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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发展，全球产业竞争局面

悄然发生变化。这些变化给各国工业竞争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与挑战。我国工业格局的调整迫在眉睫。为实现现代化强国

和工业强国的目标，我国提出“建设制造强国”的国家级战

略计划。根据国务院发布的有关规定，制造业要借助新一轮

的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全面推进制造业工业化、现代化、

信息化、智能化的发展。 
1 机械电子技术概述

1.1 定义

机械电子技术是机械技术、微电子技术与信息技术融

合的新型技术，简称机电一体化。机电一体化可以完全代替

人力完成自动化操作，其加工精度和加工效率都比数控机床

高。

1.2 发展史

机械电子技术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通产省电气

与电子技术与数控机床的实验。到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

CPU、ROM、RAM、接口电路的模块化，才得以实现机电

一体化的真正应用。机电电子技术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四个

阶段，分别是数控机床阶段、微电子技术阶段、可编程控制

器阶段、新技术机电一体化控制技术阶段。新技术机电一

体化控制阶段主要包括激光技术、模糊技术、信息技术等。

这些新技术在机电一体化中的应用，使机电一体化发展实现

质的飞跃，从自动化走向智能化。

2 国内机械电子技术的发展现状

目前，我国的机电一体化技术已经实现自动化向智能

化的初步转型，但相较于国外的机电一体化技术，国内机电

一体化技术发展还稍显落后。国内机械系统大约共有 50000
种，其中 30000 种已经实现机电一体化，有 20000 种的机械

机电一体化有待提升。就机械制造业总体情况而言，国内拥

有数控机床的总数较少，高标准、智能化的数控机床更是少

之又少。而国外的数控机床总量已达到 30% ～ 80% 的情况。

当前，我国机械制造柔性制造系统和人工智能正处于研究

与应用的初级阶段。相对于全球工业制造的竞争格局而言，

在机械电子技术智能化发展及应用方面，我国还有待提高。

中国机械制造的市场压力主要来源于机电一体化技术及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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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更新换代。随着世界工业竞争格局的剧烈化发展，中国

工业制造智能化全面转型与升级需求迫在眉睫。

3 机械电子技术的发展趋势

3.1 产品智能化趋势

机电一体化智能化趋势已经成为全球工业制造的发展

潮流。随着新一代的物联网技术、智能化化技术、云计算、

光电一体化技术的发展，机电一体化技术集成化程度越来越

高，综合化应用优势也越来越明显。目前，国内已经开发出

具有智能化监控和视觉控制功能的机电一体化产品。光学技

术可直接对机电一体化生产过程进行光电检测与控制，从而

实现智能控制目标。光电一体化技术中，激光传感器检测技

术和视觉机器人技术是应用最多的技术。激光传感器不仅具

有检测功能，还具有强化表面、焊接、切割、清洗、快速成

型等加工功能。视觉机器人则拥有对周围环境交互的能力，

能够自动抓取、动态跟踪、自动装配、远程控制等功能，对

复杂环境自适应能力较高。视觉机器人技术的应用对提高机

电一体化系统各控制单元之间的协调性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3.2 生产标准化趋势

在工业制造生产过程中，产品生产的标准化程度对产

品生产质量有重要的影响。当机电一体化生产标准化程度越

高，产品质量就会越高。过去，在设计及生产一些复杂的产

品时，很难实现生产的标准化。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机电

一体化中的继承应用，产品生产与设计的模块化程度越来越

高。模块化的机械设计与制造采用统一的生产标准，由系统

对生产过程进行全程监控和调控，对误差自动调控，这种变

化将全面推动机电一体化向生产标准化的升级。

3.3 生产绿色化趋势

绿色理念是新时期中国工业发展的基本要求。随着世

界环境和资源问题的突出化，工业生产节能减排成为工业可

持续发展的必要手段。机械电子技术与新一代的信息技术融

合，应用于各产业产品开发、设计、生产、销售的各个环

节，使资源得到充分调配和利用。在生产上，通过动态化的

监控生产来控制污染物，通过技术的提升来控制水电消耗。

光电一体化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综合化应用，促使机械

制造升级创新，淘汰了一大批的高耗能设备。通过工业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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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运行。对于本次检测中发现的平衡系数不合格的问题，

电梯使用单位都已通过调整对重重量的形式进行了整改，个

别轿内装潢质量过高的电梯已拆除轿厢内装潢，使电梯平衡

系数符合检规中的要求，排除安全隐患。

4 结语

通过本次对 194 台电梯平衡系数进行测量并统计其合

格率，可以看出通州区电梯在平衡系数这一检验项目中还

是存在很多不合格的情况，其中新梯多以超过标准值为主，

老梯特别是使用环境相对恶劣的电梯或过度装潢的电梯多

以低于标准值为主。在日常的电梯检验中，要特别注意对平

衡系数项目的检验，保证电梯平衡系数在合格的范围内可以

有效降低电梯的故障率，降低电梯运行功效，保证电梯安全

平稳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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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产业化的转型与升级，将推动工业生产绿色化发展，

降低能耗、减少污染物排放。

4 机械电子技术发展对产业的作用

4.1 推动产业结构形成高技术化

在电子设备制造中将引入智能传感器及高新科技，构

建智能控制系统，集成多个自动化信息子系统，借助计算机

辅助管理系统对机电一体化实施综合化一体化的管理。知

识、技术、信息、服务等要素在产业结构中的作用日益明显。

机械电子技术作为产业软化的代表，将推动我国整个产业结

构技术体系转型与改造，使农业、工业、服务业等与机械电

子技术融合发展，推动产业向高技术化的转变。

4.2 提高中国制造国际市场产业化竞争优势

机械电子技术未来的发展将向光电一体化、人工智能

集成化发展，使智能机电一体化在各产业中的应用范围不

断扩大，使企业产业结构不断软化。它代表机械制造在各

产业结构中形成高技术化、服务化、融合化、国家化发展

趋势。未来机械电子技术将全面面向自动化的生产与控制

模式，应用于工业、农业、服务业。不仅使原有的劳动密

集性产业向技术密集性产业转型和升级，还能有效的提升

各产业的服务质量，提高中国整个产业结构技术和在国际

上的竞争优势。

4.3 促进产业结构融合

产业融合指产业与产业之间通过将不同行业技术与生

产经营技能的融合，形成新的发展动力，全面推动整体产业

的发展和新产业诞生。机械电子技术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融

合发展，代表着机械制造技术与服务融合发展，也代表技术

的综合开发与利用。以人工智能为例，机电一体化中人工智

能技术融合信息产业、服务业、制造业，而制成的具有智能

化水平的农业工程机械应用于农业，将促进高科技与农业产

业的融合，使各产业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这对产业开拓创

新有重要的意义。

5 结语

机械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是中国制造强国战略的终极

目标。机械电子技术与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发展将全面推动

中国工业走向智能化，提高中国工业制造在世界格局下的竞

争优势。制造强国实现必须应用产业融合技术来推动制造业

改革，推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与升级。我国的数控类机械电

子信息系统、电液伺服类电子执行控制机构、微电子装置等

已经广泛应用于社会各领域中，实现机械电子技术与产业化

初步融合。机械电气技术与产业融合发展，促进了各领域产

业化、标准化、智能化的发展。未来，随着以新一代信息技

术为基础的机械电子技术与产业化的深度融合，将全面提升

中国工业、中国制造在世界的竞争力，实现中国制造大国向

中国制造强国的转型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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