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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科学

技术也纷纷取得了巨大的突破，使得各种新理念和新技

术不断涌现，并被广泛应用到各领域当中，极大地推动

了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对于制造行业而言，机电

一体化技术的兴起和广泛应用，使得传统的机电制造过

程真正实现了智能化的转变，由传统的人工控制逐渐转

变为自动化控制和智能化控制。这样一来，机电制造的

质量和效率都得到了巨大的提升。目前，在机电制造行

业当中，智能制造已经成为主要的趋势。因此，探索机

电一体化技术在智能制造中的应用策略，对于机电制造

行业未来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机电一体化技术概述

（一）基本含义

机电一体化技术又被称为机械电子工程技术，时机

械工程与自动化的一种，涵盖了各种机械制造系统技术

以及电子信息处理系统技术，此外，还包含了压力传感

器和光学传感器等电子技术，世界写与微电子技术紧密

结合的一种技术。这种技术的出现和广泛运用，使得传

统冷冰冰的机械设备逐渐拥有了人性化和智能化的特点
[1]。可以说，当前所有现代化的自动生产设备都是机电一

体化设备。在实际运用中，这种技术可以实现资源的合

理配置，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进而提高了系统正常运

行技术整体的管理效率，同时还能保证设备的高质量运

行，并降低运行能耗，从而有效降低系统成本。一般来

说，机电一体化系统主要是由自动计算机、可远程编辑

的单片机、逻辑电路等所组成的，具有智能化和集成化

的显著特点。

（二）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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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需要而逐渐出现的一种电子技术与机械技术的集合。

最初主要是通过电子手段实现对机械设备的控制，以提

升企业设备生产的效率。因此，这种技术在最开始时十

分简单，技术含量并不高，仅限于一些简单的小型设备

的生产。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这种技术已经融合

了计算机技术及微处理技术等先进技术的精髓，尤其是

在进入 21 世纪后，该技术由于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及电子

技术相融合，能够模拟人脑对企业生产的过程进行全面

的分析和准确的判断，从而使得企业生产逐渐实现了智

能化。

相对而言，我国在机电一体化技术的研究和运用方

面起步较晚，是改革开放之后，从逐步开始的。而且，

在最初阶段，我国受到国外技术的封锁，研究相对比较

缓慢。因此，在面对全球经济市场日趋激烈的竞争，我

国在该领域正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形势。具体来说，首先

是我国传统的工业正面临着微电子技术改造的难题，不

仅难度大，工作量也相对较大；其次是当前机电一体化

技术和产品更新换代速度越来越快，因此导致我国在提

高市场占有率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压力；最后是机电一体

化产品工序之间的矛盾。因为我国在机电一体化领域发

展的历史相对较短，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存在较大

的差距，很多企业生产的产品无法满足当前我国国民经

济发展的实际需求 [2]，因此导致每年不得不花费大量外

汇购进国外较为先进的产品。因此，在当前形势下，我

国应加大研发力度，将微电子技术融入到传统产业当中，

以提升传统工业生产的技术和水平，同时，还要大力研

发自动化技术、数字化技术和智能化技术，尽快缩短与

国外的差距。

二、机电一体化技术在智能制造中运用的优势分析

智能制造是现代工业生产当中一种新的管理模式，

主要是利用计算机及可编程技术，对工业生产过程中的

设备加工进行更高级的自动化控制，从而实现机械设备

工业化自动生产管理模式，以此有效减少相关企业在人

力和物力等资源上的过度投入与大量使用，从而在全面

提高企业自动生产管理效率的同时，实现产品质量的提

升，进而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因此，未来制造业的快

速发展，其最终商业模式必然是智能制造。基于此，我

国日益重视并大力发展智能制造，从而确保我国能由制

造大国转变为智造大国。近年来，我国在机电设备一体

化制造技术方面不断加大、加深研究，实现了与其他高

新技术应用的相互融合，使得机电设备一体化制造技术

及其智能化水平得以显著提升。就目前而言，机电一体

化技术已经在我国智能机械制造领域逐渐占据了市场领

头羊的位置，具有较高的竞争力。具体来说，机电一体

化技术在智能制造中的运用具有如下优势。

（一）模型优势

在智能制造中运用机电一体化模式优势较多，具体

来说，首先表现在模型优势方面。因为机电一体化技术

是运用了模块化的设计形式。在具体运用中，可以借助

计算机及信息化技术对相对敏感的电子元件的功能模块

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准确分析其功能结构并判断其

数据传输处理的可能性，这样一来，就极大提高了控制

系统的可编程性，缩小了自动化控制的范围。可以说，

在智能生产中运用机电一体化技术，能使模型的控制更

加与时俱进，并为非固定结构模型参数的开发提供了巨

大的便利，从而有效促进智能控制技术和智能制造的发

展。

（二）控制优势

在智能制造中运用机电一体化模式，还具有控制方

面的优势。这种控制方面的优势只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智能制造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扩大智能控制的

范围，从而有效提高线性控制与非线性控制的精度。而

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受控生

产系统在运行方面能够更加的稳定，因此，系统管理工

作也变得更加高效，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生产控制的能力；

第二，通过将智能生产技术与机电一体化技术有效结合

在一起，利用微机程序实现模块化及存储功能，这样可

以有效提高其综合性能，并提升效率，从而实现更高精

度和更高质量的控制。

（三）更换优势

在智能制造中运用机电一体化模式，还具有更换方

面的优势。在实际运用中，机电一体化技术相较于传统

的生产技术，在灵敏度、控制性能和协同性方面具有更

大的优势，这些优势的存在，使得企业的智能生产工作

提高了对数据进行处理的效率，进而保障了相关信息和

数据在交换方面的安全性，并使得技术难题得以有效突

破，避免了制造企业因信息处理效率低下及信息交换系

统崩溃等问题的发生。因此，可以有效保证并提高制造

企业数据系统的完整性及操作的安全性。

三、机电一体化技术在智能制造中的运用策略

目前，智能技术已经被人们广泛地应用到工业生产

及制造领域，为工业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新鲜的血液支

撑。机电一体化作为智能制造的基础与核心所在，其在

智能制造领域中的应用，涉及到了工业生产、人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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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医疗等多个不同的领域。可以说，机电一体化技术

和智能制造技术的结合与应用，能够为我们人类社会工

业制造的发展及工业设备的生产和加工提供更优质的服

务。下面，本文就从传感技术、自动化控制技术、数控

省技术、智能机器人技术以及柔性制造系统技术这五个

方面你探讨机电一体化技术在智能制造中的运用策略。

（一）传感技术

伴随着机电一体化技术在工业生产领域应用范围的

不断扩大，传感器技术也逐渐被人们重视，并开始广泛

应用到智能制造当中。在实际运用中，传感器技术具备

较高的敏捷性和精准性，能够帮助工业制造企业在生产

过程中，最大限度上避免外界信号等因素干扰、影响到

各个工业设备的运行 [3]。但在运用传感器技术时，企业

需要打造传感器互联网系统，以便于更好的实现对信息

和数据的传输及对接，从而更好地借助计算机技术来对

相关信息和资料进行有效整合及应用，进而帮助企业更

科学、合理地对工业产品生产加工的全过程进行精准控

制。而就目前而言，工业生产企业使用的传感器，大都

是接口标准化的光纤电缆传感器，这种类型的传感器在

使用时，不仅可以降低设计的困难度，同时还可以帮助

企业实现成本消耗的有效控制与节约。

（二）自动化控制技术

自动化控制技术也是机电一体化技术在智能制造中

的应用的典型表现形式之一。在实际运用中，主要通过

使用各种类型的监控操作装置，以实现工业领域生产加

工制造的自动化，从而提高企业在相关零部件产品生产

加工方面的效率。具体来说，自动化控制技术可以借助

电子技术来对工业生产的流程进行科学的管理与操作，

并在设备产品加工生产的过程中，将自动化仓库、自动

控制与计算机系统实现有机结合，从而帮助企业在工业

生产加工领域真正实现网络化和实时动态化的生产。不

仅如此，应用自动化控制技术，还可以帮助企业在智能

制造领域实现人力、物力和财力的节约，并切实提高工

业在设备产品生产制造加工的效率。

（三）数控生产技术

在机电一体化技术当中，数控生产技术也是其中重

要的一种，在智能制造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并发挥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实际应用中，数控生产技术属于机

电一体化技术中最早应用的领域。随着智能化技术的发

展，目前，在智能控制系统领域，数控生产设备在使用

方面的标准和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涉及模拟信息和技

术，对于自能化产品生产加工的控制领域发挥着十分重

要的作用 [4]。目前，在机电设备生产企业运行中，最常

用的数控机床结构大都是是主线和 CPU。这种形式的机

床结构，可以在主线和 CPU 的作用下，实现生产制造的

智能化控制，并借助在线诊断的管理方法，能够极大提

升设备存储的精准性、安全性和可靠性。

（四）智能机器人技术

在当前的智能制造领域中，工业智能机器人也是机

电一体化技术的具体应用体现，且是当前智能制造主要

的形式之一。在实际运用中，智能机器人技术在应用时，

融合了人工智能、仿生学以及计算机等多个学科，是这

些学科交叉作用下新型的技术形式，更是当前社会研究

的重点和热点。具体来说，智能机器人技术属于传感技

术与信息技术的综合体现，目前已经在各个领域中的获

得了广泛的应用。可以说，工业智能机器人的出现和广

泛应用，极大提升了企业产品生产的质量和效率，同时

也极大降低了一线员工的工作强度 [5]。在工业智能制造

过程中运用工业智能机器人，首先需要对生产过程中的

各类信息和资料进行针对性的筛选，只有这样才能有效

率的完成各种复杂的工作操作；其次，在必须提高产品

生产的精准度，从而更好地对相关领域的发展提供必要

支持。目前，工业机器人技术在智能制造领域中的应用

日益广泛且十分稳定，能显著提升工业企业生产的效率，

实现市场竞争里的提升，并帮助相关企业获得更多的经

济效益。

（五）柔性制造系统技术

柔性制造系统技术也是机电一体化技术咋智能制造

领域应用的具体体现之一。所谓的柔性，即利用相应的

软件使机械生产程序发生一定的改变，从而满足不同生

产加工工作的需要。例如，在运用工业机器人时，因其

具有较大的运动自由度，技术人员就可以借助相应的软

件改变工业机器人的控制程序，使其手爪部分可以换用

不同的工具，病种进行不同轨迹和姿态的运动，从而能

够进行不同要求的作业。目前，柔性制造系统能够实现

信息控制、物料传输以及数控等方面的功能，从而能够

批量生产大量的零件，尤其是可以帮助企业根据市场需

求的变化对产品的生产进行适当调整，从而帮助企业实

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及机械设备的合理使用，进而有

效提高产品生产制造的效率，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并

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智能制造是当前工业生产行业未来发展

的必然趋势，能够实现工业生产的自动化及智能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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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显著提高制造企业生产的质量和效率。而在智能制

造中，机电一体化技术是其实现的基础和关键所在，其

应用水平对于智能制造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因此，

我们必须重视机电一体化技术在智能制造中的应用，掌

握其运用的策略，从而更好地保障智能制造的健康发展，

为生产企业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并促进我国智造强国

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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