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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简介： 《中国制造 2025》提出实施智能制造工程,推动生产方式向柔性、智能、精细

化转变，有效缩短产品研制周期,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降低运营成本和资源能

源消耗,从生产端入手,发展智能制造,对于我国改造提升制造业、提高制造业供给

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智能移动终端产量大约占世界

的 50%，珠三角的手机生产量占中国的 70%以上，但是以移动终端为代表的 3C

产品制造环节存在小批量、多样化、换线频繁而导致柔性不足的问题，随着产品

品质要求的不断

提高，造成移动终端毛利微薄的制造环节成本剧增。

项目针对以上问题，基于柔性制造、控制原理、制造系统自动化技术以及多

源信息融合等理论，以压缩产品换线时间、提高产线产能为目标，围绕移动终端

柔性智能制造工艺全流程决策与技术应用的关键技术，以“理论建模-实验验证-

规律预测-平台开发-企业应用”为研究思路，采用理论研究与数字仿真相结合的

方式开展“移动终端柔性智能制造技术研究及应用”研究，项目主要创新点如下：

1.项目基于柔性智能制造和多源信息融合理论，集成了人、机、料、环境等信息；

2.项目以智能终端产品柔性智能制造国程中的资源合理分配未目标，研制成果了

移动柔性智能制造系统与多态性数据融合、移动终端关键工序网络协同控制及工

装夹具智能调度、知识驱动的可重构软硬柔性智能制造技术；3.项目构建了多源

异构数据融合模型，设计了神经网络算法模型中相关要素的权重分布，完成了混

流模式下工装流、物料流、信息流的快速重组，提高了系统工作效率，实现了柔

性化生产制造和工厂生产要素的互联互通。项目设计并运用了工业网络、柔性轻

量新一代机器人、智能检验与测试装备、数据集成服务等技术，解决了产品质量、

数据集成、柔性化、工业网络产品化等问题，达到在离散型智能制造上开展智能

制造新模式推广应用。 项目获发明专利 4 件、实用新型专利 2 篇，软件著作权 8

件，论文 1 篇,企业标准 2 项，专著 1 篇。

通过项目的建设，实现主板检测效率 UPPH33.3；包装线检测效率 UPPH7.31；

工装夹具置换时间 5Min；产线适用性：一条产线可用于 4 种产品生产；产品换线

时间：



21min；产品换线效率提升 75%，SMT(表面贴装)智能化生产效率提高 31.8%，

主板检测生产效率提高 42.9%、组装整机测试智能化生产效率提升 20%，包装智

能化提升 22.6%，产品不良率降低 31%、能源利用率提高，实现了精益化生产，

指标均优于同行业水平。

通过本项目的建设，公司 2020 年实现营收 355.67 亿元，利润总额 16528.17
万元，研发费 42934.8 万元，也实现了运营成本降低 22.3%。本成果推广应用到了

惠州海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信恳智能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市溢旭电子有限

公司、南昌华勤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南昌勤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帮助这些公司

解决了制造难题，获得了客户的好评。本项目与国内外同级别产品对比，本项目

产品具有柔性、智能、精细化等优势，打破了国外在智能终端行业关键装备的垄

断，大幅提升我国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对于推动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发展壮

大新兴产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