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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造中机械自动化技术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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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机械制造业发展过程中，机械自动化技术作为较为关键的技术，对于机械制造生产效率和机械制造质量的提升具

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机械自动化技术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各类机械产品不断在市场上涌现出来，为人们的工作生活

带来了诸多的便利，机械自动化技术的优势也越发凸显出来。在当前机械制造过程中，机械自动化技术在各个环节的有效

应用，不仅促进了工作效率的提高，而且实现了生产成本的下降，为机械制造业整体经济效益水平的提升具有极为重要的

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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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mechanic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mechanical automation technology, as a key technolog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mechanical manufacturing. In recent years, 
mechanical automation technology has made rapid development, and various mechanical products have been emerging in the market, 
which has brought many conveniences to people's work and life, and the advantages of mechanical automation technology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 the current mechanical manufacturing process, the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mechanical automation 
technology in all aspects not only promotes the improvement of work efficiency, but also reduces the production cost, which play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overall economic efficiency of the mechanic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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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械自动化技术概述

由于机械制造业生产作业过程中存在工作强度大及重复

性的特点，将一些技术含量低的工作由机器自动完成，相

较于人工劳动力，利用自动化技术不仅工作效率较高，而

且出错率更低，机器可以不间断作业，可以有效的保证生

产量。自动化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应用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并成为制造业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其对我国工业化的发

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要实际机械自动化技术应用过

程中，通过对机械制造过程进行优化，特别是运行微电子

技术、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等可以实现

机械制造过程的自动控制。如利用计算机技术控制机械设

备参数，并对设备进行调整，自动对设备信息进行管理，

可以保证各种数据信息的有效性。而且在机械自动化技术

应用过程中，可以对机械设备运行情况进行观察和调整，

保证机械设备运行的稳定性。

二、机械制造自动化技术系统的主要内容

（一）设备设计系统

为了确保机械制造自动化技术应用质量，前期相关设备

软硬件系统设计工作较为重要，当前很多设计软件已大量

应用在机械制造领域，如CAD软件等，这些软件应用可有效

优化机械制造生产流程，提升机械制造效率。但这些设计

软件局限性也较为明显，其往往需要软件生成专业图纸，

再传送着设备生产人员，由其根据自身专业技能及制造经

验实施设备制造，这在原地程度上影响机械制造效率及精

准度。而随着自动化技术合理应用，设计人员可利用设备

设计系统，将机械制造设计数据直接上传数据处理中心，

由其对于设计结果进行剖析分解转化相关设备参数，并传

输至具体机械制造设备，这样不仅能够确保机械制造精准

度，还需有效减少信息传输流程，避免由于人为因素影响

导致设备输入数据偏差情况，提升机械制造效率以及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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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程度。

（二）信号发布系统

机械自动化技术应用时，信号发布系统是关键组成单元

之一，其具体利用相关信号传输线路及信号处理装置实现

信息数据快速准确传递，确保信息数据的时效性，再通过

信息处理中枢实现参数调整。同时，实际自动化技术应用

过程中，该系统可依据信号采集装置、相关图纸及工艺参

数要求，对于各种信息数据实施集中记录及分析，并将这

些分析数据上传至终端设备，并由终端设备对于相关参数

实施有效调整，这样有助于完成信息数据分析处理流程，

提升专业分析结果的准确性。

三、机械自动化技术及机械制造发展的趋势

任何技术的发展和更新都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因此

对于机械自动化技术的发展而言，需要强调其实用性。立

足于我国生产的实际和基本国情，积极完善机械自动化技

术，使其与我国发展需求更具适合性。在实际设计过程中

要重视机械自动化的实用性，开发数字化机械，通过多种

先进技术手段的有效融合，从而实现对产品的设计和模

仿，使其更好的满足实际发展需求。

（一）智能化和信息化

在当前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机械制造业加快

向智能化和信息化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工业以太网的建立

及物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及人工智能技术等在机械制造

业中的广泛应用，一些制造环节也被工业机械器人替代，

这也对机械行业的智能化和信息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作用。而且随着智能化水平的提升，这也对相关硬件及软

件技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带动作用，智能化软件的应用

规避了传统集成总线的弊端，智能化硬件的信息收集和处

理决策等方面进行了集成，有铲的保证了决策的及时性和

有效性。另外，5G通信技术的发展也为工业机械行业的通

信起到了重要支撑。再加之先进通信设备的使用，大幅度

提升了终端通信速度和工作效率，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高

效和快速传递。

（二）模块化方向发展

产品设计及模块化生产也是机械自动化发展的重要体

现。由于传统产品设计效率低，而且设计水平有限，大部

分设计产品规格不兼容，产品在设计和组装方向存在效率

不高的问题。随着机械设智能化水平的提升，通过形成模

块化，这也能够将产品重心更多的集中在结构和系统化设

计方面。模块化还能够统一规范行业标准和接口，有效的

消除不兼容的问题。而且当前行业标准化的发展也为机械

制造业的发展带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不仅产品设计效率

和设计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而且企业也有更多的精力

对其他项目进行有效管控。另外，一些优秀产品在生产过

程中，可以采取分工完成的方式，充分的结合各企业的优

点，采用模块化生产，这样在推动机械制造业快速发展的

同时，制造企业也能够更重视产品研发。而且随着各制造

企业利用模块化加快技术融合的步伐，研发成本和技术消

耗也会得到有效节约，全面提高生产效率，为制造业的可

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绿色化方向发展

机械制造过程中存在大量资源消耗的问题，会对生态

系统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近年来我国供给侧改革不断

深入，产业结构加快了调整的步伐，这也使一些高能耗

和高污染的机制制造企业被淘汰。机械制造行业的健康

发展，需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并重视先进材料

和先进工艺的应用，有效的提高制造生产效率，降低能

源消耗。绿色化作为机械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方向，通过

积极应用绿色材料、绿色工艺和绿色技术，实现机械制

造业的节能减排。

四、结束语

机械自动化技术在机械制造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同时也

是机械制造行业未来的重要发展趋势。将机械自动化技术

与机械制造有效结合，可以有效的提高机械制造生产作业

效率，实现对生产成本的有效控制，全面提高机械产品质

量。特别是在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新形势

下，机械自动化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通过对机械自动化

技术的应用进行深入研究，全面提高机械制造业的发展水

平，为我国2025中国制造目标的实现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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