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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食品加工企业是制造业领域中快速变化、竞争激烈的行业，只有那些有经营特色的、规模效益、市场触
觉敏锐的企业才能在行业中长久立于不败之地。但是由于食品生产固有的特点，如生产季节性强，成品
保存期短、库存周转快、质量控制严格等，在季节、时令、技术、管理、市场、质量等诸多因素共同影
响下，食品生产企业面临生产计划难以制订，又或制订的计划与生产、市场脱节，成本难以控制，资源
难以高效率利用等的困难。正是由于以上因素，食品加工企业急需上规模、上档次、抓质量、抓管理，
同时配合一整套符合自身运作和发展需要的企业mes平台。

因此，行业本身的特点需要mes系统设计中灵活性强、涉及的数据广、产品质量的均一性、稳定性、减少
人工操作、系统运作要求更准确、高效、安全和有保障。

中渊科技设计了符合食品质量安全要求的mes制造执行系统，该系统式一套涉及面广，可实现生产过程的
自动化、生产监控的可视化、过程控制优化及管理系统与控制系统的集成技术等，保障产品质量、生产
仓库信息生产维护信息、生产管理信息，因此它可以实现多元异构系统的集成。

食品制造业mes 系统建设的需求

由于mes 处于企业的计划执行层，从mrpii/erp 层接受计划指令，并向mrpii/erp反馈信息。因此，mes
需要与mrpii/erp 建立紧密的信息集成。

在生产计划方式方面，企业生产计划主要以市场预测来决定市场需求而进行组织生产，如果市场需求量
大的产品。是“以产促销”——通过大批量生产，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

在成本核算方式方面，计算产品成本一般采用平行结转法，在其成本组成中，生产成本中占比例最大的
是原材料。通常，原材料占产品成本的较大，人工成本所占比例较小，还有其他为分摊成本。

在作业计划调度方面，企业的生产作业计划调度，需要根据市场情况、设备能力、均衡生产等方面进行
调度。这种调度，是基于有限能力的调度并通过考虑生产中的交错、重叠和并行操作来准确地计算工序
的开工时间、完工时间、准备时间、排队时间以及移动时间。通过良好的作业顺序，可以明显地提高生
产效率。



在数据采集方面，由于单机设备自动化程度较高，设备控制级大量采用dcs、plc。在检测驱动方面，各种
智能仪表、数字传感器已普遍应用；过程控制则广泛采用以小型机为主的自动控制系统。这些自动化设
备，能自动准确记录各种生产现场信息。对于mes
而言，重点在于系统构建的时候与这些自动化设备做好数据接口。

在作业指令的下达方面，食品制造行业的mes中，通过下达作业指令以及pdi（panel data interface，面板数
据接口）数据，将作业指令转化为各个机组及设备的操作指令和各种基础自动化设备的控制参数（例如p
id 控制参数——proportional integral derivative，比例积分微分控制），并下达给相应的pcs
系统（production control system，生产控制系统）。反冲处理方面，生产的完工上报，广泛采用反冲处理
。一般在工艺流程的最后设置完工上报点，而对前面工序流程实行反冲处理，如人工工时反冲、设备工
时反冲、物料反冲，从而对在制品和成本进行跟踪。

在设备管理方面，在流水线生产过程中，每台设备都是关键设备，不能发生故障，一台设备的故障会导
致整个工艺流程的终止。

 在库房物料管理方面，设定相应的半成品库房以满足食品的特殊性，各工序根据生产作业计划以及配
套清单分别进行领料。

在质量管理方面，质量检验和管理相当重要，根据原材料性质采用近红外技术,对生产批号产品进行各工
序上的在线检测,并通过mes系统反馈到控制平台,从而确保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和均一性。

针对每个企业的情况不同，mes的应用还存在一些差别，仍然需要根据各自特点进行综合分析。

中渊软件食品制造企业aps/mes精益生产解决方案

 我们设计了符合食品行业质量安全标准的生产过程的mes控制系统来满足食品制造企业的需求。通过建
立公司生产实时数据控制网，收集各个装置及各个部门的情况，利用集成的各种资料，进行生产的协调
、统计、分析、优化，实现优化生产和优化操作的目标。建立符合食品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的先进mes
系统，达到稳定生产、提高产品产量和质量、降低消耗、降低成本、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

（1）建立食品生产过程实时数据库与过程监控平台

通过利用实时数据库软件建立食品生产过程的实时数据库系统与过程监控平台，实时数据库是为流程工
业企业提供了统一而完整的实时数据采集、存储、监视和web 浏览功能，提供了api、opc
等多种数据服务方式，在生产控制层（dcs/plc 等)与生产、经营管理层之间建立了实时的数据连接，下图
所示的是实时数据库系统的实时数据层次结构。

（2）食品制造企业生产全自动化集成。通过对食品生产全过程中的所有设备、生产线、物料输送系统的
控制系统进行深入开发，建立符合食品制造企业生产全集成自动化的方法。

（3）各控制系统接口连接。需设计一种能使各子控制系统与总控制系统实现互相通信的接口，实现系统
间的互联。

（4）需要解决系统的网络化和通信的可靠性等关键技术的因素有以下几个：1.企业上下游产品的生产分
布在不同区域2.实现各个区域的生产控制系统的互联3.生产现场环境恶劣

（5）构建食品制造企业生产全集成自动化模式。针对食品制造企业生产中的各控制系统，构建合适的生
产全集成自动化模式。

（6）系统集成：由于各车间的工作任务都不一样，其采用的控制系统和模式也就不一样。而要实现企业
的全集成自动化，就必须把各个子系统集成起来。需解决不同控制系统的集成关键技术。



（7）研究基于多智能体的食品制造企业生产管理系统综合集成框架应用模型。研究支持开放标准（agent
，rosettanet，soa，webservices，soap，wsdl 等）的食品制造企业企业级服务总线，从而实现系统之间信息
交换和业务协同。生产管理系统通过信息集成技术，把食品企业生产运作中涉及的管理、生产子系统的
功能单元连接为一个整体，在动态变化的原料和产品市场等条件下，通过功能单元建立信息集成与任务
集成，实现企业生产运作、物流整体优化。

总结

本方案详细分析了食品制造企业mes系统建设的需求，并解决食品制造企业生产工艺、自动化设备和信息
化技术水平偏低的问题，实现食品制造企业生产设备、生产线自动化的基础上，研究企业生产全集成自
动化方法与模式、控制系统接口技术、网络建立及可靠性关键技术和系统集成关键技术，构建食品制造
企业生产全集成自动化。有效提高食品制造业的效率，降低成本，规避企业风险，更为重要的是提高企
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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