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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工程机械是装备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来说，对

于土石方施工工程、路面建设和养护、起重装卸作业等工程

所需的机械设备都称为工程机械。实现工程机械的智能化发

展，能够有效提升工程建设效率，促进施工企业经济效益提

升和工业质量和产值的不断提高。

1 工程机械智能化的特点和意义

工程机械的智能化发展指的是利用信息技术、计算机

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先进技术实现工程机械的智能化控

制，实现机械从加工、组装等生产环节到检测、使用等工作

环节的一体化流程，不仅实现了工程机械的生产和使用的标

准化，促进工业生产工艺的提高，还能够对工程机械进行实

时的监测和控制，避免故障问题带来的严重后果，保障了工

程建设过程的有序开展。

实现工程机械智能化，还能使施工企业降低对人工的

依赖程度，减少人员使用压力和成本支出，实现依托计算机

对工程机械进行有效控制，提高了施工企业的经济效益。

2 实现工程机械智能化发展的措施

2.1 落实智能化管理模式

实现工程机械智能化发展首先要落实并掌握工程机械

的智能化管理模式。传统的工程机械管理模式较为粗放，常

常是专人专机，建设项目当中的大量工程机械都需要专业

人力进行保养和维护，既提升了工程项目建设的管理成本，

对提高工程机械的使用效率也十分不利。

施工单位在项目当中应当建立健全智能化工程机械管

理模式，实现工程机械管理的有机协调，使用计算机技术实

现工程机械与控制中心之间的信息和数据共享，既能够发挥

计算机控制的优势，使工程机械的操作流程更加规范化和标

准化，还能够降低施工单位的人力成本，减少人力资源的使

用和浪费，实现经济效益的有效提升。

2.2 实现智能化故障报警和处理

在工程机械的运行过程当中，容易受到各种客观因素

或人为因素的影响，导致故障或问题的出现。在传统的工程

机械管理和使用过程中，工作人员不能对工程机械的工作状

态进行有效的检测和管理，一旦工程机械发生故障或问题，

既有可能影响到正常的工程施工周期，还可能给维修和保养

人员带来危险。实现工程机械的智能化发展，工作人员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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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传感器与处理器两个关键点对工程机械的工作状态做

出反应。机械传感器能够实时监测工程机械的工作温度、工

作时长、工作环境等，并将探测到的数据信号传输回中央处

理器当中。处理器可以根据传感器传回的工作信息和数据对

工程机械的工作寿命以及可能发生的故障或问题进行预测

并及时进行报警，使工作人员能够第一时间拿出问题解决方

案，减少工程机械故障造成的停工停产和损失。

另外，工程机械智能化处理器还能够将机械的日常工

作信息包括故障数据进行记录和整理，方便工作人员进行调

用，一方面能够使工作人员对工程机械的工作状态进行了

解，充分发挥工程机械的能力，为促进工业发展做出贡献，

另一方面还能够便于工作人员查找历史故障解决方案并与

当前故障进行对比，实现问题的快速处理和解决。

2.3 开拓学科结合与创新方向

在工程机械智能化发展的过程当中，需要各个学科的

通力合作。从工程机械的生产和制造，到对工程机械的检验

和监控，最后到对工程机械的使用和管理，对工程机械操作

人员和管理人员的素质要求也在不断上升。传统的工程机械

管理工作只需要对工程机械进行正常操作并保证其运行顺

畅，而现阶段工程机械智能化不仅需要工程机械管理与操作

人员对信息智能技术具备一定的理解和掌握，还要求工作人

员具备较先进的工程机械智能化理念，实现工程机械智能化

不断发展。

施工单位在针对智能化工程机械招聘人才的过程当中，

应当对应聘者的工作经验、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进行全方位

的量化考察，尽量筛选出具备智能化工程机械使用和管理经

验，具备较高智能化工程机械管理水平的人员。在应聘者正

式上岗之前，施工单位还应当对其进行较系统的岗前培训，

使其能够及时适应并了解本单位的工程机械智能化工作方

式和工作理念，并掌握工程机械管理流程和制度，为提升工

程机械智能化发展水平奠定良好的基础。

此外，施工单位还应当定期聘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对工作人员进行教育和培训，利用研讨会、讲座等方式对工

作过程当中出现的各类工程机械智能化问题进行反馈和解

决，一方面实现工作人员操作水平的不断提升，另一方面还

能使施工单位工程机械智能化发展不断规范化，提升工程建

设效率。施工单位还可以在工作人员当中开展工程机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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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工程机械智能化常识比拼等活动，对活动优胜者进行

奖励和表彰，提高工作人员对自主学习工程机械智能化操作

的积极性，促进整个单位工程机械工作状态的不断进步。

2.4 实现标准化的工作流程

传统的工程机械由于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支持，

因此并不能够做到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工作流程，工作效率较

低，工作方式较为随意，既不能实现工程建设效率的有效提

升，对施工单位经济效益也具有不利影响。利用计算机技术

和信息化技术对工程机械实现智能化发展和控制，一方面能

够利用计算机与工程机械进行数据共享和实时控制，实现工

程机械的高效工作，降低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另一方面还能

够提高工程机械操作的准确性，减少人为因素造成的故障或

运行问题。

施工单位应当将智能化工程机械的工作流程形成规范

化的制度并向所有工作人员进行介绍和说明，提升工作人员

对工程机械操作的掌握程度，提升工作效率，保障施工单位

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3 工程机械智能化的发展目标

3.1 实现工程机械的集成化控制

随着工程机械智能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实现工程机械

的集成化控制已经成为了先进施工企业的首要目标。工程机

械集成化控制既能够在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下保障工程机械

的使用效能和工作准确性，还能够降低对人员配置的需求，

使整个工程项目当中的操作人员数量逐渐降低，既减轻了施

工企业的资金压力，还降低了其管理难度，实现了工程建设

项目现场的扁平化管理。

实现工程机械集成化控制还能够使工作人员更加直观

地依托计算机对每个工程机械进行细致操作并对其工作状

态进行详细评估，使工作人员能够对工程机械实现更高质量

的利用，促进工业建设的不断发展。

3.2 自动故障检测和处理

工程机械智能化发展的最重要目标就是实现故障和问

题的自动报警和处理。利用高水平的故障分析技术和监测技

术，能够对目标工程机械当中的故障和问题进行有效的查

找和处理。施工企业应当在工程机械上安装高效率传感器，

一方面对工程机械的工作参数进行细致研究和测试，更好地

发现在工程机械运行过程当中的错误，使工作人员能够根据

传感器所反馈的信息得到较为详细的工程机械故障报告，并

在计算机控制中心的指挥下能够自动对故障部位进行隔离

或停产，确保正常生产不受故障部位的影响。中央处理器接

收到传感器转递来的数据信号，并对信号进行核算和筛查，

从而准确定位到工程机械的故障位置，实现对故障的有效处

理。

3.3 实现工程施工模块化和信息化

工程机械智能化发展能够使工程施工实现模块化和信

息化。首先，建筑物的模块化建造能够极大降低施工人员的

工作压力，同时也减少工程企业对人力的依赖，降低成本支

出，提升经济效益。此外，实现工程施工的模块化还能使施

工产品规格规范完善，降低施工产品当中的公差，使工程施

工的质量不断提升。

工程机械智能化发展还能够实现工程施工的信息化，

由于传统的工程施工模式以建筑业为主，而设计、维护和操

作都需要人力进行完成，这种传统模式既抬高了施工企业对

人力资源的要求，更让施工企业的生产成本不断提升。依托

计算机技术和智能化技术实现工业机械的不断发展，在降低

企业对人力资源依赖性的同时，还能有效提升工程施工过程

的精确性，提升工程机械的操作质量，此外，利用计算机技

术还能将工程机械的每个操作流程以及操作行为记录在案，

归档到中枢控制中心当中，既方便了工作人员对工程机械进

行故障排除工作，还能促进责任分配工作，避免由于记录不

清晰导致工程机械故障无人负责造成损失的情况出现。

4 结语

总而言之，工程机械的智能化发展既能使施工成本不

断降低，工业领域产值不断提升，还能降低企业管理难度，

实现智能化、信息化的管理模式。施工企业应当落实智能化

管理模式，提升工作人员专业素质，保障工程机械的自动化

报警和故障处理，推动工程机械领域的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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