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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工业智能化时代的到来，电子信息技术也迎来了黄金发展期。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

不断涌现和应用，使得电子信息技术的应用变得更加广泛和创新。电子信息技术在集成化与微型化、快捷化与高效化、数字

化与网络化、智能化与自动化等方面的优势，为实际应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文章还提出了针对性对策，旨在为推动工业智能

化进程、解决行业痛点提供参考。通过对电子信息技术的深入研究，期望为工业领域的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基

础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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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rrival of the industrial intelligence era, electron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also ushered in a golden period of 

development. The continuous emergence and application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the Internet, big data, blockchain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ke the application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ore extensive and innovative. The advantages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integration and miniaturization, speed and efficiency, digitization and networking, intelligence 

and automation provide important support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s. The article also proposes targeted measures aimed at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intelligence and solving industry pain points. Through in-depth research on electron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ustrial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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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

的不断发展与成熟，工业智能化逐渐成为全球工业发展的

重要趋势。在这一背景下，电子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

新应用，推动了各行业从传统生产模式向智能制造、自动

化控制与智能决策等多个方面的转型。通过利用电子信息

技术，不仅提高了生产过程的自动化与智能化水平，而

且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生产效率、降低能耗与成本、增

强产品质量与可靠性，使得工业领域的全方位变革得以

实现。在工业智能化浪潮的推动下，电子信息技术作为

关键支撑突破了传统应用的边界，广泛应用至制造业、

交通、能源、环境等多个领域，从而带来了产业升级与

技术创新的新机遇。然而，工业智能化的推进，也伴随

着一些挑战的出现，例如技术创新的可持续性、数据安

全问题以及产业人才的短缺等。本文的研究，旨在探讨

电子信息技术在工业智能化时代中的应用现状、技术特

点与发展趋势，分析所面临的挑战，并讨论如何通过创

新策略来应对这些问题，从而为相关行业的智能化转型

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1 工业智能化时代电子信息技术的特点 

1.1 集成化与微型化发展 

在工业智能化时代，电子信息技术展现出了集成化与

微型化的发展趋势。集成化是指将分散的电子元件与系统

整合成一个单一模块，这不仅能够提升整体系统的性能与

可靠性，而且生产成本与空间占用也得到了显著降低。微

型化则是在集成化的基础上，电子元件的体积进一步缩小，

使得原本庞大的设备得以变得更加紧凑与轻便。这一趋势，

使得智能设备能够在有限空间内实现更强大的功能，推动

了其在工业领域的广泛应用。例如，智能制造中的自动化

控制系统、传感器与机器人等，通过集成化与微型化技术，

实现了高效能与高精度的工作能力。 

1.2 快捷化与高效化发展 

在机械设计与制造中，电子信息技术的应用对控制精

度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为了确保每个切削过程的高精度，

许多连续切削的 CNC 机床依赖插补功能的电子信息技术

元件，从而提升机械设计与制造的精度。常见的电子信息

系统通常结合软件与硬件，通过插补控制器实现对相关装备

的精准、高效控制。此外，在实际操作中，插补控制器有助



智能城市应用·2025第8卷 第4期 

Smart City Application.2025,8(4)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77 

于减少 CPU速度和插补算法的影响，确保切削过程的稳定性。

为了进一步提高机械设计与制造的精度、效率和自动化控制

水平，相关企业需要引入先进的电子信息技术装备，并采用

多种关键技术手段来提升电子信息技术的应用精度。 

1.3 数字化与网络化发展 

在工业智能化时代，数字化与网络化已被视为电子信

息技术的重要特征。数字化，涉及将传统的模拟信号转换

为数字信号，这一转变极大地提升了数据存储、处理、传

输与分析的效率与准确性。通过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工业

设备的控制精度得到了显著提高，同时，数据分析能力也

得到了大幅增强，从而为智能化生产与实时监控提供了有

力的支撑
[1]
。同时，网络化的发展，使得工业设备、传感

器及控制系统等能够通过网络实现互联与通信，进而形成

了一个全面连接的工业互联网环境。 

1.4 智能化与自动化发展 

在工业智能化时代，智能化与自动化已被视为推动电

子信息技术发展的关键力量。智能化，应用人工智能、机

器学习、数据分析等技术，使得工业系统具备了自主感知、

分析和决策的能力，从而减少了人工干预，提高了生产效

率与质量。自动化，则依赖于传感器、控制系统与执行机构

的协同工作，实现了生产过程的全自动化。这两者的结合，

不仅提升了生产线的作业速度与精度，而且在面对复杂或突

发情况时，智能算法得以借助进行实时调整与优化，从而确

保了生产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此外，通过实时监控与数据反

馈，智能化技术还能够自动识别设备故障或质量问题，并进

行预测性维护，从而有效减少了停机时间及维修成本。 

2 工业智能化时代电子信息技术的具体应用 

2.1 与工业化设计与加工制造紧密结合，释放传统劳

动力 

在工业智能化时代，电子信息技术与工业设计及加工

制造的深度融合，不仅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升，还释放了

传统劳动力。过去，传统制造业依赖大量人工操作，尤其

在设计与加工过程中，往往需要大量的人工干预与手工操

作，这不仅降低了生产效率，还影响了产品的一致性与质

量。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特别是计算机辅助设

计（CAD）、计算机辅助制造（CAM）与机器人技术的应用，

制造过程逐渐向智能化与自动化转型。通过电子信息技术

的应用，设计、生产到检测的各个环节，已能够通过数字

化与自动化系统完成，极大地减少了对人工操作的依赖，

传统劳动力得到了释放。智能设备与系统的引入，不仅使

得生产状态能够实时监控，而且优化了生产过程，提升了

生产线的自动化水平与加工精度，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

减少了人为失误与浪费。 

2.2 与光电技术有机整合，满足工业自动化与精密化

控制需求 

在工业智能化时代，光电技术与电子信息技术的深度

融合，极大地满足了工业自动化与精密控制的需求。光电

技术，作为一种结合光学与电子学的技术，依靠光信号的

传输与处理，能够实现高效、精确的信号采集与传输，具

有快速响应、强抗干扰能力及高精度等显著优势。在工业

自动化应用中，光电技术已广泛应用于传感器、图像处理、

激光测量、光纤通信等领域。例如，光电传感器能够精准

检测物体的位置、速度与尺寸信息，并与电子信息技术结

合，实现了实时数据采集与处理。这些精确的数据被传输

到工业控制系统，用于自动化设备的调整与优化，从而确

保了生产过程的高效运行。在精密控制方面，光电技术的

应用，使得生产过程中的微小变化能够即时被捕捉并调节，

从而提高了产品的制造精度与质量。结合现代控制系统，

光电技术能够精准控制机械手臂、自动化生产线等设备，

减少了人工干预，提高了生产效率
[2]
。此外，光电技术在

远程监控与数据传输中的优势，也为工业生产提供了更灵

活的控制方式，拓展了其应用前景，进一步推动了智能化

制造的发展。 

2.3 机械设计制造、机械设备等行业融合，加快 CPU

处理器多核改进 

在工业智能化时代，机械设计制造与机械设备行业的

融合，推动了电子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尤其加速了 CPU

处理器多核技术的发展。随着工业生产智能化水平的不断

提高，对计算能力的需求愈加迫切，尤其体现在精密制造、

自动化控制与数据处理等方面。传统的单核处理器，在面

对复杂计算任务和大规模数据处理时，常常无法提供足够

的处理能力，导致效率较低。相比之下，通过并行计算，

多核处理器显著提升了处理速度和并发任务的处理能力。

在机械设计与制造领域，精确计算与控制是确保生产质量

与效率的核心。引入多核 CPU 后，多个任务，例如复杂的

力学模拟、生产调度、质量控制与实时监控等，能够被设

计师与工程师同时处理。这不仅提升了设计效率，还显著

缩短了生产周期，减少了计算瓶颈引起的延迟。同时，多

核处理器为复杂自动化设备与智能制造系统提供了强大

的计算支持，使得机器人、CNC 机床与智能传感器等设备，

能够在更高效、更精确的控制下运行。在机械设备领域，尤

其是在数控机床与自动化装配线上，多核处理器的采用，进

一步优化了控制算法，提升了设备的响应速度与加工精度。 

2.4 应用于绿色化与环保化矿业领域 

在工业智能化时代，电子信息技术在绿色矿业与环保

领域中的应用，日益变得重要。随着全球环保意识的提升

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要求，矿业行业面临着更大的环境

保护压力，传统的生产模式已无法满足现代社会对生态

环境保护的需求。通过引入电子信息技术，特别是大数

据、物联网与人工智能等技术，矿业生产不仅能够实现

高效能，同时也能够有效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物联

网技术的应用，使得矿区内的设备与生产流程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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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监控与管理。通过传感器与智能设备，矿山开采、

运输与冶炼等环节的温度、湿度、气体浓度等环境数据，

得以实时获取，从而及时识别潜在的污染风险。例如，

采矿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水与固体废弃物等，能够通

过信息化技术得到有效监控，确保排放符合环保标准，

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大数据技术在矿业生产中的应用，

显著提升了能效管理与资源利用率。通过对采矿设备与

生产线数据的分析，能够实现设备的智能调度与优化，

提升资源开采效率，避免过度开采与浪费。同时，通过

数据分析，还可预测矿山的开采进程，提前制定合理的

采矿方案，从而减少环境破坏与资源浪费。人工智能技

术的引入，进一步增强了矿业的环保能力
[3]
。智能化矿

山开采技术，不仅减少了人工操作，降低了人为因素对

环境的负面影响，还通过深度学习与算法优化，对矿山

的环境影响进行了精准评估，能够根据环境变化自动调

整开采策略，推动绿色矿业目标的实现。 

2.5 与计算机网络通信多元化融合 

在工业智能化时代，电子信息技术与计算机网络通信

的多元化融合，成为了提升工业生产效率与推进智能化发

展的关键因素。随着工业 4.0 的到来，传统的工业生产模

式已无法满足现代社会对高效、精准及灵活生产的需求。

为这一转型提供了坚实支持的，正是计算机网络通信技术

的广泛应用。电子信息技术与计算机网络的深度结合，特

别是在工业自动化、智能控制系统及大数据应用等领域，

推动了智能工厂和智能制造系统的建立，显著提高了生产

过程的效率、灵活性与精度。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进步，使

得工业设备之间的互联互通变得更加广泛。通过高速网络

通信，生产设备、控制系统与传感器等，能够在不同地点

进行连接，形成一个高效且智能的生产网络。通过这种网

络化的协同工作模式，生产数据得以实时收集并进行分析，

为生产管理与决策提供了准确的信息支持。设备间的互联

互通，确保了信息的快速传输，提升了生产过程的响应速

度与灵活性。此外，网络通信技术的多元化发展，进一步

增强了工业自动化系统的智能化水平。例如，工业物联网

技术通过无线网络实现了设备状态的实时监控与管理，传

感器与智能终端随时获取设备运行数据，并上传至云平台

进行分析。这一过程帮助生产管理者及时发现潜在故障或

异常，从而采取了相应的预防措施。计算机网络与云计算、

大数据等技术的结合，不仅实现了实时监控，还能够深入

挖掘数据并进行智能分析，优化生产流程、降低成本及提

升产品质量。在智能制造领域，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多元化

融合，进一步促进了智能控制系统的发展。通过先进的网

络通信技术，生产中的各个环节，能够实现信息共享与协

同工作。例如，在高度智能化的生产线中，机器人的操作、

产品的组装与质量检测等过程，得以通过计算机网络无缝

连接，形成自动化与高效化的生产流程。这种集成化智能

系统，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与产品一致性，同时减少了

人工干预，降低了生产过程中的错误率。 

3 工业智能化面临的挑战和对策建议 

3.1 工业智能化面临的挑战 

在工业智能化的推进过程中，企业面临诸多复杂挑战，

其中技术创新与适应性问题尤为突出。由于传统工业体系

与设备难以匹配智能技术的发展需求，且技术更迭速度加

快，企业在应用和整合新技术时常遭遇重大阻碍。尤其是

中小企业，受限于资金与技术储备，在技术升级与创新过

程中承受的压力更大。此外，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问题日

益严峻。随着大数据、物联网及云计算技术的广泛应用，

核心生产数据、客户信息以及商业机密的泄露与滥用风险

显著增加，甚至可能对企业运营乃至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与此同时，受高端技术人才短缺及培训体系滞后的影响，

智能制造的发展受到了严重制约。相比传统工业生产主要

依赖熟练技工，智能化生产模式对高水平专业技能人才的

需求更高。然而，目前行业内合格技术人员的供应仍然不

足，现有培训体系尚未完全适应智能化生产的要求。进一

步加剧智能化进程阻碍的，是法律法规与标准化体系的滞

后。由于智能制造涉及多种新兴技术的融合，现行法律框

架与行业标准难以全面覆盖，导致企业在实施过程中缺乏

明确的规范指导，增加了技术应用的不确定性。 

3.2 工业智能化的对策建议 

推进工业智能化转型，需在技术创新、数据安全、人

才培养、法律法规及投资管理等多个方面协同发力，以确

保转型过程高效且可持续。对研发的投入应当加大，完善

的技术创新体系需被建立，核心技术能力的提升可通过自

主研发、产学研合作等方式实现。同时，先进智能技术的

引进应得到重视，并应构建灵活的技术升级机制，以便企

业迅速适应行业发展与市场需求的变化。在数据安全与隐

私保护方面，严格的数据安全管理体系需被构建，高强度

加密、分级权限控制及网络安全防护手段应被广泛采用，

以防止生产数据、客户信息及商业机密的泄露。此外，数

据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需加快推进，由政府与行业组

织主导的数据合规体系建设将进一步强化企业的信息安

全意识及防护能力。作为智能化推进的重要基础，人才储

备不容忽视
[4]
。企业应加强内部培训，并与高校及科研机

构建立长期人才培养合作机制，同时优化薪酬与激励体系，

以吸引并培养具备数字化、自动化及智能制造能力的复合

型人才，满足行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与此同时，法

律法规与行业标准体系的健全亦至关重要，相关政策的制

定与更新应由行业主管部门加快推进，以确保法律框架能

够适应新兴智能技术的发展，从而为企业提供明确的操作

规范和标准，减少智能化应用的不确定性。关于投资与成

本控制，资金配置的优化应被纳入企业的核心管理策略，

政府补贴及专项资金的引入将有助于缓解资金压力。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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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融资租赁、产业基金等金融工具，企业可降低资本支

出风险，而采取分阶段实施智能化改造、共享制造资源及

灵活的技术升级方案，则能有效提升投资回报率并控制运

营成本。 

4 结语 

随着工业智能化时代的到来，电子信息技术的应用不

断扩展，深刻变革了各行业的生产方式。通过集成化、微

型化、智能化等技术的融合，电子信息技术为工业领域的

发展注入新动能。光电技术的进步、多核 CPU 的改进以及

网络通信技术的结合，推动了行业的创新与转型。然而，

在这一进程中，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等问题依然是亟待解

决的重要挑战。展望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子信

息技术将在加速工业智能化进程中发挥更加关键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任静锋.工业智能化时代电子信息技术的应用研究[J].

信息记录材料,2023,24(10):141-143. 

[2]李远,刘倩.煤炭工业智能化生产中信息技术的应用

[J].现代工业经济和信息化,2024,14(3):132-133. 

[3]王素,黄帅.工业信息安全,企业智能化转型的必修课

[J].进出口经理人,2018(7):48-50. 

作者简介：杨洁（1989.4—）,单位名称：东台市信息化

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