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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机器人中机电一体化技术的应用分析 
侯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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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机电一体化是实现计算机、机械、自动控制、电气技术相结合、智能化、自动化的综合技术。其系统可用于数控机床、
自动生产线、工业机器人等各个领域。文章对工业机器人中机电一体化技术的应用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并对其今后的发展方向进行
了讨论，并提出了相对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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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integration is to realize the computer，machinery，automatic control，
electrical technology，intelligent，automation of the combination of comprehensive technology. The system can be used 

in the numerical control machine tools，automatic production line，industrial robots and other fields. Articl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electromechanical integration technology in the industrial robot has carried on the simple analysis，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was discussed，an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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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工业机器人的系统中，软件和硬件是其关键部分，其系统主

要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工业机器人的控制系统、机器人的运动控
制和传感反馈等。是电脑技术发展的一部分，包括资料处理的演算
法及其它方面。在现代的工业生产中，机器人扮演着正确的搬运、
垫片和喷涂的角色，由于纺织机械臂的运动控制是一种固化的过程，
所以大多都是以教的方式进行，机器人能够按照规定的动作幅度完
成动作，因此，在制造的过程中，使用某一具体的控制环节是较为
简单和便利的。但如果对运动控制精度或精度的要求过低，需使用
适当的传感器来实现机器人的闭环控制，可保证机器人的运动轨迹，
并能提高机器人的运动精度。 

一、机电一体化技术概述 
机电系统集成技术是机械技术在工业生产中的一种创新，将计

算机、自动化、加工、信息等技术进行有机结合，综合以上技术在
各专业领域的优点，使产品的生产与制造水平得到极大的提升，是
当今机械工业较为的重要发展方向。其中，机电系统集成技术的核
心为信息传输与处理的技术，而机械制造工艺与机械设备的相互作
用，使其在整个过程中得到充分的发展。其次，测试技术是机电集
成技术应用的关键，当前，为保证传输的速度和灵敏度，采用光纤
传感器，可减轻重量，提高机械的运行速度，最后，运用软件技术，
制造软件定义机电设备生产的产品规格及标准尺寸，并依据实际操
作进行灵活调整。目前，机电系统集成技术在创新应用方面有些缺
陷，但从现有的生产实践看，其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可操作性及较
高的生产能力，其使用和维修工作的范围相对较为简单[1]。 

二、基于机电一体化技术的工业机器人问题 
当代技术还不够先进，机电结合是当今科技发展的根本，其对

当今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在现代工业机器人的发展离不开
机电集成技术，但其发展历史却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在发展的
过程中，存在着较多的不足之处，无法及时的进行改正，在现代在
工业机器人的设计中，没有较高的科技含量，可以结合西方科技技
术。在当今，机器人的制造技术尚未成熟，需培养技术人员合作研
发新的机器人，为新一代科技的研发和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在现
代工业机器人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科技发展水平也在飞速发展，当
代的工业机器人技术也在逐步的提升，开发新的工业机器人，不仅
可以提升当今的经济。因此，应鼓励设计者积极研发新的机器人，
以促进当今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 

三、机电一体化技术在工业机器人中的运用 
（一）适用于各轴的电动位置检测链接 

将电动/液压油缸安装到生产机器人的各个轴上后，需对马达和
油缸的运动精度进行检测，并对其进行详细的校正。对应的编码电
源装置对电动机的转动角可进行有效的检测，并依据编码器所获得
的数据，对电动机的转动角进行有效的控制，以保证电动机的转角
的实用性。同时为保证各油缸的工作性能及保证机械臂的终后定位
精度，需对油缸操纵杆进行有效调整[2]。 

（二）在机器人关键零部件检测的运用 
在机器人制造过程中，每个关节都应装有减速装置。在各机械

臂的齿轮箱上装有振动传感器，能够有效地采集齿轮箱各部位的振
动资料，并对其进行相应的分析。若减速机上的传感器出现了振动
频率过低或幅度过小的现象，也表明减速机操作可能出现问题，为
解决此问题，应科学、合理、有效地检查和保护减速器的位置，有
效地保证每台减速器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性能，保证其定位的准确性
及效率，减速器振动对减速器性能的影响是需注重解决的问题。 

（三）在机器人运动轨迹上的规划 
在工业机器人的运动轨迹定义中，依据工业机器人的实际生产

需要，设计出每目标的运动轨迹，并依据其运动规律，对其进行定
位和定位，并依据机械手的运动学原理，系统地研究工业机器人在
各个轴线上的运动，并将其分成多种驱动机构，使得其可在任何轴
线上自由移动，从而实现它们的运动和最终的位置和方向。 

（四）智能制造 
在企业信息化的过程中，企业的作业员能够按照预定的系统流

程进行操作，从而实现企业的信息化管理。在智能制造业中，机器
人的开发，将会使其对机械、计算机、电子等领域有了全面的认识，
进而使其在实际应用中达到所期望的水平。本装置的机械手以模仿
人类的手指，加入精密的电子仪器，以实现手势等操作，连接到机
械臂上的传感器，其触觉性能要低，这样可更大限度地符合身体机
能。此外，运用机电一体化技术和设备对工业机器人的自主导航性
能进行了改进，能有效的在生产线上完成对被加工的产品进行自动
识别，并依据系统的指令准确地装配、运输、存储和使用。在制造
中，由于数字计算机、传感器、接口等技术的应用，使生产过程中
的机械设备能够进行精确的分类、操作，从而保证了企业的生存，
有效提升企业的生产率，促进了企业的发展[3]。 

（五）工业机器人机电一体化技术发展趋势 
（1）高精度传感器设备可以实时检测机器人制造状态和设备系

统是否存在故障。因此，为有效地解决生产工艺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需工程师们在探测和图像的处理上取得进步，在今后的发展中，机
电系统集成技术将会更加的智能化，工程师构造人工智能的逻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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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可使制造的机器人显示出人类特征，从而更精确地实现企业的
工业目标。（2）小型化的方向正在不断进步，为方便、高效地使各
类生产活动及各类高科技产品的体积越来越小。机电一体化技术在
医学等方面有着较好的应用前景，机电一体化技术若能向小型化、
性能优良、便于储存、运输等方面发展，可能会在社会的生产及生
活中占有重要地位。（3）在当代，网络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
与机电一体化技术相比，其在未来的时间内将是网络化的发展方向，
通过两者的相互配合及整合，可建立起水平、精度较高的电力电子
网络结构，对优化社会生产、提高工作效率有着较为重要的作用。
目前，在现代的能源环境相对的紧张，导致资源数量稀少，消费速
度快，环境问题日益下降等。因此，未来的发展趋势成为机电一体
化技术的发展方向。在今后的发展中，机电技术将逐渐向柔性发展，
也就是将机电技术建设成具有调整功能的电力分配体系，在其体系
中，各个子系统大多是独立的、互相联系的，为系统提供了服务作
用，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在各种环境中，其系统能够产生相
应的信息，达到较好控制的目的，从而提高机电技术的适应性。（4）
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大部分的工业机器人已达到一定的智能水平，
机械、电气和机械设备在三个不同的方向中，可以采用更多的三角
框以保证结构的稳定性，常规的维修机制能够有效地处理长期的伤
害，在此意外中，若工作人员能够及时的发现问题，那么可能会避
免这场意外。在今后的工作中，应频繁检查大型港口设备的运行状
况，以便及时的解决问题及更好的处理脉冲作用。在今后发展的应
用中，智能化是必然的发展方向，在工业机器人、数控机床等行业
中，发展机电一体化、智能化已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机电一体
化中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可提高企业的自动化程度，此系统可不进行
人工管理，减少人力成本，以提高工作效率具有较大的意义。尽管
机电集成技术尚未完全实现，但仍处在研发阶段，随着科学技术的
进步，其智能化运行可将成为可能。（5）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
展，将成为未来机电一体化技术的主要趋势。通过网络的实施，可
使机电一体化技术的应用更加便捷，并运用相应的设备进行远程监
测。一旦此项技术得以实施，采用机电一体化技术，将不需在生产
现场进行辅助观测与运行控制，仅需依据现场所提供的信息，对生
产工艺进行适当的调整，以达到数据传送与应用的目的。如今，环
境保护作用在未来的机电和环境的保护技术中起着较为重要作用，
既是对经济发展的总体需求，也是对机械工业应用的革新，无论是
哪一种技术或是在生产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应该致力于推动发展
低碳科技与环保。另外，实现机电一体化技术的环保性能，既可不
断提高资源运用效率，又可减少与之相关的机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
及破坏，保证机电一体化运行的设备能够循环使用，而不会对环境
造成污染。（6）在未来的生产中，随着机电一体化技术的应用，将
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出现，为推动多功能、多层结构的机电技术的
发展，可不对机电技术进行更新换代和改进，只需定义模块化，便
可依据模块化的方式来定义功能模组，从而实现多功能的产品。当
模组的制造与运作发生问题时，需修正出现问题的模组，将会减少
整个修理的机率。与此同时，自主电源的发展方向主要是针对机电
一体化技术而产生的，在断电时，大多出现中断，但可由电力装置
来进行控制，保证系统的正常工作[4]。 

（六）数控机床中的应用 
（1）数控机床领域。目前，在实际运用中，数控机床是机电一

体化技术中较为普遍、关键的环节，经过多年的生产实践，该系统
在数控加工中的应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当前的 CNC 加工中，
其操作和应用的优势在于其具有较高的准确度的功能，能够适应多
种生产控制的实际需求，且操作简便，结构构成也便于日后的维修。
在当今时代，信息技术与科技的不断革新与发展下，数控机床的应
用逐渐趋向于总线化、模块化，成为实现高精度、集中化操作的关
键步骤。另外，在以机电一体化技术为基础的数控机床上，一般多
采用 CPU 作为总线，给实际生产管理提供了多种控制选择，以达到
多种工艺生产的目的。除外，当前的 CNC 制造多采用高度开放性的
设计体系，避免因使用时的过分排斥而缩短设备的使用寿命，使其
难以进行正常的生产。此系统便于使用者按实际需求对数控设备进
行升级或重新加工，从而全面提升数控设备的智能化操作水平。最

后，在现代 CNC 设备中，机电一体化技术的成熟运用，为团队的维
修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研究小组仅需在线诊断，即可识别出 CNC
机床的故障部位，并运用扩散控制操作法，找出故障所在。通常，
维修是较为容易的，将机电一体化技术引入到 CNC 机床中，可实现
多个机床在同一机械设备下进行操作与控制，且各机床间的加工、
制造任务互不干扰，充分的满足目前的生产需要。（2）工业机器人
领域。将机电技术引入到工业机器人中，使其智能化程度得到进一
步的提升，从而使其能够依据预先定义的编程来适应各种生产和运
行的需求。在机电一体化技术中，应用检测技术有助于实现对信息
的准确识别、信息采集、分类、分析、处理等，从而增强了对不同
的生产环境的适应性。尽管以机械和电子技术为基础的工业机器人
在使用上的成本较高，但在实际的应用中，其的使用是一项较为重
大的进步，同时也是机电技术在应用领域中的突出表现。（3）分布
式控制系统。DCS 在机电一体化技术中的应用，将会较好地解决以
往集控系统在控制、指挥等诸多方面存在的问题，分布式控制系统
运行的实际应用，是基于对主机的管理，实现对多台计算机的控制
与管理，应用此系统可改善常规作业控制的方便，为安全生产提供
了有力的保障。在工业生产中，采用分布式控制技术是实现电力电
子设备集成的技术，在实际应用中，将分散式控制系统划分为若干
层级。总体而言，此系统能够实现实时调度、在线优化、生产计划
管理及调整等，功能的多样化、可靠性高、操作简便，较大地减少
了生产和操作错误的发生，在工作人员分配的控制系统的日常维修
也逐渐的变得容易[5]。 

（七）工业机器人的运用要求 
（1）有关机械零部件的制造和精度。目前，工业机器人大多是

小型精密加工，其精度要求高吗，在工业机器人的生产作业中，应
确保各个零件的精确性，使之达到工业机器人的运动精度。在工业
机器人生产过程中，若电机、机械臂等核心零件不能够满足实际加
工精度和设计的要求，可能会造成机器人最终的运动位置偏离实际
需要，从而对其应用产生较大的影响。（2）传动系统的精准度。目
前，机器人已被广泛地应用于工业领域，其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
工业机器人在工业上的应用风味两大类：六轴回转机械臂和直线机
械臂。第一种是转动式，能运用六个轴线进行动作，而第二个，直
线移动机械手通常是用来搬运机械的。能量传递是机器人的重要组
成部分，可直接关系到机器人的最终动作精度，当传动机构的各个
转轴被带动后，若传递元件的精度不能够满足要求，将会对机器人
的最终动作精度造成较大的影响。工业机器人在实际应用中对其精
度的要求偏高，因而需要更高的操作精度，现代机器人的生产技术
相对于先进水平具有较大的差距，高精密齿轮传动系统的生产和自
主开发的可能较小。依据机器人最终的动作及各个驱动链条的精确
程度是不容忽视的，若在初始动作中出现错误，必然会造成传动链
条在运转时产生膨胀，导致最终位置的精度降低，最终导致无法达
到预期值。 

结语： 
综上所述，介绍了工业机器人加工中的机械装置与机械装置的

具体应用，并结合工程目标，对造成机械装置定位的主要原因进行
了简单的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预防措施。在工业机器人的应用中，
企业可以选择信息技术、传感器技术设备等，以保证其工作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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