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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龙：电子信息

大朗：毛织

虎门：服装

长安：五金模具

大岭山：家具

厚街：鞋业

常平：光电

东莞制造业的主要构成
q 东莞制造业形成了以八大产业支柱的现代工业体系：
u电子信息
u电气机械
u纺织服装
u家具

u玩具
u造纸及纸制品业
u食品饮料
u化工

省产业集群升级示范区



东莞拥有的国家级产业基地

q国家级产业基地
u 中国女装名镇（虎门）
u 中国羊毛衫名镇（大朗）
u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名镇（寮步、石碣、大朗）
u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重镇（长安）
u 珠三角地区（东莞）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基地（石龙、石碣、寮步、清
溪、虎门、长安、黄江、塘厦、松山湖科技产业园、东部工业园）

u 中国机械五金模具名镇（长安）

u广东省光电产业制造基地（企石）
u中国港口物流重镇（沙田）
u中国现代港口物流重镇（麻涌）
u中国物流名镇（常平）
u。。。



东莞制造业的重要地位

q 2009年，八大支柱产业增加值达779.8亿元，占规模以上总产值
比重58.81%。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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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柱行业产业特点分析

q电子信息和电气机械两大产业：规模大，但发展质量仍待提升
u总量大，分布广，生产规模具有绝对优势
u不掌握核心技术，附加值相对较低

q纺织服装、家具、玩具产业：劳动密集型特征十分明显
u共同特点：劳动密集型，产业链较完善，集聚度高、生产规模大
u纺织服装：第三大支柱产业，技术改造投入大，品牌建设成效好
，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u家具和玩具：改造升级力度不大，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品牌建设
滞后



支柱行业产业特点分析
q 食品饮料、造纸产业：已形成规模优势

u 集聚度高
u 运用了先进的大型自动化生产设备
u 耗水、耗能较大，有一定污染

q 化工产业：分布较广
u 生产规模较大
u 技术含量不高，产品附加值不高

q 其他：
u 金属制品业（约有 70%属于装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通

用设备制造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v 四个产业工业总产值为 508.47 亿元，占规模以上制造业的 9.49%

，利税贡献相对较高，占规模以上制造业的 10.31%。
v 产业布局较为分散，缺乏大企业带动，而且近年来市一级和各镇街的

政策引导力度还远远不够，发展速度不快。



东莞制造业特点总结

q市场份额高、自主品牌少；
q低端产品多、高端产品少；
q引进仿制多、自主创新少；
q总体规模大、企业规模小；
q产品数量多、结构不合理；
q从业人员多、技术人才少；



东莞制造业所处阶段及其与国际的对比

60年代:     生产规模

70年代:      生产成本

80年代:   产品质量

90年代:   快速响应能力

21世纪:   创新能力

资源
经济

体验
经济

技术创新 产品创新 价值创新



结论

走创新之路、研发自己的产品是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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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产品创新面临的几个问题(1)

如何从堆满资料室的产品图纸中找到可重用的零件?如何从堆满资料室的产品图纸中找到可重用的零件?

0
设计人员数

零部件数量无限制增长

目标曲线

理想曲线

每一新零部件年

平均固定成本

250～500欧元

2     4      6      8    10    12   14

来源： VDI

零
部
件
数
量

u为保持竞争力,企业总
是在不断开发新产品

u增加新的产品往往意
味着企业的零部件种
类增加，这会导致总

体成本的快速上升。

u有效的解决思路是尽可能利用已有的零部件，设计人员
应能方便查询产品信息

必须改变以纸介质为产品信息载体的模式，通过数字化
产品设计，提高设计知识的利用率

必须改变以纸介质为产品信息载体的模式，通过数字化
产品设计，提高设计知识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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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产品创新面临的几个问题(2)

u把图纸锁在资料室似乎解决了安全问题，但是
很难实现安全而灵活的信息共享

u在企业成长的早期往往是效率优先，不能实现
规范管理；随着企业壮大，规范化的工作流程
越来越重要

如何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实现信息的有效共享，
从而既能保障快速响应，又能规范工作流程?

如何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实现信息的有效共享，
从而既能保障快速响应，又能规范工作流程?

必须利用数字化技术建立电子化工程流程，通过规
范化的流程实现电子资源的快速、安全访问

必须利用数字化技术建立电子化工程流程，通过规
范化的流程实现电子资源的快速、安全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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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产品创新面临的几个问题(3)

u围绕产品尤其是复杂产品的设计开发，已形成概
念设计（创意设计）、结构设计、功能性能仿真
分析优化、工艺设计等专业化分工，并不断实现
数字化

u局部优化不是产品开发的最终目标

u只有基于专业协同和综合优化，才能开发出满意
的产品（质量、成本、周期等）

如何既尊重专业分工，又发挥协同优势?如何既尊重专业分工，又发挥协同优势?

必须建立协同设
计平台

必须建立协同设
计平台

CAD CAPPCAE ...C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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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产品创新面临的几个问题(4)

u大量设计更改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对设计结果进行及时
的验证分析，从而在工艺和制造阶段频频发现问题

u通过试制和实验能够评价产品的性能，但一来成本
高，二来周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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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越早发现，纠正错误所需的成本就越低

如何优化产品设计，从而减少后期不必要的更改?如何优化产品设计，从而减少后期不必要的更改?

必须在虚拟环境下，
通过仿真分析的手段
对产品的性能进行分
析和评价

必须在虚拟环境下，
通过仿真分析的手段
对产品的性能进行分
析和评价



企业产品创新面临的几个问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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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目前，大多数情况下工艺设计活动还具有很明显的
经验性

u由于工艺方案没有能进行有效的验证，导致在制造
阶段频频发生工艺问题，损失惨重

如何验证工艺方案是否可行？是否优化？如何验证工艺方案是否可行？是否优化？

必须建立制造过程(加工、装配)的仿真验证平台必须建立制造过程(加工、装配)的仿真验证平台

汽车白车身工艺—虚拟焊接 汽车总装工艺—虚拟装配



企业产品创新面临的几个问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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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车间布局不合理——没有数字化工厂模型，从而无法进行车
间布局优化

u 计划和调度不合理、不优化，设备利用率不高，物流配送不
及时，在制品数量多——没有数字化的制造过程管理系统

如何提高生产过程的效率？如何提高生产过程的效率？

必须实施MES(制造执行系统)必须实施MES(制造执行系统)

制造过程数据采集 汽车物料配送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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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克莱斯勒的Neon轿车
u与一般轿车的平均开发周期要花4年以上时间
相比，Neon轿车只用了31个月并被评为美国的
最畅销车之一

u主要原因是，“设计者、工程师、制造人员和
零件供应商共用一个公共的数据模型......而
没有图纸。3D计算机模型通过电子介质传送给
零件供应商。供应商然后依据3D数据库来生产
工具和零件。因此，以前分阶段进行的设计过
程现在可以并行处理了。”

国外应用制造信息技术的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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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尝试

q通信设备生产商华为
u选择IBM、PTC和国内高校为其实施集成产品开发
（IPD）系统

u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研发人员共享产品信息库
u统一的产品模型贯穿于产品销售、研发、技术支持、
服务等各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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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展示——汽车公司

国外汽车公司实施制造信息技术的效益展示

与国外相比，我们刚刚起步，差距明显，需要奋起直
追，加大工作力度

与国外相比，我们刚刚起步，差距明显，需要奋起直
追，加大工作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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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信息化（产品研制）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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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管理配置管理

知识管理

过程管理

项目管理

数据管理

产品生命周期管理PLM

三维CAD

工程分析(CAE) 三维CAPP 制造执行(MES)

三维产品模型三维产品模型

生成

维护

优化 评价

应
用

应
用

应用

数字化工厂



产品生命周期数据管理（PDM/PLM）



PLM的定义

q PDM/PLM系统是企业产品相关数据与过程综合管理软件，支持企业内部、合作
伙伴及客户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资源共享与流程协同

24

需求与计
划

概念设
计

仿真与分
析

产品工程

制造工
程

工艺验证分析
生产制造

测试和质量验
证

产品销售

服务支持

报废处理
与循环利用

产品生命周期

PDM/PLM提供产品生命周期内的信息共享与集成
平台，因而成为制造业信息化工程的重要基础

PDM/PLM提供产品生命周期内的信息共享与集成
平台，因而成为制造业信息化工程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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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M的基本功能

SS
选择

规则

规则

Intranet

Extranet

PDM/PLM
知识库

产品数据

过程数据

工艺规则

CAD

产品结
构

CAP
P

CAE ...CAM

产品

PDM

工作流
系统管理员PDM 服务器

CAx  服务器
ERP 服务器

过程
历史

周转文件夹

LAN / WAN 
/ Intranet

任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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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活动2

活动 5活动 1

活动 4

活动 3

活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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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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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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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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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任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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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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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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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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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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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过程
状态

任务 9

任务
1

任务
2

任务
3

任务
5

任务
4

任务
6

任务
7

任务
8

项目

项目
文件夹

项目
日历

项目
组
文件
夹

过程
5工作流

管理

产品
文件夹

过程
6工作流

管理

过程
7工作流

管理

过程
8工作流

管理

(DOCUMENTS)

(REFERENCES)

FILE..XLS

FILE..DOC

HTTP://WWW.HOME.COM/FILE.HTML

(CONTENT)

MODEL

IMAGE

(PARTS)

(USES)

(CONTENT)

(CHANGE ACTIVITIES)
(CHANGE REQUESTS)

(CHANGE ORDERS)

数据管理 配置管理 知识管理 集成平台

项目管理 流程管理 变更管理



结构复杂

数据量大

一台典型的机车，涉
及零部件数在5000个
左右，展开的产品结
构物料数目在60,000

多条

新产品开发周期短
数据产生量大
设计更改工作量大
设计人员流动性大
设计过程严谨

•数据流失、设计变更管理零乱
•没有建立产品结构，产品数据不准确
•技术人员一半以上的时间用于发放更
改通知书、图纸归档等事务性工作

•产品改型设计时可供借鉴的资源有限
•新进设计人员的培训方式效率低
•产品转型制造时图纸数据不可靠

功能与应用（举例：铁路机车PLM系统）

PDM应用举例



CAD模型
Pro/E\UG\CATIA
Solidedge\Solidworks
AutoCAD\Protel
… …

OFFICE文档
Word\Excel\Txt
… …

图像文档
Jpg\Gif\Bmp
……

工艺文档
卡片、路线、
报表… …

DWG
DOC

JPG TXT
PRT

数
据

采
集

物料清单
产品明细
采购明细

排
序

过
滤

查询

浏览
图纸\数据

传递

管理 共享

ERP

机车车辆数据管理机车车辆数据管理

PDM应用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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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产品设计（3D-CAD）



模块化设计



包括零部件设计、钣金设计、模具设计、软管线设计、

电气设计、液压设计、强度校核、性能分析、可靠性分析等。

开展基于三维设计制造的协同，实现产品定制、三维设计、

零配件制造协作、维修服务的技术支持。

汽车零部件三维设计系统

国产三维CAD软件系统



工程分析与分析仿真（CAE）



p与国外产品相比，我们的产品“多形似”而“少神似”
p产品设计必须经历“几何设计→功能设计→性能优化”的阶
段

p复杂产品应机\电\液\控\热…多领域统一建模，进而建模\

分析\仿真\优化一体化

p未来产品设计服务产业的“生态”：模型标准+统一的计算设

计平台+专业知识库+用户

p CAE是实现产品正向创新设计的关键

背景与目标

CAE（工程分析）



从CAE（工程分析）到MDO
燃烧室设计

发动机汽化器
优化设计

近音速/超音速
多目标优化

热变形和结构优化

发动机
空气动力学优化

3D机翼优化

超音速运输机
空气动力学优化

翼展优化



从CAE（工程分析）到MDO

安全

结构分析

空气动力学
电子系统

发动机 CFD

车体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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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辅助工艺设计
（基于三维产品模型的C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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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CAPP的研究背景

q CAPP是实现工艺规划的重要工具，是制造业信息化工程
的核心和基础软件系统之一，是企业信息枢纽和桥梁，是
“甩图纸工程”的重要内容

q由于没有三维CAPP系统支持，目前大多数制造仍然通过
输文字“填卡片”、“贴图片”的方式表达装配过程，效率低、
不直观，工艺的设计手段还比较落后



工艺规划的现状与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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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 国外先进

工艺信息的载体 卡片式的半纸质工艺 基于PDM/PLM的数字化工艺

工艺模型 二维模型或者没有明确的工
艺模型 三维轻量化工艺模型

工艺规划 以交互式填卡为主，自动化
程度很低

基于三维模型和工艺决策知识
的自动化工艺规划

工艺验证与仿真分析 不具备任何验证和分析能力
可加工性分析、可装配性分析、
加工规划与仿真、数字化装配
仿真验证、工厂建模与仿真

工艺设计工作流程 以纸介质传递的形式实现的
工作流程

电子化流程：发放流程和变更
流程

并行/协同工作 设计/工艺之间缺乏并行，工
艺活动内部协同工作能力弱 设计人员和工艺人员并行工作



应用三维CAPP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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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纸信息 实施三维CAPP之
前 实施三维CAPP之后

产品
结构

通过产品明细表
手工获取产品结
构

从PDM中获取BOM

产品
信息

使用二维蓝图
通过三维轻量化产品模型获取产品
装配关系与参数，并可生成三维工
序图向下游传递

工艺
过程卡

使用纸质工艺过
程卡

MES通过直接访问CAPP数据库工艺
过程卡

车间
操作

使用纸质作业指
导书

车间无需工艺卡，通过可视化平台
可看到虚拟加工与装配过程

实施基于三维产品模型的集
成化CAPP系统，可支持产
品全生命周期的信息集成与
管理，实现从产品三维设计
建模、三维工艺规划、工艺
规划仿真、制造等全过程的
集成，改变以工艺图纸为主
要传递对象的部门间、企业
间的信息交互方式

三维CAPP是联系数字化设计和数字化制造的纽带三维CAPP是联系数字化设计和数字化制造的纽带



车间制造执行（MES）



我国离散制造的现状与问题

q 生产准备时间长
q 异常情况处理不及时
q 在制品周转和等待时间长
q 单元设备的利用率低
q 生产现场的监控缺乏工具支持

我国制造企业生产效率不高，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我国制造企业生产效率不高，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

q 早在2000 年，丰田汽车厂就可以共线生产
4000 多种类型的汽车，8 小时单线可班产
500 辆车。

q 而截至2006年，国内汽车装配线单线班产能
力一般仅能达到300 台，共线生产的车型也
一般在1000 种左右。

车间制造执行系统（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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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信息化的薄弱环节

车间层信息化还很薄弱

CAD

CAMCAE

CAT

PDM ERPERPTCMS

SCM

CRM

研发 车间制造 生产管理
销售

智
能
设
计

多
学
科
优
化

系
统
仿
真

反
求
工
程

运
筹
学

现
代
管
理
理
论

系
统
工
程

信
息
经
济
学

MES是弥补此薄弱环节的重要手段MES是弥补此薄弱环节的重要手段

CAQ



MES作为连接计划层与控制层的桥梁，正在成为制造底层信息化的核心平台MES作为连接计划层与控制层的桥梁，正在成为制造底层信息化的核心平台

计划

制造执行

控制

研发 销售

MES（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是面向车
间的生产过程管理与实时信息系统。它主要解决车间生产任
务的执行问题，填补上层生产计划与底层工业控制之间的鸿
沟。它通过物流、设备状态等实时监测与协调优化控制，达
到快速响应制造及降低能耗的目标。

车间制造执行系统（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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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 的功能与作用

资源
配置
与状态

文档
管理

派遣生
产单元

操作
/详细
调度

过程
管理

劳工
管理

质量
管理

数据
采集
/获取

产品
跟踪和
系谱

维护
管理

性能
分析

MES

Controls

车间设备控制

SCM
供应链
管理

MRPII/ERP
企业资
源规划

SSM
服务销售
管理

MES
制造执行系统

P/PE

产品及
工艺设计

MES填补了上层生产计划与底层工业控制之间的鸿沟MES填补了上层生产计划与底层工业控制之间的鸿沟

上
层
生
产
计
划
层

上
层
生
产
计
划
层

底
层
设
备
控
制
层

底
层
设
备
控
制
层



系统分析

制造过程建模制造过程建模

一．生产运作分析及协同制造过
程建模与仿真

一．生产运作分析及协同制造过
程建模与仿真

工艺协调

协调化协调化

二．柔性工艺规划及其与车间调
度的协同优化

二．柔性工艺规划及其与车间调
度的协同优化

生产调度与监控

智能化智能化

三．生产计划智能调度及多生产
过程关联优化

三．生产计划智能调度及多生产
过程关联优化

物流控制

同步化同步化

四．加工线与装配线之间的物流
同步控制

四．加工线与装配线之间的物流
同步控制

数据采集

实时可视化实时可视化

五．车间底层数据采集、可视化
监控等软硬件一体化

五．车间底层数据采集、可视化
监控等软硬件一体化集成优化

时间、成本、
质量控制

时间、成本、
质量控制

六．各功能集成应用以达到生产
最优

六．各功能集成应用以达到生产
最优

车间制造执行系统（MES）



原材料入口

部件组装点

传输链

在制品缓存区

返修上线点

子装配线

底盘焊装线

发动机舱线

左门线

右门线 右顶棚线

左顶棚线

调整线

涂装线 总装配线

RFID 条形码

打
码
器

传
感
网
络

制造系统状态显示屏

中
心
服
务
器

信息采集与处理
服务器

系统优化
服务器

系统运行
显示与控制
服务器

电子
看板
系统

产品信息实时采集

资源信息
实时采集

制造系统状态与控
制实时显示与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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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MES解决方案A2-MES解决方案

车间制造执行系统（MES）



数字化工厂（Digital Factory）



数字化工厂(Digital Factory)

q数字化工厂包括车间布局三维模型、制造资源三维模型、
产品三维模型、数字化工艺等基本元素

q在生产线实际运行之前，利用工厂的三维布局模型和零部
件的工艺规划结果，结合离散事件仿真理论，在虚拟环境
下对车间的生产过程进行仿真分析，从而实现：
u 验证工艺方案的可行性，并对工艺方案进行优化；

u 消除瓶颈并确定潜在产量，平衡生产节拍，合理安排工序；

u 检查人机工程学的合理性

u 对复杂的制造物流系统进行模拟优化，如瓶颈分析缓冲区尺寸定
义、制造能力评估、生产计划安排等

47

数字化工厂模型是进行生产过程仿真分析和优化的基础数字化工厂模型是进行生产过程仿真分析和优化的基础



三维车间模型

三维生产线模型

数字化工厂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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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工艺验证(DPV: Digital Planning Validation)

u对整个工作区域进行三维仿真和工位优化布局
u验证工位之间没有互相的干涉，生产线的布局设计能够
保证逻辑上和连续的工作

u进行生产线动态仿真，进行生产能力的评估、瓶颈检查
和生产资源利用率的评价

u人因工程分析
u可加工性分析



提纲

一、东莞制造业特点分析

二、制造业转型升级面临的技术难题

三、制造业信息化的主要内容

四、实施制造业信息化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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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确认识

q制造业信息化是手段，不是目的

q制造业信息化的目的是提升企业的产品开发能力

q制造业信息化需要循序渐进，应注重阶段积累

q制造业信息化是一把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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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充分准备

q 基本条件：对制造业信息化内涵认识明确；开拓进取的领导班子；良
好的管理基础，已经实施主要单元系统。

q 需求明确：总体预期目标和分阶段目标；管理层需求分析；流程需求
分析；软件功能需求分析；硬件配置需求分析等。

q 资金条件：实施制造业信息化需要在应用软件、系统软件、硬件平台、
培训、实施费用上投资。所以企业必须有充分的预算。

q 人员素质：良好的员工素质是企业实施制造业信息化的必备条件，可
以从以下方面进行评估：领导素质、员工素质、企业员工凝聚力。

q 基础数据：包括产品数据、工艺数据、管理数据等信息。

q 网络建设：除了一般局域网外，还涉及车间现场数据采集与控制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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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规范流程

工作流程调查
与需求分析
工作流程调查工作流程调查
与需求分析与需求分析

工作流程重组
与优化设计
工作流程重组工作流程重组
与优化设计与优化设计

客户化改造
与IT技术方案
客户化改造客户化改造
与与ITIT技术方案技术方案

“甩图纸工程”
解决方案

““甩图纸工程甩图纸工程””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用户培训用户培训用户培训系统实施

与上线
系统实施系统实施
与上线与上线

绩效监控
与管理持续改进
绩效监控绩效监控

与管理持续改进与管理持续改进
系统维护
与升级
系统维护系统维护
与升级与升级

系统实施成功的标志：

ü系统运行集成化；

ü工作流程合理化；

ü绩效监控动态化；

ü管理改善持续化。



1 企业发展战略 2 关键需求 3 信息化目标

深度营销：
渠道分销能力；
客户获得能力；
客户保持能力；
售后服务能力；

支持获得、分析经销商和终端客户的
信息；
支持渠道管理和客户开发；
支持对客户的快速响应；
支持物流配送管理；

支持信息搜集和知识管理
支持研发数据与生产、供应商、客户
、销售的信息共享；
支持研发项目生命周期的数据管理
支持多产品的协同研发

建设具有强大的渠道管理和售
后服务功能的信息系统；

提供数据分析和决策支持；

建立物流管理信息系统；

建设支持研发、生产、采购和
销售产品数据共享和协同的系
统；
建立知识管理系统；

技术创新：
洞察客户需求、发现新技术机
会能力；研发管理能力；缩短
开发周期和降低成本能力；持
续研发和新品上市能力。

国际化：
国际化业务拓展能力，获取国
际终端市场；
兼并收购等合理化资本运作能
力，进行产业整合；

支持跨地区、跨国的IT服务管理；
支持多种订单方式的实现与管理；
支持跨语言平台的信息共享和管理；
支持对动态业务模式的发展；
支持管理输出和模式复制；

实现符合国际规范的IT服务管
理；
建立可扩展、可配置、多语言
平台、集成的信息系统；
为业务扩张提供IT系统整合；

… … …

实施信息化必须有的放矢



卡特彼勒的信息化策略

采购
•供应商关系优势

最终客户期望

•生产率
•可靠性
•性能

经销商期望

•国际化产品/品牌
•厂商支持结构
•收益率
•生产率
•新产品
•创新产品

研发

•用户生产率
•全球适用性
•设计关注
操作连贯性和成
本效率
远程维护诊断

•客户和经销商参
与

市场和服务

•加强公司与经销商网络的
长期信任

• 信息驱动公司/经销商/客
户合作

•国际品牌认可度
•全球通信
•经销商一致性
•在线配件和服务
•经销商管理
•倾听客户/经销商的组织

价值
交付

•集成在线服务网络
•远程诊断/服务程序
•World-wide QR
•信息/通讯流，提高服务响应速度

生产

•卓越制造和质量评价
•生产柔性
•客户、经销商对质量
、成本和相关生产的
要求

物流

卡 特 彼 勒 的 价 值 链加强公司与客户、经销商联系

关注客户

产品创新
差异化

6sigma

全球采购

全球网络

快速配送

全球化

注重亚洲

关注客户

密切供应商关系

为客户、经销商提供金融服务

CRM
配件/现场服务系统

SRM

MRP
6sigma系统

PLM/CAD/CAE

SCM

Web-based 财务系统

战略

举措

ＩＴ

举措



东莞华中科技大学制造工程研究院

研发大楼

技术服务大楼

设计服务中心
工业造型
结构设计
性能分析
快速成型

激光技术中心
激光器件

平面切割装备
三维切割装备
挠性板切割装备

检测技术中心
无损检测
材料成份分析
产品性能检测
环保性能检测

RFID应用技术
物流管理
客户管理
售后管理
召回管理

数控装备部
核心部件
轻工装备
新型装备

电子制造部
LED生产装备
RFID封装装备
RFID应用

信息技术部
数字化设计
制造系统优化
装备运行仿真

材料模具部
模具设计
注塑工艺

模内层压设备



东莞华中科技大学制造工程研究院

1 3

2 4

先进的测量设备：
1. 微显微影像3D测量仪
2. 精三坐标测量机
3. 快柔性关节臂激光测量机
4. 宏激光跟踪测量仪

先进的激光设备：
1. 三维激光切割装备

（2.5米*3米*1米）
2. 直线电机驱动激
光切割（2米*4米）

先进的检测实验室：
1. 三维激光切割装备
（2.5米*3米*1米）

2. 直线电机驱动激
光切割（2米*4米）



东莞华中科技大学制造工程研究院

高速木工复合加工中心 全自动数控毛纺编织机

加气砌块自动切割机数字化压机 自动码垛机

LED检测与分选设备

自主研发的若干主要装备



东莞华中科技大学制造工程研究院

世博会北京馆机电控制与多媒体融合器
1、分布式同步控制：机械臂分布式精确控制
2、多通道融合：实现大流量视频实时处理与拼接
3、轻量化设计：解决轻质材料与高可靠性的矛盾。
已经承接的其他场馆：联合国馆、阿根廷馆、安哥拉馆、

黑山共和国、非洲5国联合馆、生命阳光馆等
鸟巢超大屏（40m*70m），49通道融合已经进入最后一轮

广东省副省长万庆良称赞工研院承担的
北京馆项目是“东莞的荣耀，广东的荣耀”



结束语

q为产业创新共性技术

q为企业创造核心价值

q为团队提供创业平台

制造信息技术是提升产品研发的重要手段，能为
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东莞华中科技大学制造
工程研究院愿意和企业一道为推动制造信息化而努力
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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