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门子电机1FL6042-2AF21-1LA1

产品名称 西门子电机1FL6042-2AF21-1LA1

公司名称 浔之漫智控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品牌:西门子
型号:模块
产地:德国

公司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广富林路4855弄88号3楼

联系电话 158****1992 158****1992

产品详情

西门子与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国机集团）旗下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伙伴协议，双方将在技术研
发、装备制造以及中国和全球工程项目总承包（EPC）项目等领域展开充分合作，助力国机集团及其旗
下企业抓住“中国制造2025”与“一带一路”战略的机遇，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并拓展本地和海外业务。
本协议由国机集团的二级子公司中国轴承进出口联营公司发起，并作为西门子与国机集团旗下各级企业
深入合作的桥梁。

 

“国机集团作为多元化、国际化的综合性装备工业集团是西门子的重要合作伙伴之一，”西门子（中国
）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过程工业与驱动集团总经理林斌表示，“凭借跨越产品与生产全生命周期的产品
组合、覆盖200多个国家的全球业务网络、完善的金融解决方案及灵活的服务模式，西门子已成为中国客
户服务本土市场、进军海外业务的可靠合作伙伴。”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刘敬桢表示：“西门子以持续的技术和管理创新引领着面向‘工业4.0’的数
字化企业进程，国机集团市场遍布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西门子的合作将实现强强联合，更好地为
国内外客户提供全球化的优质服务。”

根据协议，西门子将向国机集团所属企业所承接的工程项目及服务项目提供新的电气化、自动化和数字
化解决方案，涵盖自动化、驱动和高、低压电气方面的产品和设备维修维护服务、融资租赁服务等，以
及相关的技术支持、产品与应用培训。未来，双方的合作将从机械装备制造向发电、输配电、金融等领
域深入拓展，助力国机集团持续引领中国机械工业的发展。

此前，西门子与国机集团就已经在工业机器人和智能制造
领域开展深入合作。去年十一月，西门子与国机集团旗下的国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作谅解备忘录
，将携手建立联合研发中心，在工业机器人关键技术、制造业自动化和数字化研究以及智能工厂等方面
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共同推进工业机器人合作领域新标准的研究和制定工作，并在数字化领域建立信息
共享平台。

http://zh-siemens.gongboshi.com/
http://walvoil.gongboshi.com/


出席本次签约仪式的企业还有国机集团二级集团或下属公司中国福马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第二重型
机械集团重型机械股份公司、中国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起重运输机械
设计研究院、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中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等。

用PID引导做的PID程序，量程为0~500，设定值为300，P0.5，I10，d0。具体的表现见附件图片。输出经
常出现骤降的现象。如果P值越大，骤降的越厉害。但很小的时候，如0.1的时候也有，但这样就起不到
调节的作用了。所以这个骤降现象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引起的。图一：无输入时的输出图二：PID程序图
三：有输入的时的输出答：看了楼主的PID调节控制面板，调的也太离谱了呀，呵呵P值越大，肯定骤降
的越厉害，放大的多了就这样。P=0.5就抖成这样？太邪乎了。程序是应该在PID被激活的情况下下载，
这个楼主知道吧？对于这些参数其实我也不是很在行，还是调节P和I吧但是我把我调的一个图片发上来
供楼主参考，希望你赶紧解决问题！！PID参数的调整经验：（1）对于比例控制来说，将比例度调到比
较大的位置，逐步减小以得到满意的曲线。（2）对于比例积分来说，先将积分时间无限大，按纯比例作
用正定比例度。得到满意曲线后，将比例度放大（10~20）%，将积分时间由大到小加入，直到获得满意
曲线。（3）对于PID控制，先将微分时间置零，按照调比例积分控制方法得到满意取先后将比例度将到
比原值小（10~20）%位置，适当减小积分时间后，将微分时间逐渐加大，直到获得满意的曲线。

常用口诀： 参数整定找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经验参数：对于温度系统：P（%）20
--60，I（分）3--10，D（分）0.5--3  对于流量系统：P（%）40--100，I（分）0.1--1 
对于压力系统：P（%）30--70，I（分）0.4--3  对于液位系统：P（%）20--80，I（分）1--5

挤进制造业强国，中国企业应了解的智能制造与智能决策

    在制造业不断迈向智能制造的过程中，制造业大数据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在制造业大数据应用的
诸多领域中，智能决策以其重要性和复杂性尤其值得企业管理者关注。这里对如何搞好智能决策进行一
些讨论。

    一、智能决策是决定智能制造水平的关键

    智能制造是指具有智能运营和管理模式的制造业企业所进行的运营活动的统称。

    管理者通常通过决策来实现使用设施、利用资源，进而达到有效完成经营活动目的。因此，智
能决策的能力和水平是决定企业智能制造水平的关键。本质上说，企业向智能制造发展的过程，也就是
管理从经验决策向科学决策、进而向智能决策演进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决策的不断优化离不开数据与信息，离不开企业信息化。但信息化不等于信息系
统化，因为很多离散在IT系统之外的数据也是可以支撑分析的，这一点，在实践中往往会被人所忽视。
随着近年来企业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深入，企业内部各类信息系统不断增多，为决策支持提供了越来越多
的信息和数据。

    二、BI是支撑企业智能决策的核心手段

    在企业的各类IT系统中，服务于决策支持的BI（Business Intelligence，商业智能）系统，因其汇集
企业所有IT系统的数据和各类数据源，专门服务于管理层和决策层以了解业务进展、分析问题、辅助决
策，因而被视为分析、决策的核心支撑工具。

    BI系统工作时需从各类IT业务系统（数据源）提取数据、经过ETL（数据的抽取、转换、加载）



将数据加载到数据仓库中，之后根据需要构建出不同的数据分析主题，后在展现层上实现各种分析和展
示功能。示意图如下。

 三、BI当前的应用状态

    随着企业信息化建设的深入，数据及数据价值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管理者迫切地希望从数据的
分析中得到启发、对决策带来帮助。但实践中BI项目的高失败率又使人望而却步。管理的需求和现实中
存在的问题交织在一起，使BI应用出现了冰（现实）火（希望）两重天的局面。

    研究表明，与一般的基层管理人员主要以了解业务进展状态为目的这样具体、明确的数据分析需
求不同，中高层管理者对数据分析需求会因人、因时而异出现变化，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分析需求的“
焦点漂移”。

    另一方面，在构建BI分析系统时，常常需要对不同的信息系统的数据进行抽取、处理、加工、建
模，以形成数据仓库、数据集市和指标模型，这一过程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导致了对临时出现的管理人
员的分析需求不能快速响应和满足。

    由于对上述两方面的问题认识不足，一些BI应用的先行企业建成的系统随着管理层关注点的迅速
变化，出现了上线后的系统利用率下降、乃至废弃的问题，有的企业为了解决此类问题，一再重复尝试
，甚至“屡败屡战”、“屡战屡败”。

    四、解决之道：从有思想的BI到管理佳实践

    研究表明，在BI系统中，简单的提供分析报表，只能向管理者展示企业运行的“事实”；在此之
上，精心选择的KPI（关键绩效指标）则可以在展示事实的基础上进一步显示企业运行的“状态”；而使
用KSI（关键状态指标，比起仅关注内部过程结果的KPI，KSI更加广泛地包括了管理者需要关心的所有管
理主题的状态）则能帮助管理者从事实和状态中发现问题；而使用了KSI T（T代表thought、思想，意即
KSI之间具有管理逻辑关系）的系统则能帮助管理者分析导致问题的矛盾；在此基础上使用KSI T
BP（Best Practice，代表管理佳实践）的系统则可以借助系统中包含的KSI、管理逻辑和管理佳实践为管理
者带来启发，帮助他们有效地制定和推行业务改善对策和行动计划，更有效地提升业务绩效。

所以，要想让BI系统对管理者有更多的帮助，就必须使用不断进化的分析手段和方法来不断提高系统的
智能化程度。传统的、仅能够提供报表和KPI分析功能的“BI”系统仅能展示事实、分析状态，不能帮助
管理者发现问题、分析矛盾、制定对策，没有智能，故应该称之为BA（Business
Analysis，商业/业务分析）。而具有KSI、KSI T、KSI T BP的系统由于具有帮助管理者发现问题、分析矛
盾、制定对策的能力，才可以真正称之为BI（商业智能）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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