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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区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场景项目储备入库表 

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企业地址   所属行业 参考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 4754—2017）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信息化部
门人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上年度 
营业情况 

2021年营收   万元,纳税  万元 
2020年营收   万元,纳税  万元 
2019年营收   万元,纳税  万元 

 

登记注册 
类型 

□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外商投资
及港澳台企业 □其他 

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建设情况 

通过两化融合

管理体系评定 
□是   □否 

两化融合 

贯标等级 

□A  □2A  □3A    

□4A  □5A 

注：2023 年后 A 级

不再享受贯标补贴 

典型应用场景 

□协同研发设计  □远程设备操控  □设备协同作业  □柔性生产制造   

□现场辅助装配  □机器视觉质检  □设备故障诊断  □厂区智能物流 

□无人智能巡检  □生产现场监测  □生产单元模拟  □精准动态作业 

□生产能效管控  □工艺合规校验  □生产过程追溯  □设备预测维护 

□厂区智能理货  □全域物流监测  □虚拟现场服务  □企业协同合作 

□供应链可视化  □资源动态组织  □车间智能排产  □采购策略优化  

□质量精准追溯  □精准作业派工  □用户直连制造  □产品远程运维 

□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    □市场快速分析预测      □产品质量优化 

□安全风险实时监测与识别等  □其他场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业场景中融
合的新技术 

□5G技术  □AR/VR技术  □工业机器视觉技术  □大数据技术   
□区块链技术  □边缘计算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 
□物联网技术等   □其他_______________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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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应用场景 

文字描述 
（1200字以内） 

参考内容如下： 
1.具体场景名称及描述（结合要素条件进行描述，200 字以内） 
2.解决的痛点问题描述（200 字以内） 
3.采用的具体技术方案（包括供应商）（300字以内） 
4.实施成效或预计成效（尽量通过量化指标描述）（200 字以内） 
5.保障要素（如人、管理机制、组织标准、培训等，选填，100字以内） 
6.其他（如对于其他车间、工厂的带动效应）（选填，150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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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景相关
照片 3-6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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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协同研发设计：主要指远程研发试验和异地协同设计两个环节，远程研发实验

是指利用 5G 及增强现实/虚拟现实（AR/VR）技术建设或升级企业研发实验系

统，实时采集现场实验画面和实验数据；异地协 

同设计是指基于数字孪生、AR/VR 等技术建设协同设计系统，实时生成工业部

件、设备、系统、环境等数字模型，通过同步传输设计数据，实现异地设计人

员利用洞穴状自动虚拟环境（CAVE）仿真系统、头戴式 5G AR/VR、5G 便携式

设备（Pad）等终端接入沉浸式虚拟环境，实现对 2D/3D 设计图纸的协同修改

与完善，提高设计效率。 

 

远程设备操控：综合利用 5G、自动控制、边缘计算等技术，建设或升级设备操

控系统，通过在工业设备、摄像头、传感器等数据采集终端上内置 5G 模组或

部署 5G 网关等设备，实现工业设备与各类数据采集终端的网络化，设备操控

员可以远程实时获得生产现场全景高清视频画面及各类终端数据，并通过设备

操控系统实现对现场工业设备的实时精准操控，有效保证控制指令快速、准

确、可靠执行。 

 

设备协同作业：在生产现场的工业设备、摄像头、传感器等数据采集终端实时

采集生产现场的设备运行轨迹、工序完成情况等相关数据，并综合运用统计、

规划、模拟仿真等方法，将生产现场的多台设备按需灵活组成一个协同工作体

系，对设备间协同工作方式进行优化，根据优化结果对制造执行系统（MES）、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等工业系统和设备下发调度策略等相关指令，实现多

个设备的分工合作，减少同时在线生产设备数量，提高设备利用效率，降低生

产能耗。 

柔性生产制造：通过 5G 网络与多接入边缘计算（MEC）系统结合，部署柔性生

产制造应用，满足工厂在柔性生产制造过程中对实时控制、数据集成与互操

作、安全与隐私保护等方面的关键需求，支持生产线根据生产要求进行快速重

构，实现同一条生产线根据市场对不同产品的需求进行快速配置优化。 

 

现场辅助装配：利用 AR/VR 眼镜、智能手机、PAD 等智能终端采集现场图像、

视频、声音等数据，通过网络实时传输至现场辅助装配系统，系统对数据进行

分析处理，生成生产辅助信息，通过网络下发至现场终端，实现操作步骤的增

强图像叠加、装配环节的可视化呈现，帮助现场人员进行复杂设备或精细化设

备的装配。另外，专家的指导信息、设备操作说明书、图纸、文件等也可以通

过网络实时同步到现场终端，现场装配人员简单培训后即可上岗，有效提升现

场操作人员的装配水平，实现装配过程智能化，提升装配效率。 

 

机器视觉质检：在生产现场部署工业相机或激光器扫描仪等质检终端，实时拍

摄产品质量的高清图像，通过网络传输至部署在 MEC 上的专家系统，专家系统

基于人工智能算法模型进行实时分析，对比系统中的规则或模型要求，判断物

料或产品是否合格，实现缺陷实时检测与自动报警，并有效记录瑕疵信息，为

质量溯源提供数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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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故障检测：在现场设备上加装功率传感器、振动传感器和高清摄像头等，

实时采集设备数据，传输到设备故障诊断系统。设备故障诊断系统负责对采集

到的设备状态数据、运行数据和现场视频数据进行全周期监测，建立设备故障

知识图谱，对发生故障的设备进行诊断和定位，通过数据挖掘技术，对设备运

行趋势进行动态智能分析预测，并通过网络实现报警信息、诊断信息、预测信

息、统计数据等信息的智能推送。 

 

厂区智能物流：厂区智能物流场景主要包括线边物流和智能仓储。线边物流是

指从生产线的上游工位到下游工位、从工位到缓冲仓、从集中仓库到线边仓，

实现物料定时定点定量配送。智能仓储是指通过物联网、云计算和机电一体化

等技术共同实现智慧物流，降低仓储成本、提升运营效率、提升仓储管理能

力。通过智能物流系统，可以实现物流终端控制、商品入库存储、搬运、分拣

等作业全流程自动化、智能化。 

 

无人智能巡检：指巡检机器人或无人机等移动化、智能化安防设备替代巡检人

员进行巡逻值守，采集现场视频、语音、图片等各项数据，自动完成检测、巡

航以及记录数据、远程告警确认等工作。 

 

生产现场监测：在工业园区、厂区、车间等现场，通过各类传感器、摄像头和

数据监测终端设备采集环境、人员动作、设备运行等监测数据，回传至生产现

场监测系统，对生产活动进行高精度识别、自定义报警和区域监控，实时提醒

异常状态，实现对生产现场的全方位智能化监测和管理，为安全生产管理提供

保障。 

 

生产单元模拟：在生产单元各类设备上采集海量生产数据、设备数据、环境数

据等实时上传至边缘云平台。边缘云平台利用三维（3D）建模技术建设与物理

生产单元对应的虚拟生产单元，实现生产制造状态实时透明化、可视化。利用

模型仿真、孪生共智等基于数字孪生模型的技术进行分析处理，实现产能预

测、过程感知、转产辅助等功能。 

 

精准动态作业：利用 5G传输和定位的技术能力，在室外场景下配合北斗定位，

精确测量大型机械的位置以及偏转角、俯仰角等姿态数据；在室内场景下配合

工业相机等设备，精确测量生产对象的高度、位移、角度等数据，通过 5G网络

将测量数据实时传输至控制系统。控制系统根据生产需要实时、动态调整对象

的位置和姿态，提升生产作业精度和自动化水平。 

 

生产能效管控：通过内置 5G模块的仪器仪表，实时采集企业用电、水、燃气等

各类能源消耗数据和总烃、苯系物、粉尘等污染物排放数据，实现大规模终端

的海量数据秒级采集和能效状态实时监控。辅助企业降低生产能耗，减少污染

物排放量，实现清洁生产。结合人工智能等算法分析，可对企业用能需求进行

预测，智能制定节能计划，进一步挖掘节能潜力空间。通过对用能设备进行监

控告警、远程调度等操作，配合产线排程调整和设备参数设置，实现节能减

排、削峰填谷。 

 



6 
 

工艺合规校验：综合利用工业相机、物联网传感器、激光雷达、智能仪表等设

备，全方位监测企业生产原料、半成品和成品的各项指标，实时跟踪工作区域

工人手工、操作设备的流程步骤，监测投料和配料数量，通过将采集的指标、

操作信息等同步传送至边缘云平台。边缘云平台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

算等技术对工人实际操作工序、取料信息等进行分析，并与规定标准流程进行

实时合规校对，分析找出颠倒顺序、危险操作和错误取料等现象，实现工艺检

测自动告警。 

 

生产过程追溯：将企业生产现场的扫码枪、工业相机、摄像头、刷卡机等设备

接入网络，将生产过程每个工序的物料编码、作业人员、生产设备状态等信息

实时传输到云平台。云平台将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人、机、料信息进行关联整合

形成溯源数据库，运用区块链、标识等技术，实现产品关键要素和生产过程追

溯。通过实时追溯批次、品质等原料信息，可动态调整后道工序参数，提升产

品质量。 

 

设备预测维护：将企业生产现场的工业设备、摄像头、传感器等接入网络，实

时传输设备的运行状态至云平台，实现工业生产设备性能和状态的实时监控，

构建设备历史监测数据库。基于故障预测机理建模等人工智能技术对监测数据

进行实时分析，评估设备健康状态，预判设备运行趋势，智能制定设备维护保

养计划，实现设备安全预测与生产辅助决策，有效降低设备维护成本，延长设

备使用寿命，确保生产过程连续、安全、高效。 

 

厂区智能理货：在企业厂区、工业园区内部署扫码枪、工业相机或网络视频录

像机（NVR）等信息采集终端，将拍摄的条码数据、高清图像或视频等信息实时

上传至云平台。利用光学字符识别（OCR）等人工智能技术自动识别货物标识、

外观、尺寸、品相等信息，实现全厂货物的实时盘点和管理。云平台与厂区业

务系统实时交互，实现按需码放货物、品质定级、实时分拣等功能的自动化和

智能化，助力企业提升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管理能力。 

 

全域物流监测：综合利用 5G、大数据、边缘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通过工业

运输装备上的智能监控终端，实时采集全域运输途中的运输装备、货物、人员

等的图像和视频数据，并通过 5G网络传输至云平台。云平台对运输装备进行实

时定位和轨迹回放，对货物、人员进行实时监测，实现工业运输的全过程监

控，能够避免疲劳驾驶、危险驾驶等行为，有效保障冷链物流、保税品运输、

危化品运输等过程中运输装备、货物和人身安全。 

 

虚拟现场服务：虚拟现场服务主要包括产品展示体验、辅助技能学习、远程运

维指导等三类服务。产品展示体验服务通过对工业产品的外型数据及内部结构

进行立体化建模，构建虚拟数字展厅，通过传输至平板电脑、增强现实/虚拟现

实（AR/VR）眼镜等智能终端，与数字模型实时互动，实现产品细节的沉浸式体

验和感受。辅助技能学习服务基于 AR/VR 融合构建贴近真实场景的全虚拟场

景，进行操作技能培训和自由操作练习，提高技能学习效率。远程运维指导服

务通过在全虚拟场景中，叠加远端专家指导数据形成端云协同，使端侧获得实

时操作指导，提升运维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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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协同合作：利用 5G+数采技术，纵向实现上下游企业大规模关键设备联网

和数据实时采集；通过 5G+边缘计算，横向实现制造执行系统（MES）、供应商

关系管理系统（SRM）等互联互通，并统一集成至云平台实现数据共享。企业可

实时追踪内部生产过程和进度，对委托外部生产的工序进行监控并实时跟踪协

同流程，快速满足用户的个性化定制需求和多品类生产需求。通过平台连接供

给侧和需求侧，实现供需对接与交易撮合。 

 

供应链可视化：利用大数据、云计算、5G 等信息技术，采集、传递、存储、分

析、处理供应链中的订单、物流以及库存等相关指标信息，按照供应链需求，

以图形化的方式展现。 

 

资源动态组织：通过工业以太网和 CIM 模块、MES系统等互联，打通工厂内人

员、生产设备、搬运设备、辅助设备等主要生产要素之间的信息流互联互通，

实现生产管理与生产控制一体化管控，促进生产执行的全过程闭环管理。 

 

车间智能排产：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实现科学高效的计划排产，将

生产设计指令下发至生产车间，生产车间根据计划安排生产任务，任务完成后

将按生产实绩反馈至生产计划，实现了联动生产、均衡生产。 

 

采购策略优化：应用云、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等，根据生产制造情况同步实

现采购方案的调整优化，同时实现在线订购、比价及供应商评价等功能。 

 

质量精准追溯：应用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RFID电子标签等技术赋予每一个产

品唯一的“身份证”，实现产品质量精准追溯，可以精确地查找产品问题根源，

明确责任主体。 

 

精准作业派工：应用大数据、云计算技术，以 MES系统为核心，在生产制造规

范化管理的基础上，以信息化、可视化、真实化提供的数据支撑，电子化指导

人员操作，充分发挥人的作用，构建数字化、网络化和适度智能的生产模式。 

 

用户直连制造：C2M 是英文 Customer-to-Manufacturer（用户直连制造）的缩

写，是指现代制造业中由用户驱动生产的反向生产模式。C2M模式基于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通过生产线的自动化、定制化、节能化、柔性化

[2]，运用庞大的计算机系统随时进行数据交换，按照客户的产品订单要求，设

定供应商和生产工序，最终生产出个性化产品的工业化定制模式。 

 

产品远程运维：应用大数据、5G、云计算等技术，建立产品远程运维服务平

台，能够对产品上传数据进行有效筛选、梳理、存储与管理，并通过数据挖

掘、分析，提供在线监测、故障预警、故障诊断与修复、预测性运维、运行优

化、远程升级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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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以数字化工厂/车间建设为核心，在全制程自动化线创建

基础上，集成制造执行、智能仓储、能效管理、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等系统，

实现对人机料法环测能的全生命周期数字化运营与管理。 

 

市场快速分析预测：综合利用大数据、边缘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通过智能

决策系统对市场供求变化及其他因素的发展变化趋势作出趋势分析和量化分

析。 

产品质量优化：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管理提高产品生产制造效率，同时应用

VR/AR等机器视觉质检设备，保障生产安全稳定，降低误检率。 

 

安全风险实时监测与识别等：应用 VR/AR 等机器视觉质检设备，对诸如员工安

全生产行为、设备正常运行进行监控，同时对违规操作、故障等因素进行声控

警告，及时识别安全风险，降低安全隐患。 

 

 

 

以上内容来源：上海市松江区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服务平台 

(songjiang.gov.cn) 

http://xmpt.songjiang.gov.cn/Front/News/DataDetail/334
http://xmpt.songjiang.gov.cn/Front/News/DataDetail/3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