网、5G 通讯技术、云技术、大数

据分析、生产线仿真和制造信息多媒体展示等技术的深

度融合，大集控平台必将引领中国智能制造的浪潮，实

现中国工业革命的又一次重大变革。在德国“工业 4.0”、

美国“工业互联网”还未实现前，先一步完成中国的

“智能制造”，完成中国的工业革命，赶超世界强国的工

业革命步伐，推动中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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