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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自动化制造管理系统中，由于系统工作管理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影响到了管理效率，为了合理解决存

在的问题，在信息数据融合技术的背景下，全新设计出了一款自动化的制造管理系统，在硬件设计方面，融合了数据服务器、

工作台、检查器和机械手，在软件设计方面，则对 PLC 控制技术和 SHCB 体系进行了优化。对比两种管理系统的效率，结果

表明自动化制造管理系统的效率要更优于传统自动化制造管理系统，并且在实际管理工作当中能够更有效的解决使用的物

料成本，使用价值更高。

信息数据融合技术；自动化制造管理系统；系统设计

如今我国的经济正在快速发展，这对于制造行业的发展起
到了关键的促进作用，慢慢的随着制造行业的发展，传统的制
造生产已经逐渐转变为了自动化的制造管理，这预示着我国的
制造业已经全面进入了自动化的阶段。本文中针对制造行业中
的制造管理体系进行设计，并设计出来了全面的自动化管理系
统，本文在引入了信息数据统合技术的基础上，对自动化制造
管理系统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改善，并对系统的硬件和软件进
行了全面的设计，从而得到了硬件与软件相结合的自动化制造
管理系统，且运行过程极为流畅。在自动化发展的背景下，随
着人们对自动化优势的不断认识，本文中通过利用更加精确和
全面的数据，为自动化制造领域提供了良好的数据基础，也为
自动化制造管理能够向着更加信息化、智能化和网络化的方向
进行发展。

1、信息数据融合技术下自动化制造管理系统的硬件
设计

1.1  数据服务器
数据服务器是整个自动化制造管理系统中最为核心的一个

部门，在管理系统的运行中，必须充分的数据来在硬件设计中
展现所需的数据信息，在本文的新型自动化制造管理系统中，
主要采用 H-200 的数据服务器，这种数据期能够及时的采集
和发送系统中所需要的数据，并且数据的运动频率更是达到了
50HZ[1]。本文的这种数据服务器除了在数据应用和处理方面具
有优势之外，还能够对自动化系统的各个管理制造部分进行智
能化的连接，并需要根据服务器所发出的数据，将数据与智能
网络之间进行联合，从而得到整理和制造后的数据信息。在本
文中的数据服务器，具有更强的数据兼容性，主要是在服务器
设计的基础上还加上了智能的 AI 芯片，在集中各种数据的同时，
能够为系统提供更加全面的数据 [2]。数据服务器除了能够采集
和处理系统的后台数据之外，还能够以前台数据作为基础，更
好的维护并操作硬件系统，这样一来能够更好的节约数据处理
和集中的处理的时间。

1.2  工作台
自动化制造管理系统中，主要是采用流转的工作台开启自

动化生产模式，从而达到自动化生产工作的目的。在自动化系
统的硬件设计中，工作台零件设计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在
工作台零件设计的过程中，需要制造生产线按照精确度极高的
工作链接，开展每一个零件对应部件的匹配 [3]。在本文的自动
化制造管理系统中，一共使用了 24 个零件，其中分别有两个
模型零件、八个检查零件、六个上料零件、六个精化零件和两
个卸料零件等，这样一来在流水的工作线上，就拥有了全面的
零件支持，各个零件在制造管理工作台上也能够起到相对应的
作用。所以在自动化制造管理系统的硬件设计中，必须要检查

到工作台上的零件设计，这让工作台随着运转台一起进行生产
工作，工作台零件的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自动化系统的工作台模型

1.3  信息数据融合检查器
在本文的自动化制造管理系统中，信息数据统合检查器是

作为管理系统的自动化基础硬件，在整个自动化制造管理过程
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整个自动化系统中，管理的自动
化程度越高，则说明信息数据融合检查器过程中所融合的要求
也就更高 [4]。在本文中自动化制造管理系统中，检查器的硬件
基础主要是由传感器—气压—光—磁所组成的，所设计出来的
这种传感器一般是具有可靠性高、结构简单、安全性高、体积
小以及反应灵敏等优点，并在传感器与服务器相连接的过程中，
能够对自动化制造的生产线进行更好的管理，也能够有效检测
管理的过程。

1.4  信息数据融合机械手
自动化制造管理的过程中，必须要精确到各个管理任务，

只有各种管理任务按照准确的标准实施，才能够认真贯彻每个
任务的有效进行。随着自动化技术的不断发展，本文的自动化
制造管理系统中，更是对物料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
选择了信息数据统合机械手的方式，这样一来能够让机械化过
程更加达到准确的标准，还能够让机械过程更符合各种材料的
应用，然后对不同材料进行传送，并结合信息数据融合技术，
不断的实现机械手的数据化工作管理形式 [5]。在机械手融合了
信息数据的背景下，在选择材料的阶段中，先要将材料放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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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的工作位置，然后在工作中在模板对应的位置取出材料，
在此过程中机械手需要西仍系统中的阀门进行同时控制，这样
一来也能够更加加强工作实施的强度，本文中的机械手能够作
为系统的动力，分别在各个系统阀门中合理控制工作过程。

2、信息数据融合技术下自动化制造管理系统的软件
设计

2.1  PLC 控制技术设计
在信息数据融合技术之下，对自动化制造管理系统可以采

用 PLC 技术进行有效的控制和调整，在本文中同样采用了此种
技术，来全面控制自动化制造管理系统，并采用多种控制技术
来全面的调节数据，实现了 PLC 的全面控制。在自动化制造管
理工作流程中，数据作为普通的控制手段，在工作中起到了重
要的作用，其具有灵性性、高速性等优势，对于 PLC 控制系统
来说是一种比较合理的控制类型 [6]。在控制制造管理生产流程
中，最重要的是实施过程控制，过程控制中就可以采用 PLC 控
制技术来实现全面的操作，在此基础上还能排除硬件设计的缺
陷，在实际设计工作中，就能够顺便完成复杂的控制任务了。
在自动化生产管理流程工作中，需要依靠控制来实现信息的处
理和控制，并通过控制来让驱动装置发出控制命名，从而对数
据进行更全面的管理 [7]。

2.2  SHCB 体系设计
在自动化制造管理系统的体系中，主要是由多种生产部门

所组成的，并在软件流程控制和管理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在信息数据融合技术下，自动化制造管理体系的结构比较丰富，
主要包括了数据控制、数据列表、数据管理等部分，在本文中
的自动化制造管理体系主要是以 SHCB 体系为主，对整个生产
管理过程进行管理，这样一来不仅能对数据实施分类管理，更
能对整个系统进行有效维护 [8]。在 SHCB 体系中，数据列表
需要排列好各项功能，并对数据进行分类统计，这样一来更便
于将数据库中的数据存入系统当中。在数据类型进行管理的过
程中，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查询和更改数据，并在此过程中，
不仅需要整合数据的操作性能，还需要将对应的数据窗口进行
管理。在 SHCB 体系的数据权限控制下，能够对数据进行权限

分析和管理，每一个数据将会有不同的对应权限，然后根据账
户中所存在的权限对数据进行分配管理，在整个自动化制造管
理过程中，需要及时变动管理权限，这样一来能够实施对整个
系统的软件设计程序进行更好的管理。在本文的 SHCB 体系中
更是建立了多种角色，在每个角色中更是拥有不同的管理权限，
这样一来能够更方便管理，SHCB 体系结构图如图 2 所示。

图 2 SHCB 体系的结构图

3、结束语

总的来说，在社会中制造行业中，制造自动化系统作为其
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在制造行业生产和发展中占据着
重要的作用。制造管理系统主要是通过加工各种硬件来实施装
置和配件工作，当随着科技技术的不断发展，在实际的制造管
理工作中，开始采用制造管理系统来管理工作的各个环节，这
样一来能够更好的提高工作的效率。在信息数据融合技术下，
从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等两个方面全面设计出自动化的制造管
理系统，能够更好的对制造管理工作进行有效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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