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门子代理华南地区一级总代理PLC

产品名称 西门子代理华南地区一级总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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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产品/智能生产设备/智能测试设备

数据上工业云

随着制造业的发展，智能产品/智能生产设备/智能测试设备的性能越来越好，功能也越来越强大，结构
越来越复杂，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同时，工厂对智能产品/智能生产设备/智能测试设备的安全、稳定
性要求也越来越迫切。无论是智能制造还是智能产品/智能生产设备/智能测试设备，核心都是数据。过
去，数据沉淀在设备里，无法提取出来，生产管理只能依赖经验，而不能依靠数据。而如今，可以通过
设备联网，采集生产、设备数据甚至环境数据，设备成了能听懂指令和会说话的智能设备。

如今工业云环境已经初具规模，如果能将智能产品/智能生产设备/智能测试设备数据上云，对智能产品/
智能生产设备/智能测试设备开展全面的状态监测、故障诊断及健康管理，将大幅保障设备安全可靠地运
转。并且可以对智能产品/智能生产设备/智能测试设备数据进行分析，充分挖掘数据的价值，找到生产
效率提升的关键因素。

智能产品/智能生产设备/智能测试设备上云能够帮助企业形成完善的设备运维生命周期闭环，有效提升
设备运维管理效率，并在这个过程中沉淀企业数据知识资产，为后续生产运营优化提供依据，给企业带
来巨大的经济效益。通过智能产品/智能生产设备/智能测试设备上云，将设备运行数据、状态数据、诊
断数据、自身生命周期数据等放在云端，建立云上设备与信息系统的安全稳定连接，全方位管理生产进
度、质量、设备和人员等各环节。对接线上设备数据进行实时监控，实现设备数据集成管理，解决设备
监控、产品质量追溯等问题，通过信息化建设全方位的可追溯数据。拿设备维修履历数据举例：维修履
历数据是工厂维修人员、设备厂家留下的痕迹数据，系供应链数据。通过上云可以将这些数据进行痕迹
管理和深度分析，应用于工厂端、服务端、供应链与设备端。这需要以维修模式创新作为基础，比如维
修合伙人制度，以及工业服务产业化作为支撑，方能实现数据变现。



人工智能和云计算
赋能数据产生价值

数据的挑战是所有新技术挑战的主要表现形式。如何做好设备与设备之间的互联，不同设备之间数据的
交互，在生产过程中、安装运维过程中的海量数据处理，已经不单纯是要解决数据联通，而是需要全方
位的技术思考。

1. 人工智能赋能的数据产生价值

《人工智能标准化白皮书（2018版）》认为，人工智能是利用数字计算机或数字计算机控制的机器模拟
、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感知环境、获取知识并使用知识获得zuijia结果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
。

1.1 人工智能的特征

（1）由人类设计，为人类服务，本质为计算，基础为数据。通过对数据的采集、加工、处理、分析和挖
掘，形成有价值的信息流和知识模型。

（2）能感知环境，能产生反应，能与人交互，能与人互补。能够帮助企业做人类不擅长、不喜欢但机器
能够完成的工作。

（3）有适应特性，有学习能力，有演化迭代，有连接扩展。人工智能系统具有一定的随环境、数据或任
务变化而自适应调节参数或更新优化模型的能力，并且能够在此基础上通过与云、端、人、物等，进行
越来越广泛的、深入的数字化连接扩展，使系统具有适应性、灵活性、扩展性，来应付不断变化的现实
环境。

1.2 智能制造对人工智能的需求

（1）智能产品/智能生产设备/智能测试设备：包括智能产品/智能生产设备/智能测试设备、自动识别设
备、人机交互系统、工业机器人以及数控机床等具体设备，涉及到跨媒体分析推理、自然语言处理、虚
拟现实智能建模以及自主无人系统等关键技术。

（2）智能工厂：包括智能设计、智能生产、智能管理以及集成优化等具体内容，涉及到跨媒体分析推理
、大数据智能、机器学习等关键技术。

（3）智能服务：包括大规模个性化定制、远程运维以及预测性维护等具体服务模式，涉及到跨媒体分析
推理、自然语言处理、大数据智能、gaoji机器学习等关键技术。

1.3人工智能赋能价值



举个例子：比如设备预测性维护的人工智能应用。传统的设备维护方法是人工经常性的巡视、定期预防
性检修，凭外观现象、指示仪表等判断可能出现的异常；定期对设备实行停止运行的例行检查，做预防
性绝缘试验和机械动作试验等。一旦设备出现问题，只能逐个排查，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可以实现预测性维护。通过边缘侧的数据采集、处理，基于数据驱动型的机
器学习方法，充分发挥算法、模型的作用，借助于计算机的算力、学习力来寻找最优的维护参数，并获
得更高的预测准确度。通过预测预控，变被动为主动，在机器发生故障之前自动检测到异常，并提醒用
户进行有针对的维修维护。

再举个例子：比如商业决策BI的人工智能应用。传统的BI看板报警是基于事先设定好的规则，比如：阈
值、警戒线等。一旦超出了设定的阈值或警戒线就自动告警。

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可以实现模型控制，比如：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对比过去的数
据，自动选择适合的算法、自动判断告警、触发上述预测性维护指令等商业决策。

2. 云计算赋能的数据产生价值

随着物联网、工业大数据等信息网络技术和制造技术的融合发展，作为基础设施的云计算逐步向制造和
服务领域渗透。解析服务、云数据、云存储等产品和解决方案的出现，极大地方便了物联网、大数据的
工业部署，打通了工厂间的信息孤岛，使制造企业能够实现跨平台的海量数据分析和管理，实现快速响
应和柔性高效的生产制造。工业云平台的推出为制造企业提供了协同设计、模拟仿真、物流追踪、智能
控制等云服务，生产管理智能化水平得到明显提升。

无论工业物联网、大数据驱动、数字孪生这些概念说的如何天花乱坠，在实际工业生产过程中，如果不
能解决企业的核心问题——提高利润、降低成本，都难免是纸上谈兵。虽然数据本身很重要，但能直接
解决问题的服务应用对企业才更有价值。当前，除了如何采集数据之外，绝大部分企业面对的关键问题
是如何运用数据产生价值！

通过云计算赋能，可以产生如下价值：

（1）通过云计算，能够将原本隐性的问题，通过对数据的挖掘变得显性，进而使以往不可见的风险能够
被避免。

（2）将云计算与大数据、其他先进的分析工具相结合，能够实现产品的智能化升级，利用数据挖掘产生
的信息为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增值服务。

（3）利用数据寻找用户价值的缺口，开拓新的商业模式。云计算平台可以为客户的产品需求和企业的制
造资源搭建沟通桥梁，企业可以通过客户端与云平台的双向沟通开展面向客户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
并通过云平台将产品的生产状况和制造进度及时反馈给客户，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用户参与。以用户
需求为原点配置企业制造资源和能力，打造个性化产品，实现商业模式创新。



（4）云计算应用逐步普及，并不断向细分领域渗透，加速企业由硬件制造商向“制造+服务”的提供商
转型。企业利用云计算结合大数据、物联网、在线监测等技术能够将产品的运作过程虚拟化传输到云资
源池中进行故障诊断、寿命预测，并为软件问题提供在线解决方案，产品附加值得到提升。制造企业通
过构建云平台，对外开放自身数据、知识、专家和制造资源，能够为第三方企业和用户提供数据分析、
融资租赁、供应链管理等产业链延伸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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