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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现今，随着科学技术瓶颈的不断突破，工业生产高效化，

管理科学化，只有借助高新技术的应用才能实现。而智能化、

信息化是社会各个行业发展的趋势。特别是作为我国工业基

础的工程机械，智能化、信息化的应用，能够提升我国工业

现代化的水平，增强我国工业的综合竞争力。而在信息化、

智能化建设的过程中，网络设备是连接各个机械的重要桥

梁，协调各个机械部件有序开展工作，而使用信息技术和智

能技术，可以对工程机械中的设备运行参数进行收集，自动

分析机械的运行状态，智能化地对工程机械进行调控。

1 工程机械发展的情况

工业在发展的初期，工程机械的运转对人依赖程度非

常高，人们在机械的使用中进行生产制造，特别是机床的

作业中，全程都由人工完成，最后相关数据的测量，依然

离不开人为的操作和干预。这也就使得工程机械体积庞大，

生产制造效率不高，测量数据偏差较大等问题频出，极大影

响了生产制造的效率。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工程机

械逐渐开始完善，而智能技术、信息技术的应用，又是对工

程机械的改造和升级。

1.1 国际情况

工业最早是在西方世界中萌芽发展起来的，发达国家

工业发展的时间较长，机械制造经验丰富，相关工业的工艺、

技术都较为完善。而许多国家由于自身工业基础较为浑厚，

科学技术发展较为迅猛，工程机械智能化、信息化程度较高。

特别是智能化、信息化相关的高精尖技术，垄断在西方发达

国家的手中，不利于世界工程机械的发展。特别是我国工程

机械的发展，受制于相关技术的封锁，发展非常缓慢。

1.2 本土发展情况

我国工业化建设的起步较晚，许多技术相对更加落后。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工业体系的不断完善，在工业升级改

造的过程中，对智能化、信息化有了一定的需求，而相关软

硬件也逐渐具备，我国工程机械智能化、信息化才有了萌芽

和发展的机会。但由于我国自身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研发能

力较弱，相关经验较为匮乏，在最开始的发展中，主要还是

以技术引进和学习为主。在经过了长期的探索实践和学习借

鉴，我国结合自身工业的特点、我国的国情，积极进行探索

和创新，从而使得我国工程机械智能化、信息化水平不断接

近国际水平。技术引进已经不是我国工程机械智能化、信息

化发展的唯一途径。而国家从政策、资金、人才方面都加大

了投入力度，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工程机械的发展。

2 简述工程机械信息化、智能化

2.1 工程机械信息应用

在生产制造过程中，机械设备在运行的过程中产生大

量信息，这些信息在采集后进行分析，能够对机械运转的情

况进行反映，从而更好地为工业生产服务，而信息的采集主

要依靠传感装置。同时，借助机械设备在运行中的各种参数

进行监测，如压力、速度、转速等，可以对加工过程进行

很好地调控。同时借助传感器采集到的机械设备运转信息，

能够及时地传输到计算机中，借助计算机强大的计算能力和

分析能力，高效地对信息进行处理。而借助计算技术对相关

信息的处理过程，对各种强弱信号的处理，最终实现对机械

加工过程的控制。

2.2 工程机械智能应用

随着工业体系的不断转型、升级，工程机械智能化的

引入，促使机械加工部件的精准度和质量不断提升。工程机

械智能化应用中，主要是借助集成处理、智能技术、网络技

术，对工程机械的各个部件、环节、内容，实现精准控制，

最终借助各种模块化的组合，实现零部件的高效加工。

3 工程机械的发展趋势探究

3.1 模块化生产制造趋势

长期以来，我国产品在设计上效率低下，设计质量不高，

能力有限，主要是不同企业对各自产品有着不同的要求，而

产品设计要求彼此相似度不高，兼容性差，这就导致在设计

的过程中，设计人员不能对已有的设计产品进行高效利用，

使得产品设计的效率始终无法提升。而借助模块化生产制

造，企业能够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产品的整体设计上，避

免了在零部件处理上投入过多的精力。而工程机械智能化、

信息化向模块化应用发展，能够使得行业零部件加工更加标

准，利于各个模块的相互兼容，从而促使我国工程机械的发

展。模块化机械发展，也使得我国工业体系更加完善。

3.2 人机交互

工程机械智能化与信息化发展浅谈

易君

（湖南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湖南  长沙  410000）

摘要 :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逐渐严峻，我国工业加大了产业升级改造的力度，而新的科学技术的突破，促进了工程机械的
创新探索。在现代化的社会中，智能技术、信息技术的应用场景随处可见，普及率高、应用成熟，也促使了各个行业得
到了巨大的进步。工程机械是我国工业的基础，智能技术、信息技术的应用是工程机械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有积极进行
研究，从发展趋势方面考虑工程机械智能化、信息化，才能使得工程机械创新、升级、改造更为科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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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15 的 1~3 脚分别是公共端、输出脚以及输入脚；而 7815
的 1~3 脚分别为输入端、输出端以及公共端；7815 主要提

供的是 +15V 电压；而 7915 则主要提供的是 -15V 电压。

7915和 7815二者均为固定式稳压块，输出电流最大为 1.5A，

并且在内部设置了短路保护、过热保护以及过流保护装置。

+6V 电压主要由三端稳压器的 LM338 输出，其输出最大电

流为5.0A，同时且输出电压在1.5~35V的范围内可自由调节，

其内容同样设置了短路保护、过热保护以及过流保护装置

[7]。通过信号测量装置发现，7915 在运行过程中其输出电

压持续下降，机组刚启动的 30min 内，采用万能表进行测量，

发现其输出电压接近于 -15V，待机组运行时间超过 30min
后，由于 7915 开始发热，其内部的过热保护装置由于老化

的原因性能不佳，无法控制 7915 温度上升，因此导致 7915
的输出电压持续性降低，直至归零。

综合诊断排查结果以及信号测量结果，确定导致该船

自动舵间歇性失控故障的主要问题是 7915 内部过热保护装

置老化，装置性能无法满足机组运行的要求，因此组织维修

人员对 7915 的过热保护装置进行更换。维修完成后，启动

机组，运行 120min 后未出现自动舵失控故障，随后维修人

员又分别在船舶无负荷停靠状态和满负荷航行状态下，对

自动舵运行情况进行了测试，测试结果显示故障彻底消除，

由此可以判定此次故障问题彻底解决。

4 结语

纵观本次故障分析以及维修过程，虽然故障点比较隐蔽，

但是经过初步诊断、针对性诊断以及精准诊断三个环节，不

断缩小范围，最终准确找出了故障点，并彻底解决了该故障。

针对此类故障，不能盲目进行维修，要有计划、有目的的进

行逐步排查，以排除法的方式缩小范围，要有足够的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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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工业生产中，随着工程机械科技含量的逐步提

升，借助网络技术，就能很好地实现相关机械设备高效的加

工，提供了工业生产的效率，减少了人工成本的支出。而借

助人机交互模式，以及计算机和相关技术强大的信息采集、

处理能力，最终的信息结果以直观的形式呈现在工作人员面

前，降低了工程机械的复杂性，增加了相关信息的可读性，

工作人员在计算机呈现的直观信息面前，能够快速做出相应

的判断，及时对工程机械的相关参数进行修正，从而保证工

程机械顺利、稳定的运转。而人机交互中应用的信息技术、

智能技术、网络技术等，是工程机械发展的必然趋势。

3.3 远端操控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断加快，大量的工程项目需要进

行建设，而工程项目的施工中，工程机械的使用是必不可少

的。但由于现代项目工程较为庞大，工程复杂性和难度较高，

机械需要长时间运转，工作人员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对机械

设备进行调试，逐渐掌握机械设备的操作方法，增加了工作

人员的身体负担。而远端操控的应用，有效解决了以上问题，

工程机械借助感应器对机械运转信息进行采集，借助网络和

智能技术自动对数据进行上传，工作人员根据相关数据，借

助指令下达，从而实现对机械设备的操控。而远端操控不需

要人工在现场过多的干预，机械操作的智能化水平得到了提

升。在现代工程发展中，机械工程有着向大型化、巨型化发

展的趋势，工程机械如果仅仅依靠人工进行操作，无论是从

工程的效率还是从工作人员本身来讲，都很难满足工程机械

建设的需求，从而阻碍工程机械的发展。远端操控能够克服

人工操控的各种局限性，借助智能技术、网络技术、信息技

术等，提高了操作的便捷性，降低了操作的难度，缩短了机

械调试和试用的时间，大大提高了工程机械操控的效率。

4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信息化、智能化社会的不断加深，

工程机械在时代的引领下也在和社会接轨，积极向信息化、

智能化方向发展，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我们在发展中，

必须认识到自己的不足，重视智能与信息相关技术的研发和

应用，从而推动我国工程机械智能化、信息化发展。特别

是西方实行技术封锁，本国高精尖技术匮乏，这就需要加大

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最终促使我国工程机械智能化、

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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