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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应用
解决生产中的难点痛点

工业互联网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工业系统深度融合
形成的新平台和新模式。在为传统工
业赋能、解决生产过程中的痛点难点
等方面，工业互联网展现出强大的技
术优势。

举例来讲，许多工业企业设备
维护往往需要花费大量资金，发现
故 障 主 要 依 靠 工 作 人 员 对 装 备 声
音、振动和温度的感知经验，早期
故障难以发现。此外，工业装备大
多运行在山上、井下、高温、高噪
声等条件较为恶劣的环境中，不利
于人工作业。

针对上述问题，北京华控智加
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了基于机器指纹
的多维信息融合工业设备健康画像
和预测性维护系统，能够实时采集
设备核心部件的声音、振动、温度
等 信 号 ， 融 合 识 别 结 果 和 工 况 数
据，构建装备画像模型和能耗预测
模型，实现工业设备故障的超早期
诊断、预测性维护和智能化运行，
使生产过程安全、节能、减排、增
效，该项目获得此次大赛新锐组一
等奖。

“目前，我们的产品已经在电
力、煤炭、钢铁、水泥等行业的大型
复杂装备上投入应用。”华控智加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德广说。

对火电厂主要设备磨煤机的日常
巡检，以前主要靠经验丰富的老师傅
用听诊设备判断内部故障和磨辊磨损
程度，很难实现定量测算，而周期性
维护也无法杜绝过度维护和维护不到
位的情况。这是火电厂运维工作一大
痛点。

为此，华控智加为京能集团火
电厂安装了基于机器声纹识别技术
的 磨 煤 机 运 行 监 测 和 故 障 诊 断 系
统 ， 实 时 监 测 磨 煤 机 整 体 运 行 状
态，通过人工智能模型对其磨损程
度进行定量测算和趋势预测，不仅
可对关键部件的突发、潜伏故障进
行自动诊断，还能通过设备画像、
知识图谱、数字孪生等技术手段完
成可视化智能运维管理和运行能效
分 析 ， 在 降 低 设 备 维 护 成 本 的 同
时，大幅提升巡检效率和质量。

工业互联网既能解决传统制造业
生产过程中的难点问题，也为高技术
制造业提升品质提供了有效方案。

随着半导体制造生产流程日益复
杂、工艺规格日益提高，TCL格创东
智公司提出，进一步提升产品合格率是
企业必须突破的瓶颈。由此，基于工业
互联网的半导体制造闭环反馈控制系统
应运而生。

“半导体制造闭环反馈控制系统
能够实时分析数据，当发现设备处
于不良状况时会第一时间调整控制
台参数，确保产品为最优品。”TCL
格创东智半导体首席架构师肖长宝
介绍，该方案已经在 TCL 华星武汉
工厂应用。

工业互联网平台
从单点应用走向综合集成

中国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
造业融合，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进
企业、进园区、进产业集群，工业
互联网创新发展正从单点应用走向
综合集成。

近日，工信部发布了2022年新增
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 （简称

“双跨”平台）清单，其中，百度智能
云工业互联网平台品牌“开物”榜上
有名。

2021年，百度智能云推出自主创
新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品牌“开物”，
以“AI（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为
特色，与汽车、电子、能源电力、装
备制造、钢铁、化工、水务等超过22
个行业的 300 多家标杆企业建立合
作，为超过 18 万家工业企业提供服
务，在重庆、桐乡、苏州、广州、宁
波等16个区域深度落地。

百度集团执行副总裁、百度智
能云事业群组负责人沈抖对本报表
示，工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

是技术创新的主战场。百度以集团之
力推动“开物”参选“双跨”平台，就
是要持续推动工业互联网与实体经济
融合创新。

在 百 度 智 能 云“ 开 物 ”的 助 力
下，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在生产
线上装设7台球型摄像机，实现了全
方位检测，展现出“准”“快”“全”
的效果：系统可自动识别多达6款车
型 以 及 同 一 款 车 型 的 不 同 车 灯 配
置，准确率高达99%；针对单一车型
的22种车灯，系统可通过7台相机同
步拍摄并同步计算 120 张细节图片，
检测全程仅需1秒。

在三一重机有限公司，借助百度
智能云“开物”的工业 AR （虚拟现
实技术） 远程协助系统，技术专家可
以在后方通过大屏幕，结合 3D 数字
模型，清晰排查异常数据，快速对锁
定疑似故障点进行标注；而在另一端
的施工现场，维修人员戴上AR眼镜
后，异常数据和疑似故障点一目了
然，很快就能解决问题。

对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赋能和赋
值作用，百度副总裁李硕对本报说：

“百度智能云‘开物’从一开始就围绕
生产效率和质量等最核心的问题和企
业沟通，通过AI+工业互联网带动企

业推进数字化。‘云智一体’技术与产
品的价值主张，就是把企业最关心的
生产效能、产线节拍、仓储物流等数
字化。”

“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战略实施
以来，呈现出由点到面、融合应用快
速发展壮大的特点。”中国工业互联网
研究院院长鲁春丛说，工业互联网创
新应用已从龙头企业内部拓展到产业
链上下游，正在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
创新发展格局。

当前，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应用范
围已从个别行业向钢铁、机械、电
力、交通、能源等45个国民经济大类
加速渗透，有力支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并形成了平台化设计、智能化
制造、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
务化延伸、数字化管理六大典型应用
模式，有效支撑制造业向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发展。

工业互联网+5G
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

中 国 工 业 互 联 网 及 相 关 产 业
蓬 勃 发 展 ， 由 夯 基 筑 台 的 起 步 建
设 阶 段 逐 渐 步 入 创 新 引 领 的 快 速
普及阶段。

中控科技集团创始人、宁波工
业互联网研究院创始人兼院长褚健
举例说，中国有约 38 万家规模以上
制造业企业，还有数百万家规模以
下制造业企业，未来工业互联网发
展要解决的正是这些企业对“安全、
质量、效益、成本、低碳”方面的
需求。

工 业 互 联 网 融 合 应 用 取 得 的
成 效 离 不 开 网 络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扎
实推进。

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
“5G + 工 业 互 联 网 ”建 设 项 目 超 过

3100 个，其中今年第二季度新增项
目700个，国家顶级节点日均解析量
显著提升，达到 1.5亿次。具有一定
行业和区域影响力的特色平台超过
150家，其中重点平台的工业设备连
接数超过 7900 万台、工业 App 数量
28 万余个。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
目前，中国有 9.4万余家工业互联网
相关企业，今年 1月至 6月新增注册
企业3.3万余家。

“通过国内外工业互联网实践，
可以看到数字化转型的探索已经由效
率变革走向价值变革，由企业内走向
产业链、价值链。”中国信息通信研
究院院长、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理事
长余晓晖说，特别是“5G+工业互联
网”已实现突破和拓展，通过未来2至
3年探索实践，5G将进一步进入工业
的核心系统和流程。

“自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战略实
施以来，中国工业互联网发展稳步
推进，部分重点任务和工程完成状
况超出预期。目前国家工业互联网
大数据中心已形成覆盖京津冀、长
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双城经
济圈的体系化布局，汇聚约 29 亿条
工业互联网数据，覆盖约 703 万家
企业。”鲁春丛说，也应看到，与发
达国家相比，中国工业互联网发展
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中国工业互
联网进入产业深耕的关键期，通过工
业互联网纵深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仍面临不少挑战，需要积极推动工业
互联网自身提档升级。

从供给侧看，需在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方面超前一步。中国宏观经济研
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研
究员李子文认为，应以工业互联网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企业数字化转
型，推动新技术新产品研发，加速科
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从需求侧看，要在发展新模式新
业态方面领先一步。“中国工业门类众
多，不同行业对工业互联网的应用需
求差异较大。”鲁春丛说，应引导各领
域积极开展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尤
其要助力中小企业用得上、用得起工
业互联网，积极进行数字化转型，不
断推动新模式、新业态发展。

工信部印发的《工业互联网创新
发展行动计划 （2021—2023年）》中
明确提出中国工业互联网将把基础设
施建设、持续深化融合应用、强化技
术创新、壮大产业生态、提升安全保
障5个方面作为重点抓手，推动产业
数字化、带动数字产业化。

“行动计划将为工业互联网创新
发展提供必要保障。”鲁春丛表示，
新版三年行动计划着力解决工业互联
网发展中的标准制定、技术产业化等
深层次问题，将助力中国工业互联网
创新发展跑出加速度。

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工信部将出台进一步分类指
导的政策性措施，推动工业互联网提
档升级。首先是聚焦产业关键环节，
聚焦设备互联互通、数据创新应用、
设备平台安全等关键领域，布局一批
标杆项目，制定一批标准，推广一批
标志性成果；其次是聚焦转型重点领
域，加快重点行业 5G 全连接工厂建
设，促进 5G 由生产辅助环节向核心
环节加速拓展；此外，还将聚焦应用
生态体系，推动工业互联网面向工业
园区、县域经济落地扎根。

日前，第三届中国工业互联网大赛在浙江杭州
闭幕。经过1942支团队、6500余名选手的角逐，一
批技术先进、可复制推广的行业解决方案最终出炉。

“大赛的举办加快了工业互联网在汽车、钢
铁、电力、新能源装备制造等重点行业的普及应
用。”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智能化研究所副所
长顾维玺认为，作为新型基础设施、应用模式和
工业生态，工业互联网既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的关键驱动，也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供

了澎湃动能。
根据工信部发布的数据，截至目前，中国工

业互联网已应用于45个国民经济大类，产业规模
迈过万亿元大关。经过不懈努力，中国工业互联
网从无到有、由大变强，建成了网络、平台、安
全三大体系。从进企业、入园区到联通更多产业
集群，工业互联网在创新发展之路上迈出铿锵步
伐，推动制造业迈上“云端”，汇聚起产业创新发
展的强大动能。

应用于45个国民经济大类、产业规模超万亿元——

工业互联网推动制造业迈上“云端”
本报记者 杨俊峰

应用于45个国民经济大类、产业规模超万亿元——

工业互联网推动制造业迈上“云端”
本报记者 杨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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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在总投资22亿元
的山东兴达钢帘线有限公司
智能化设施升级改造项目湿
拉车间，技术人员对工业机
器人进行调试。

刘云杰摄 （人民视觉）

图②：在江西省赣州市
秋田微电子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员工依托工业互联网行
业应用平台，赶制中小型液
晶显示器和显示模组。

胡江涛摄（人民视觉）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伊利健康谷液态奶全球智造标杆基地”项目
建设现场。 丁根厚摄（人民视觉）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伊利健康谷液态奶全球智造标杆基地”项目
建设现场。 丁根厚摄（人民视觉）

市民在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的长三角（杭州）制造业数字化能力中心
体验工业云安全。 龙 巍摄（人民视觉）

在安徽省合肥市新站高新区的合肥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的智能工厂内，依托于工业互联网的高新生产线有序运转，自动化设备精准地完成玻璃
基板的传输、加工、检测等生产全过程。 解 琛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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