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智能制造典型场景参考指引
（2024 年版）

一、工厂建设

1.工厂数字化设计与交付

面向工厂规划、工艺布局、产线设计、物流规划等业

务活动，针对工厂设计建设周期长、布局不合理等问题，

搭建工厂数字化设计与交付平台，应用建筑信息模型、物

流和动线仿真、生产系统建模等技术，开展工厂数字化设计

和建设，实现工厂数字化交付，缩短工厂建设周期。

2.数字孪生工厂运营优化

面向基础设施运维、运营管理等业务活动，针对信息

孤岛难打通、集成管控难度大等问题，应用建模仿真、异

构模型融合等技术，构建设备、产线、车间、工厂等不同

层级的数字孪生系统，通过物理世界和虚拟空间的实时映

射和交互，实现工厂运营持续优化。

二、产品设计

3.产品数字化研发设计

面向需求分析、概念设计、产品设计等业务活动，

针对产品研发周期长、设计质量控制难等问题，基于数

字化设计仿真工具和知识/模型库，应用多学科联合建模、



物性表征与分析等技术，开展产品结构、性能、配方等

设计与验证，大幅缩短产品研制周期，提高设计质量。

4.虚拟验证与中试

面向产品验证、中试等业务活动，针对新产品验证周

期长、熟化成本高等问题，搭建虚实融合的试验验证环境，

应用多物理场仿真、可靠性分析、AR/VR等技术，通过全

虚拟或半虚拟的试验验证，降低验证与中试成本，加速产品

熟化。

三、工艺设计

5.工艺数字化设计

面向工艺规划、产线设计等业务活动，针对工艺设

计效率低、验证成本高等问题，基于工艺设计仿真工具、

工艺知识库和行业工艺包等，应用工艺机理建模、流程

模拟等技术，实现工艺设计快速迭代优化，缩短工艺定

型周期。

6.可制造性设计

面向工艺审查、可制造性改进等业务活动，针对产

品试制周期长、加工装配效率低等问题，打通产品研发、

工艺设计、生产作业等环节数据，基于产品物理特征与

制造能力关联分析，全面评价与及时改进产品和工艺设

计的可加工性、可装配性和可维护性。

四、计划调度

7.生产计划优化



面向销售订单预测、生产计划制定等业务活动，针

对订单需求预测难、交付周期长等问题，构建生产计划

系统，打通采购、生产和仓储物流等管控系统，应用多

目标多约束求解、产能动态规划等技术，实现生产计划

优化和动态调整，缩短订单交付周期。

8.智能排产调度

面向作业排程、资源调度、生产准备等业务活动，针

对资源利用率低、交付不及时等问题，建设智能排产调度系

统，应用多约束排产建模、多目标排产寻优等技术，实现多

目标、多扰动情况下排产优化与资源动态调度，缩短

产品生产周期，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五、生产作业

9.产线柔性配置

面向产线建设、产线改造等业务活动，针对个性化需

求响应慢、产线换线时间长等问题，部署智能制造装备与

系统，应用产线模块化重构、柔性物流运输等技术，根据

订单、工况、库存等变化，实现产线快速调整和按需配置。

10.人机协同作业

面向复杂产品加工、装配等业务活动，针对传统生产

方式协同效率低、作业安全风险高等问题，部署工业机器

人等智能制造装备，构建人机协同作业单元和管控系统，

应用智能交互、自主规划、风险感知和安全防护等技术，实

现加工、装配、分拣、物流等过程人机高效协同。



11.工艺动态优化

面向离散行业工艺控制、工艺参数调优等业务活动，

针对工艺/设备参数动态调优难等问题，建设智能产线和工

艺在线优化系统，应用设备机理与数据混合建模、多设

备联合寻优等技术，实现工艺过程和设备参数在线优化，

提高产品质量一致性。

12.先进过程控制

面向流程行业生产过程控制、工艺参数优化等业

务活动，针对复杂工艺过程参数波动大、控制效果差等问

题，基于先进过程控制、实时优化等系统，应用模型预测

控制、多目标寻优等技术，实现精准、实时和闭环的工艺

流程控制优化，稳定产品质量，提高产出率。

13.数智精益管理

面向生产现场管理、成本质量管理、供应链管理等业

务活动，针对资源利用率不高、管理效率低等问题，应用

六西格玛、6S 等精益方法，将精益管理理念与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深度融合，实现基于数据的人、

机、料、法、环等生产要素精准、高效管理，提升整体运

营效率。

六、质量管控

14.在线智能检测

面向质量数据采集、分析、判定等业务活动，针对

人工检测效率低、一致性差等问题，构建在线智能检测



系统，应用物性成分分析、机器视觉检测等技术，实现

产品缺陷在线识别和质量自动判定，提升质量检测效率

和准确性。

15.质量追溯与分析改进

面向质量数据管理、质量问题追溯、质量优化等业

务活动，针对质量数据不完整、追溯难度大等问题，构

建质量管理系统，应用条码、二维码、RFID、5G、标识

解析、区块链等技术，集成分析原料、设计、生产、使

用等质量相关数据，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质量精准追

溯和优化改进。

七、设备管理

16.设备运行监控

面向设备运行数据采集、状态分析等业务活动，针对

设备数据全面采集难、统一管理难等问题，部署设备运行

监控系统，集成智能传感、5G、多模态数据融合等技术，

实现设备数据实时采集、状态分析和异常报警，提高设备运

行效率。

17.设备智能运维

面向设备故障分析、健康管理等业务活动，针对设

备运维成本高、非计划停机频次高等问题，部署智能传

感与控制设备，建立设备运维管理平台，应用设备故障

知识图谱、故障机理分析、预测性维护等技术，实现设

备智能运维，降低运维成本，保障连续生产。



八、仓储物流

18.智能仓储

面向物料出入库、库存管理等业务活动，针对出入

库效率低、库存成本高等问题，建设立体仓库和智能仓

储管理系统，应用条码、二维码、射频识别、仓储策略

优化、多形态混存拣选等技术，实现物料出入库、存储、

拣选的智能化，提高库存周转率和土地利用率。

19.精准配送

面向厂内物流配送等业务活动，针对物料配送不及时、

不精准等问题，部署智能物流设备和管理系统，应用室内

高精度定位导航、物流路径动态规划、物流设备集群控制

等技术，实现厂内物料配送快速响应和动态调度，提升物

流配送效率。

九、安全管控

20.危险作业自动化

面向危险作业操作、过程管理等业务活动，针对危险

作业安全风险高、自动化水平低等问题，建设智能作业单

元和管控系统，应用环境感知与识别、作业风险控制等技

术，实现危险作业环节的少人化、无人化，提高生产作业安

全水平。

21.安全一体化管控

面向安全风险识别、安全应急响应等业务活动，针

对安全风险实时监控难、处置效率低等问题，搭建生产



安全管控和应急处置系统，应用生产运行风险动态监控、

安全预警等技术，提高安全防护水平和安全事故快速处

置能力，降低事故发生率和损失。

十、能碳管理

22.能源智能管控

面向能耗监测、能源调度等业务活动，针对能耗全面

监控难、精细化管控成本高等问题，部署能耗采集设备

和管控系统，应用多能源介质感知、能耗综合建模仿真、

能源平衡调度等技术，实现工厂能源在线监测、综合管控和

能效优化，降低单位产值综合能耗。

23.碳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

面向碳排放数据采集、碳足迹追踪和碳资产核算等

业务活动，针对碳排放计量难、碳足迹追踪效率低等问

题，建立数字化碳管理系统，应用碳排放精细化检测、

碳排放指标自动核算等技术，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碳排

放追踪、分析、核算和交易，降低单位产值碳排放量。

十一、环保管理

24.污染在线管控

面向污染排放监测、污染物收集处理等业务活动，

针对污染排放计量难、污染管理粗放等问题，部署污染

排放在线采集设备和管控平台，应用污染监测与控制、

污染源追溯等技术，实现污染全过程动态监测、精确追

溯、风险预警和高效处理，降低污染排放水平。



十二、营销与售后

25.智慧营销管理

面向市场营销、销售管理等业务活动，针对客户需求

信息获取不及时、营销策略不合理等问题，建立销售管理系

统，应用用户画像、需求预测等技术，实现基于客户需求

洞察的营销策略优化和供需精准匹配，提升营销精准性

和销售量。

26.产品智能运维

面向产品运维、增值服务等业务活动，针对服务周期长、

响应不及时等问题，构建产品远程运维系统，集成 5G、

AR/VR、预测性维护等技术，实现基于运行数据的产品远

程监控、故障诊断和增值服务创新，提高产品附加值。

27.智能客户服务

面向投诉处理与反馈、客户关系维护等业务活动，针

对客户响应不及时、服务体验感差等问题，建立客户服务

管理系统，应用 5G、AR/VR、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谱、

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实现主动式客户服务响应，提高客户满

意度。

十三、供应链管理

28.供应链计划协同优化

面向采购计划制定、协同、优化等业务活动，针对

采购计划不精准、交付不及时等问题，建设供应链管理

系统，应用集成建模、多目标寻优、数据跨域控制等技术，



实现基于市场、采购、库存、生产等数据的供应链计划

协同优化。

29.供应商数智化管理

面向供应商入库、供应商评价、物料采购等业务活

动，针对供应商比选难、议价能力弱、断供风险响应不

及时等问题，建立供应商管理系统，应用供应商风险评

估、供应链溯源等技术，实现供应商精准画像，开展基

于数据分析的供应商评价、分级分类、寻源和优选推荐。

30.供应链物流智能配送

面向配送路线规划、运输过程监控等业务活动，针对

物流运输过程监控难、配送周期长等问题，建设供应链

物流管理系统，应用 5G、多模态感知、实时定位导航、

智能驾驶等技术，实现厂外物流全程跟踪、异常预警和高

效处理，降低供应链物流成本，提升准时交付率。

十四、信息基础设施

31.先进工业网络应用

面向工厂网络设计、建设、运营等业务活动，针对工

厂网络需求多样、结构复杂、带宽不足等问题，部署 5G

专网、TSN、工业全光网络等新型网络基础设施，应用异

构网络融合、远距离高带宽实时通信等技术，建设满足智

能制造需求的低时延、高可靠、大带宽工业网络。

32.工业信息安全管控

面向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等要求，针对企业网络与数



据安全风险高、防护能力弱等问题，实施工业互联网安

全和数据分类分级管理，部署工业控制系统网络安全防

护设备，建设数据安全风险监测和应急处置能力，应用

安全态势感知、多层次纵深防御等技术，实现全方位全

流程安全漏洞监测、风险防控、快速处置，提升网络安全

和数据安全防护水平。

33.工厂数据资源管理

面向数据采集存储、数据分析应用等业务活动，针对

数据格式不统一、价值释放不充分等问题，建设数据中心、

工业互联网平台等基础设施，融合数据跨域控制、数字合

约、隐私计算等技术，开展数据治理，实现企业内或跨企

业的数据安全可信流通和挖掘应用，推动数据价值化。

十五、多环节模式创新

34.数据驱动产品研发

面向产品快速研发、复杂结构设计、用户个性化设

计等需求，集成市场、设计、生产、使用等多维数据，

探索创成式设计，基于数据驱动的产品形态、功能和性

能的研发设计和持续优化，缩短产品研发周期，加速产

品创新。

35.大规模个性化定制

面向产品个性化、多样化、小批量等需求，通过网

络化手段收集多元化市场需求，采用模块化设计、平台

化架构、柔性化系统等手段，以规模化生产的低成本、



高质量和高效率，提供个性化、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

36.网络协同制造

面向复杂产品多方协同、产能共享、多工厂协同等需求，

建立网络协同制造平台，推动多环节、多工厂或多企业间

设计、生产、管理、服务等环节紧密连接，实现跨企业跨

地域的业务协同和制造资源配置优化，助力打造全球生产

网络。

37.研产供销服深度集成

面向市场快速响应、资源高效配置、客户体验优化等

需求，推动研发、生产、供应、销售和服务等环节的业务

流、数据流深度集成，形成一个高效协同的运营体系，实

现产品全生命周期协同优化，全面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38.弹性供应链

面向供应链稳定性提升、供应链快速调整等需求，建

立供应链风险预警与弹性管控系统，集成应用供应链风

险识别和动态响应模型，实现供应链风险在线监控、精

准识别、提前预警和快速处置，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和安全水平。

39.全员数字化管理

面向人员数字化绩效评估、数字化技能提升、健康管

理等需求，组织开展全员数字化能力培训，构建统一的

人员数字化管理平台，集成人员健康状况、专业技能评

估及作业环境等多维度信息，实现人员绩效量化动态评



估、人员状态动态监测和精准作业派工，提升全员岗位

效能。

40.可持续制造

面向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绿色消费等需求，以数智

技术支撑企业以对环境和社会负责的方式开展产品

全生命周期、生产制造全过程和供应链全环节各业务活

动，实现生态效益、资源效率、生产效率和社会责任等多

方面综合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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