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基本定义 

    智能制造场景是指面向制造全过程的单个或多个环节，

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实现具备

协同和自治特征、具有特定功能和实际价值的应用，以夯实

场景级业务能力，提升整体业务运营管理水平。 

二、遵循原则 

（一）指导性原则。遵循国家标准、国家总体发展战略，

能够为我市智能制造相关项目的立项、评价、验收提供依据，

指导标杆示范的遴选，并引导企业根据本指引开展智能场景

的改造和建设。 

（二）可复制性原则。立足苏州市制造企业的行业特点

和发展规模，具有一定的学习、借鉴价值，并能够一定程度

上在行业内进行复制推广。 

（三）客观性原则。关注当前我市制造企业在智能化改

造和数字化转型中的水平情况，并紧密围绕数字化基础、智

能装备、数据集成、协同优化等亟待突破的关键问题和价值

导向。 

（四）动态更新原则。立足苏州市的基础上，根据国家

政策方向、产业发展方向和地方发展实际进行动态更新，总

体思路和架构保持相对稳定。 

    三、场景分类 

苏州市智能制造典型场景分类是在国家提出的智能制



造典型场景基础上，根据“易于企业快速理解，便于服务商

精准分类、利于政府全面推广”的要求，立足本地优势产业

和主导产业，以生产为核心，覆盖设计、销售、物流、服务

等要素，精选出的 20 大典型场景，并以此作为苏州智能制

造示范标杆建设的参考。 

     1. 产品数字化设计与仿真。应用计算机辅助设计或管

理工具（CAD、CAE、LIMS 等），集成三维建模、有限元

仿真、虚拟测试等技术，应用新材料、新工艺，开展基于模

型的产品设计、仿真优化、知识库管理及测试数据管理。 

     2. 工艺数字化设计与仿真。应用相关工艺过程设计工

具及工艺知识库等，开展基于三维模型的工艺机理分析、工

艺仿真、工艺集成等工艺设计、优化工作。 

     3. 柔性生产计划的制定与执行。通过市场订单、产能

平衡等多约束条件，充分应用企业资源计划系统（ERP）、高

级计划排程系统（APS）、制造执行系统（MES）等，开展基

于实际订单驱动的计划排程，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 

     4. 资源动态管控。构建制造执行系统（MES），集成大

数据、运筹优化、专家系统等技术，实现人力、设备、物料

等制造资源的动态配置和管控。 

     5. 先进过程控制。依托先进过程控制系统（APC），融

合工艺机理分析、流程建模、机器学习、实时优化和预测控

制等技术，实现精准、实时和闭环过程控制，并能动态优化

工艺流程和参数。 

     6. 人机协同作业。集成机器人、高端机床、人机交互



设备等智能装备，应用 AR/VR、机器视觉等技术，实现生产

的高效组织和作业协同。 

     7. 精益生产优化。依托制造执行系统（MES），应用六

西格玛、6S 管理和定置管理等精益工具和方法，开展基于数

据驱动的人、机、料等精确管控，消除生产浪费。 

     8. 智能仓储。集成智能仓储（储运）装备，建设仓储

管理系统（WMS），应用条码、射频识别、智能传感等技术，

依据实际生产作业计划，实现物料自动入库（进厂）、盘库

和出库（出厂）。 

     9. 精准配送。应用仓储管理系统（WMS）和智能物流

装备，集成视觉/激光导航、室内定位和机器学习等技术，实

现动态调度、自动配送和路径优化，同时对原材料、在制品

和产成品的流转全程跟踪。 

     10. 智能在线检测与质量优化。应用智能检测装备，融

合缺陷机理分析、物性和成分分析和机器视觉等技术，开展

产品质量的在线检测、分析和结果判定，并根据产品质量问

题知识库开展质量优化。 

     11. 质量精准追溯。建设质量管理系统（QMS），集成

条码、标识和区块链等技术，采集产品原料、生产过程、客

户使用的质量信息，实现产品质量精准追溯。 

     12. 设备自动巡检。应用工业机器人、智能巡检装备和

设备管理系统，集成故障检测、机器视觉、AR/VR 和 5G 等

技术，实现对设备的高效巡检和异常报警等。 

     13. 设备动态管理与运行优化。建立设备管理系统，应



用智能传感、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对设备开展检修、运

行监测、故障诊断等工作，并逐步实现设备的全生命周期管

理、预测性维护及运行参数调优等。 

     14. 安全实时监测与精准处理。依托安全感知装置和安

全生产管理系统等，对安全隐患进行识别，对安全态势进行

感知，并实现安全事件处置的智能决策和快速响应，确保安

全风险的可预知和可控制。 

     15. 能源监测与优化。建立能源管理系统（EMS），通

过能耗全面监测、能效分析优化和能源平衡调度，实现精细

化能源管理，提高能源利用率，降低能耗成本。 

     16. 环保监测与优化。建立环保管理平台、碳资产管理

平台等，对排放、固废等污染源进行全流程的监测、管理和

追溯，实现环保精细管控，降低污染物排放，消除环境污染

风险。 

     17. 客户精准服务。通过大数据、深度学习等技术，结

合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RM），对市场趋势进行预测，构建

用户画像，挖掘用户需求，优化销售计划，实现需求驱动的

精准客户服务。 

     18. 产品精准维护。通过大数据、智能传感、知识图谱

等技术，适时结合产品远程运维管理平台，实现基于运行数

据的个性化推送、产品远程运维等增值服务，提升产品体验，

增强客户粘性。 

     19. 采购策略优化。建设供应链管理系统（SCM），融

合大数据、区块链、知识图谱等技术，实现供应商综合评价、



采购需求精准决策和采购方案动态优化，并及时对供应链风

险进行识别、定位、预警和高效处置。 

     20. 物流实时监测与优化。依托运输管理系统（TMS），

应用智能传感、物联网、实时定位和深度学习等技术，实现

运输配送全程跟踪和异常预警，装载能力和配送路径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