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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船舶与海工装备智能制造的发展具有自主化与智能化、数据驱动与实时监测、灵活性与可持续性等特点。其中，智能

感知与决策、数据集成与分析、跨界融合与协同创新被认为是核心要点。为了推动智能制造，行动措施包括推动标准化与信

息共享、产学研合作与创新平台建设、建立智能制造示范项目和强化合作与生态系统建设。这些措施将推动船舶与海工装备

智能制造的发展，提高行业的效率、质量和竞争力，迈向更智能、可持续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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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for ships and marine equipment has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autonomy and 

intelligence, data-driven and real-time monitoring, flexi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Among them, intelligent perception and 

decision-making, data integration and analysis,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re considered core points. In 

order to promote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action measures include promoting standardization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building 

industry university research cooperation and innovation platforms, establishing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demonstration projects, and 

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and ecosystem construction. These measures will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for 

ships and marine equipment, improve the efficiency, quality, and competitiveness of the industry, and move towards a more intelligent 

and sustainabl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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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船舶与海工装备领域，智能制造正成为推动技术创

新和产业升级的重要趋势。通过自主化与智能化、数据驱

动与实时监测、灵活性与可持续性等特点，船舶与海工装

备智能制造正不断演进。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智能感知

与决策、数据集成与分析、跨界融合与协同创新等核心要

点，以及推动标准化与信息共享、产学研合作与创新平台

建设、智能制造示范项目、合作与生态系统建设等行动措

施，共同探讨船舶与海工装备智能制造的发展路径。 

1 船舶与海工装备智能制造的特点 

1.1 自主化与智能化 

船舶与海工装备智能制造的第一个特点是自主化与

智能化。意味着船舶和海工装备通过应用自主化技术和人

工智能，具备了更高的自主决策和智能化操作能力。 

自主化技术的应用使船舶和海工装备具备自主导航

的能力。利用先进的导航系统、卫星定位和传感器技术，

船舶能够准确感知周围环境和航行条件，自主进行路径规

划、避免障碍物以及实现精确的定位。这种自主导航能力

不仅提高了船舶的操作效率，还减少了对人员的依赖，降

低了人为导航错误的风险。其次，智能化操作是船舶与海

工装备智能制造的重要特点之一。通过集成传感器、监测

设备和控制系统，船舶和海工装备能够实时获取、分析和

处理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包括船体结构、船载设备状态、

海洋环境参数等。基于这些数据，智能化系统能够进行智

能决策和自动化操作，从而实现船舶与海工装备的自动控

制和优化
[1]
。 

1.2 数据驱动与实时监测 

船舶与海工装备智能制造的第二个特点是数据驱动

与实时监测。通过传感器和物联网技术，船舶和海工装备

能够实时获取大量数据，并基于这些数据进行监测和决策，

以实现设备状态监测、预测性维护和运行过程优化。 

数据驱动是船舶与海工装备智能制造的核心。传感器

和监测设备安装在船舶和海工装备的关键部位，可以实时

采集各种数据，例如转速、温度、压力、振动、电流等。

这些数据通过物联网技术传输到中央处理单元或云端平

台进行分析和处理。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可以获取关

于设备运行状态、健康状况和性能表现的宝贵信息。其次，

实时监测是数据驱动的重要应用之一。船舶与海工装备智

能制造可以实时监测设备的运行状况和工作环境。例如，

在船舶上，通过传感器监测主机的温度、润滑油的黏度、

船体的应力等参数，可以及时掌握设备的工作状态，发现

潜在故障或异常。实时监测可以帮助运维人员及时采取措

施，预防设备故障和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http://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C%3dF552.3&from=Qikan_Article_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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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灵活性与可持续性 

船舶与海工装备智能制造的第三个特点是灵活性与

可持续性。智能制造为船舶与海工装备提供了灵活的生产

模式和定制化能力，同时能够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环境

的友好设计，促进可持续发展。 

智能制造赋予船舶与海工装备灵活的生产模式。传统

的生产线往往是针对特定产品的固定化生产，而智能制造

可以通过数字化技术和自动化设备，实现柔性生产。船舶

与海工装备可以根据需求快速调整生产线，实现批量定制

和个性化生产。这种灵活性使得船舶与海工装备制造能够

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提高客户满意度。其次，智能制造

能够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通过数据驱动的监测和分析，

船舶与海工装备可以实时获取设备运行状态和能耗情况，

并对生产过程进行优化。智能控制系统可以根据数据反馈，

调整设备的工作参数和能源消耗，实现能源的节约和资源

的最优利用。例如，通过智能能源管理系统，使制造过程

可以实现能源的智能分配和优化，减少燃料消耗和排放，

实现环保和节能效果。 

2 船舶与海工装备智能制造发展的核心要点 

2.1 智能感知与决策 

智能感知与决策应用先进的传感器技术和人工智能

算法，使船舶与海工装备具备了智能化的感知和决策能力。

这种能力提高了船舶与海工装备的自主性、自动化水平和

智能化程度，推动着船舶与海工装备智能制造的发展。具

体来说：一是智能感知技术为船舶与海工装备提供了强大

的感知能力。传感器的应用使得船舶与海工装备能够实时

获取大量的环境数据和设备状态信息。这些数据包括转速、

温度、湿度、振动、压力等参数，以及海洋环境的潮汐、

海流、气象等信息。通过感知环境和设备状态，船舶与海

工装备可以全面了解周围的情况，为后续的决策提供准确

的数据基础。二是基于智能感知的数据，船舶与海工装备

能够进行智能决策。人工智能算法的运用使得船舶与海工

装备具备了自主决策的能力。通过对感知数据的分析和处

理，智能系统可以识别和理解不同的情境，并根据预先设

定的规则和目标制定相应的决策策略。例如，在航行中，

智能系统可以根据环境数据和航行规则，自主规划航线、

调整速度和避免障碍物，实现安全和高效地航行。 

2.2 数据集成与分析 

数据集成与分析运用物联网和大数据技术，船舶与海

工装备能够实现数据的集成和分析，从海量数据中提取有

价值的信息，用于设备状态监测、预测性维护和生产过程

优化。具体来说：一是数据集成是实现智能制造的重要基

础。船舶与海工装备通过传感器、监测设备和其他数据采

集装置收集大量的数据，涵盖设备运行状态、环境参数、

能源消耗等方面。物联网技术将这些分散的数据源进行连

接和集成，使得数据可以被传输、存储和共享。数据集成

将不同来源的数据整合在一起，为后续的分析和决策提供

统一的数据基础。二是数据分析是利用数据驱动智能制造

的关键环节。通过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船舶与海工装备

可以揭示隐藏在数据背后的规律和趋势。数据分析技术如

数据挖掘、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算法，可以提取数据中的

有价值的信息和知识。例如，通过对设备数据的分析，可

以识别出设备故障的模式和特征，预测潜在的故障并采取

相应的维护措施。数据分析还可以优化生产过程，通过实

时监测和调整参数，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 

2.3 跨界融合与协同创新 

跨界融合与协同创新推动与其他领域的融合，如人工

智能、机器人技术和材料科学等，船舶与海工装备智能制

造实现了更高效、安全和可持续的生产和操作。具体来说：

一是跨界融合促进了船舶与海工装备智能制造的技术进

步。船舶与海工装备智能制造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船舶和海

工领域，而是与其他领域进行跨界合作与创新。例如，人

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使得船舶能够具备智能感知和自主决

策能力，机器人技术的应用使得船舶的维护和修复更加高

效和精确。材料科学的进步也带来了更轻、更强、更耐腐

蚀的船体材料，提高了船舶的性能和寿命。这种跨界融合

创新推动了船舶与海工装备智能制造的技术发展和突破。

二是跨界融合推动了船舶与海工装备智能制造的协同创

新。不同领域的专业技术和知识相互融合，为船舶与海工

装备的发展带来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例如，与机器人技

术的结合使得船舶维护和检修可以实现自动化和无人化，

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安全性。与人工智能技术的结合使得船

舶的航行和操作更加智能化和自动化。这种协同创新加速

了船舶与海工装备智能制造的进程，推动了行业的发展和

竞争力的提升
[3]
。 

3 船舶与海工装备智能制造发展的行动措施 

3.1 推动标准化与信息共享 

建立行业标准和规范，促进数据的集成和交互，实现

信息的共享和利用，可以推动智能制造的发展，提高整个

行业的效率、安全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该措施可以采取

以下方式： 

第一，标准化是确保设备之间互操作性和数据共享的

关键。制定统一的数据格式、接口标准和通信协议，能够

降低设备之间的集成成本和难度，实现数据的顺畅传递。

通过标准化，不同设备之间可以共享数据，并实现数据的

互补与交叉分析，从而获得更全面和准确的信息。标准化

还有助于推动行业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的推广，促进整

个行业的智能化水平提升。 

第二，信息共享是推动船舶与海工装备智能制造的关

键环节。通过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和数据交换机制，各个环

节的参与者可以共享关于设备状态、生产过程和环境参数

等方面的数据。这种信息共享能够促进数据的集成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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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实现设备状态监测、故障预测和生产优化等目标。同

时，信息共享还可以促进行业内不同企业之间的合作与共

赢，加速技术创新和解决方案的推广
[4]
。 

3.2 产学研合作与创新平台建设 

产学研合作与创新平台建设通过促进产业界、学术界

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与创新，可以加速技术研发和应用

的转化，推动智能制造的发展。该措施可以采取以下方式： 

第一，产学研合作能够促进知识和资源的共享。企业、

学术界和研究机构的合作可以促进知识和技术的流动，加

速技术创新和解决方案的研发。学术界和研究机构可以提

供前沿的研究成果和专业知识，为产业界提供技术支持和

解决方案。而企业能够提供实际的应用场景和需求，推动

研究机构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产品和解决方案。 

第二，建设创新平台有助于促进产学研合作的深入开

展。创新平台可以提供共享的研发设施和资源，提供实验

场地和试验平台，为产学研合作提供良好的合作环境和条

件。在创新平台上，企业、学术界和研究机构可以共同开

展技术研发和验证实验，加快技术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创

新平台也可以承担技术培训和人才培养的功能，培养具备

智能制造技术和创新意识的专业人才。 

第三，产学研合作与创新平台建设还需要加强政策支

持和投入。政府在政策层面提供激励和支持，鼓励产学研

合作和创新平台的建设。通过设立专项资金、推出研发项

目和奖励制度等措施，吸引更多的企业、学术界和研究机

构参与合作与创新。政府还可以加强产学研合作的政策指

导和协调工作，推动合作项目的顺利实施和成果的应用。 

3.3 建立智能制造示范项目 

建立智能制造示范项目支持和推动智能制造示范项

目的建设，可以在实际应用中验证和验证智能制造技术和

解决方案，推广智能制造的应用和推动行业的转型升级。

该措施可以采取以下方式： 

第一，智能制造示范项目可以提供实践和验证的平台。

在示范项目中，船舶与海工装备可以通过实际应用场景进

行技术的测试和验证。这种实践和验证将加速技术的成熟

和应用的推广，为行业的智能化发展提供实际的案例和经

验。通过示范项目的成功实施和效果展示，能够吸引更多

的企业和机构参与智能制造的推广与应用。 

第二，示范项目可以推动智能制造技术和解决方案的

创新与优化。在示范项目中，企业和研究机构可以共同探

索和应用前沿的智能制造技术，开展创新性的研发工作。

通过实际应用的过程，可以不断发现问题和挑战，并提出

改进和优化的解决方案。这种创新和优化将推动智能制造

技术的进步和成熟，提高整个行业的智能化水平。 

第三，智能制造示范项目还具有示范引导和带动效应。

示范项目的成功实施将成为其他企业和机构的借鉴和参

考，促进行业的智能化转型。其他企业可以通过学习和借

鉴示范项目的经验和做法，推动自身的智能制造发展。示

范项目还可以促进产学研合作和技术交流，形成合作共赢

的良好氛围和合作机制。 

3.4 强化合作与生态系统建设 

强化合作与生态系统建设加强不同环节之间的合作

与协同，构建完整的船舶与海工装备智能制造生态系统，

可以实现资源共享、创新协同和市场拓展。该措施可以采

取以下方式： 

第一，强化产业链各环节之间的合作与协同是建设智

能制造生态系统的基础。船舶与海工装备的智能制造涉及

从设计、制造、维护到运营等多个环节。不同环节的企业、

供应商和服务提供商之间的紧密合作与协同是实现整体

智能制造效能的关键。通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研发

和创新，可以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 

第二，建设智能制造生态系统还需要推动供应链与价

值链的协同创新。供应链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将实现各个环

节的紧密连接和信息流动。供应商、合作伙伴和客户之间的

协同合作和信息共享将推动整个价值链的协同创新。通过整

合供应链和价值链中的各个环节，可以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

和优化，提高产品质量和交付能力，降低成本和风险
[5]
。 

4 结束语 

船舶与海工装备智能制造的发展将推动行业的创新

和升级，提高效率和质量。通过智能感知、数据分析和跨

界融合，我们可以迎接未来的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加

强合作与标准化，建立示范项目和创新平台，形成强大的

生态系统，是推动智能制造的关键。通过共同努力，我们

将迈向更智能、更高效、更可持续的船舶与海工装备制造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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