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门子代理华中地区一级总代理PLC

产品名称 西门子代理华中地区一级总代理PLC

公司名称 广东湘恒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西门子变频器:西门子触摸屏
西门子伺服电机:西门子PLC
西门子直流调速器:西门子电缆

公司地址 惠州大亚湾澳头石化大道中480号太东天地花园2
栋二单元9层01号房

联系电话 18475208684 18475208684

产品详情

01 工业化控制层概述

工业化控制层包括智能产品/智能生产设备/智能测试设备、数据采集、设备维修、设备维护保养、预测
性维护、机器人自动巡检点检、远程监测与控制等。

智能产品/智能生产设备/智能测试设备：集先进制造技术、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为一体，具有感知、分
析、决策功能的监测、控制与驱动设备及产品。

 数据采集：指通过在线的传感器或软件技术对被测对象进行自动采集数字或模拟信号，并传送到DCS
、PLC、DNC、SCADA、仪表等系统进行分析、处理。全部的数据采集系统包含了传感器、信号调理、
模\数转换、通讯接口，以及信号处理设备、信号处理软件等。

 设备维修：指为保持、恢复以及提升设备技术状态进行的技术活动。其中包括保持设备良好技术状态
的维护、设备劣化或发生故障后恢复其功能而进行的修理，以及提升设备技术状态进行的计划性或紧急
性的技术活动。

 设备维护保养：是设备维修与保养的结合。为防止设备性能劣化或降低设备失效的概率，按事先规定
的计划或相应技术条件的规定进行的技术管理措施。包括事后维护、预防维护、生产维护、预测维护等
。



 设备预测性维护：基于生产过程、设备运行数据及运行日志文件数据的分析，对设备状态进行有效性
评估，并通过预测可能的失效模式，动态、及时地发现设备潜在故障，并形成具有针对性的预警及维护
方案。

 机器人自动巡检点检：制定对设备进行定点、定位的周期性或临时性的检查方案，通过自行走机器人
、无人机等方式，按照预设的路线，以传感器、仪器仪表、视觉、红外线等接触式或非接触式的检测技
术，对设备运行状态及环境进行数据、影像采集，并可做出预判。同时需采用无线传输技术，将以上信
息及时传送给管理中心。在特殊工况下比较适用，但是在正常的环境下可以用远程监控来替代。

 远程监测与控制：通过有线或无线网络的方式，通过计算机系统对远程的设备进行运行状态的数据采
集与视频监控，并可通过网络实现远程对设备的启停、运转速度等运行状态的控制。智能产品/智能生产
设备/智能测试设备在开发阶段就需在设备内部建立运行状态的数据采集系统，并具有可连接到专网、宽
带、4G、5G等的通讯接口。

02 IT信息化5层架构的数据打通

1、概述

IT信息化5层架构如下图所示：

 第一层（设备基础层）：包括工业生产各类设备、传感器、PLC控制、传输网络以及物联网网关等，
是工厂的最底层加工单元。主要完成数据的采集、转换、收集、处理和计算，以及必要的控制。通过统
一的接口（如OPC
UA），按照传输协议（比如工业以太网传输协议）连接到工业监测、控制、执行系统中。

 第二层（自动化控制层）：设备监测控制系统，比如HMI、DNC、SCADA等。HMI称作人机接口（也
叫人机界面），是系统和用户之间进行交互和信息交换的媒介，实现信息的内部形式与人类可以接受的
形式之间的转换。SCADA是数据采集与监测控制系统，是以计算机为基础的DCS与电力自动化监控系统
。可以对现场的运行设备组网进行监测和控制，以实现数据采集、设备控制、测量、参数调节以及各类
信号报警等功能。

 第三层（生产执行层）：由MES、MOM等满足不同工业需求的生产执行系统构成，负责拿到任务并进
行任务的分配与过程执行。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通过网络和各类接口，向控制层系统或基础层设备请求
所需要的各种参数、变量、状态和数据，反向控制指令的原理一样。其技术基础是与现场设备进行通讯
，实现数据的自动化采集甚至智能采集以及反向控制。

 第四层（业务管理层）：包括PLM、ERP、SCM、CRM等上层系统。其中，PLM负责产品从研发到报
废的“全生命周期管理”，ERP负责企业内部资源的配置和协调，SCM负责企业资源和外部的对接，CR
M负责促进企业和消费者的沟通。

 第五层（商业决策层）：经过层层数据的采集、处理、存储、分析、利用，最终能够为商业决策层（B
I商务智能）提供精益的数据基础。商业决策层将企业中现有的数据进行有效整合，快速准确地提出决策
依据，帮助企业做出明智的业务经营决策。



通过以上IT信息化5层架构的打通，能够打破数据孤岛，使得智能产品从设计、制造、安装、运维到服务
的所有环节都被打通。PLM的设计数据直接进入ERP系统，ERP系统立即调配工厂资源，如需外界供货则
由SCM系统自动调配。而借助于CRM系统，整个生产过程可以和客户保持实时沟通。MES系统在其中起
到了信息化和工业自动化的桥梁作用。这一切的基础是实现软硬件的结合，用智能信息化系统结合智能
产品/智能生产设备/智能测试设备，最终实现整个制造工厂到服务现场的智能化。

2、数据采集

数据采集作为产品生产和服务运维过程中的信息收集手段，是连接底层工业控制系统与上层信息化系统
的桥梁，为企业信息化提供有效的基础数据，比如工艺参数、设备数据、质量数据等。数据采集将管理
同生产紧密结合，形成“信息源于生产，运维服务数据又最终指导、优化生产”的有效闭环。

2.1 数据采集类型

工业数据主要来源于机器设备数据、工业信息化数据和产业链相关数据。不仅要涵盖基础数据，还要逐
步包括用户行为数据、社交关系数据、用户意见和反馈数据、设备和传感器采集的周期性数据等各类数
据。目前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数据采集类型：

（1）海量的Key-Value数据：在传感器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光电、热敏、气敏、力敏、磁敏、声敏、
湿敏等不同类别的工业传感器在工业现场得到了大量应用，而且很多时候机器设备的数据大概要到毫秒
的精度才能分析海量的工业数据。因此，这部分数据的特点是每条数据内容很少，但是频率极高。

（2）文档数据：包括工程图纸、仿真数据、设计CAD图纸等，还有大量的传统工程文档。

（3）信息化数据：是由工业信息系统产生的数据，一般是通过数据库形式存储的，这部分数据是zuihao
采集的。

（4） 接口数据：由已经建成的工业自动化或信息系统提供的接口类型数据，包括txt格式、JSON格式、
XML格式等。

（5）视频数据：工业现场的视频监控设备产生的大量视频数据。

（6）图像数据：工业现场各类图像设备拍摄的图片，例如巡检人员用手持设备拍摄的，或机器人自动拍
摄的设备、环境信息图片等。

（7）音频数据：语音及声音信息。例如操作员的通话、设备运转的音量等。

（8）其他数据：例如遥感遥测信息、三维信息等。



2.2 数据采集方法

（1）传感器

传感器是一种检测装置，能感受到被测量的信息，并将信息按一定规律转换成电信号或其他所需形式的
信息输出，以满足数据的传输、处理、存储、显示和控制等要求。生产车间中存在许多传感节点，24小
时监控着整个生产过程，当发现异常时，迅速反馈至上位机，是数据采集的感官接收系统，属于数据采
集的底层环节。

（2）RFID技术

RFID射频识别技术是一种非接触式的自动识别技术，通过射频信号自动识别目标对象、获取数据信息并
交换数据。RFID技术可识别高速运动物体并可同时识别多个标签，操作快捷方便。

在工作时，RFID读写器通过天线发送出一定频率的脉冲信号，当RFID标签进入磁场时，凭借感应电流所
获得的能量发送出存储在芯片中的产品信息，或者主动发送某一频率的信号。阅读器对接收的信号进行
解码，然后送到后台主系统进行相关处理。主系统根据逻辑运算判断该卡的合法性，针对不同的设定做
出相应的处理和控制，发出指令信号控制执行动作。

2.3 数据采集难点

（1）数据量巨大

如果单纯是将数据采集到，可能还比较好完成。但是，因为必须要考虑数据的规范与清洗，所以在存储
之前需要对海量的数据进行处理，从技术上又提高了难度。

（2）工业数据的协议不标准

互联网数据采集一般都是常见的HTTP等协议，但在工业领域，有ModBus、OPC、CAN、ControlNet、D
eviceNet、Profibus、Zigbee等各类型工业协议，而且各个自动化设备生产及集成商还会自己开发各种私有
的工业协议，导致在工业协议的互联互通上，出现了极大的难度。很多企业在工业现场实施综合自动化
等项目时，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面对众多的工业协议，无法及时有效的进行解析和采集。

（3）视频传输所需通讯带宽巨大

随着云计算技术的普及、公有云的兴起，大数据需要大量的计算资源和存储资源，因此工业数据逐步迁
移到公有云已经是大势所趋了。现在一个工业企业可能会有几十路视频，成规模的企业会有上百路视频
，如此大量的视频文件如何通过互联网顺畅的传输到云端，也是需要面临的巨大挑战。



（4）对原有系统的采集难度大

在实施大数据项目时，数据采集往往不仅仅是针对传感器或者PLC，而是采集已经部署完成的自动化系
统的上位机数据。这些自动化系统在部署时，厂商水平参差不齐，大部分系统是没有数据接口的，文档
也大量缺失，大量的现场系统没有点表等基础设置数据，使得对这部分数据采集的难度极大。

（5）安全性考虑不足

原先的工业系统都是运行在局域网中，安全问题不是突出考虑的重点。一旦需要通过云端调度工业之中
最为核心的生产能力，又没有对安全的充分考虑，造成的损失是难以弥补的。

3、数据展示

数据采集、处理之后，需要对采集数据进行展示，例如智能产品/智能生产设备/智能测试设备运行状态
报告，可以显示出当前每台设备的运行状态，是否空闲、空闲时间多少、是否加工中、加工时间多少、
状态设置如何、正在运行中或是出了故障等。

数据展示需要对采集到的项目数据提供多种报表的展示，例如设备综合利用率OEE报表，能够准确清楚
地分析出设备效率如何，在生产的哪个环节有多少损失，以及可以进行哪些改善工作。设备实时状态跟
踪、能耗看板，将生产现场的设备状况第一时间传达给相应的使用者。企业通过对工厂设备状态的实时
了解，可以实现即时、高效、准确的精细化设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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