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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工业 4.0 的浪潮席卷全球，智能制造时代已然来临，我国各行各业正积极迈向数字化与
智能化的新纪元。数字化转型已成为行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特别是在汽车产业这一实体经济的支柱
领域中，智能化转型更是刻不容缓。为了实现全方位的智能化革新，汽车行业需以数字化为引领，推
动全业务流程的创新与管理变革，进而实现价值的共创，并构建数字化的生态圈。本文旨在深入探讨
智能化汽车生产车间的工艺与安全管理。首先，分析了当前国内传统汽车生产车间在制造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并对传统车间的工艺流程进行细致梳理。随后，基于智能化的发展趋势，提出针对性的管理
路径，包括生产过程的智能化升级、标准化管理的智能化推进、质量控制的智能化优化以及管理模式
的智能化转型。最后，对智能化汽车生产车间的安全管理策略进行深入分析，以期为汽车行业相关企
业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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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wave of industry 4.0 sweeping the world，the era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has come，
and all walks of life in China are actively moving towards a new era of digitalization and intelligence.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become the core driving for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especially in the 
automobile industry，the pillar field of the real economy，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is urgent.In order to realize 
the full range of intelligent innovation，the automobile industry needs to take digitalization as the lead，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management change of the whole business process，so as to realize the co-creation of value，
and build a digital ecosystem.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 process and safety management of intelligent 
automobile production workshop.First of all，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of the current 
domestic traditional automobile production workshop are analyzed，and the technological process of the 
traditional workshop is carefully combed.Subsequently，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intelligence，the 
targeted management path is proposed，including the intelligent upgrade of the production process，the 
intelligent promotion of standardized management，the intelligent optimization of quality control and the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the management mode.Finally，the safety management strategy of the intelligent 
automobile production workshop is analyzed in depth，in order to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for the related enterprises in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Key words] intelligence；automobile production workshop；process management；safety management；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一、引言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互联网+及车联网等前

沿技术的不断融合与应用，传统制造行业正经历着一场颠覆性

的变革。这场变革深刻影响着制造业的每一个角落，重塑了整

个行业的格局
[1]
。在我国，制造业正逐步迈向转型发展的新阶

段，而智能制造则成为推动这一转型的核心动力。我国正积极

推动智能制造的深度融合发展，并加强国际合作，以推动制造

业与智能技术、互联网等领域的交融共进。这一过程中，我国

智能制造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其中汽车制造业的智能制造进

步尤为显著，为整个制造业树立了典范。 

二、智能化汽车生产车间的内涵 
智能化车间是一种创新的生产模式，它基于产品全生命周

期的数据，并运用计算机技术构建虚拟工作环境
[2]
。在这一环

境中，能够实现对具体生产过程的仿真、评估与优化。这种生

产方式不仅能在虚拟环境中模拟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确保生

产流程的精准控制，还能有效保障生产质量的安全性和稳定

性。 

三、目前国内传统汽车车间制造存在的问题 
（一）汽车产品质量难以实现精细化管控 

在传统汽车车间制造中，产品质量控制往往依赖于人工操

作和事后检验，这种方式难以实现对产品质量的精细化管控。

由于人工操作的不确定性和局限性，产品质量的波动较大，难

以满足现代汽车制造业对产品质量稳定性的高要求，这导致国

产汽车与进口汽车之间存在显著差距。这些差距主要体现在汽

车质量不稳定、合格率较低、车身及零部件装配间隙大、噪声

和震动大、操控性不佳、舒适度差以及使用寿命短等方面，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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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许多问题源于装配工艺。同时，事后检验的方式往往只能发

现已经存在的问题，而无法预防潜在的质量风险。此外，尽管

企业采用了先进的生产线装配经过精心设计和分析的汽车，但

应用的工艺原理和规划方法却相对陈旧，未能充分发挥新设备

的制造潜力。这主要是因为工艺规划人员对新加工技术缺乏了

解，且未经过虚拟验证就采用新工艺方案，面临的风险难以预

测和承担。 

（二）汽车试制周期长，制造工艺不稳定 

在缺乏有效工艺虚拟验证手段的情况下，新车型的设计与

工艺规划往往陷入冗长的产品试制循环之中
[3]
。为了确保试制

的顺利进行，企业需派遣专业的工艺与产品设计人员亲临现

场，他们在试制过程中不断识别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对于某

些复杂的加工流程，更需通过反复的试验与修正来探寻合适的

工艺方案。这一过程类似于爱迪生发明灯泡的艰辛探索，每一

次尝试都代表着向成功迈进的一步，但整体而言，其耗时长且

难以预测何时能达到预期的试制效果。这不仅影响了新车型的

上市时间，还可能对产量和 终产品质量造成不利影响。 

四、传统工艺管理流程分析 
（一）焊接工艺 

焊装工艺规划是一个多阶段的过程，主要包括焊接流程的

深度分析、焊点布局的精心规划、工位节拍的细致计算与分析、

设备规格的全面考量、工艺物流的周详分析，以及 终平面布

局图的精准制定。这些阶段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互

为补充的
[4]
。在每个阶段完成后，都会进行严格的方案评审，

以确保规划的准确性和可行性。 

（二）涂装工艺 

在涂装前，对车身进行表面处理，如脱脂、除锈、磷化等，

以增强涂层的附着力和耐腐蚀性。接着，选择合适的涂料和涂

装方法，如电泳涂装、喷涂等，进行涂层的施工。在涂装过程

中，严格控制涂料的用量和涂装质量，确保涂层均匀、光滑、

无气泡、无流挂等缺陷。 后，对涂层进行干燥和固化处理，

使其达到预期的防护和装饰效果。 

（三）总装工艺 

总装工艺是将各个零部件组装成整车的过程。在总装前，

对零部件进行清洗、检查和分类，确保零部件的质量和数量满

足生产要求。接着，按照工艺流程图进行零部件的组装和调试，

如车身与底盘的合装、发动机的安装、电气系统的布线等。在

组装过程中，注意零部件的匹配和安装的准确性，确保整车的

性能和安全性。 后，对整车进行质量检验和测试，如行驶测

试、制动测试、灯光测试等，确保整车符合质量要求。 

（四）实物物流 

物流系统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规划过程中需精细考虑各

环节。具体而言，对于焊装与涂装车间而言，其实物物流系统

的构建相对简洁；然而，在总装车间中，实物物流的顺畅性则

是确保生产连续性和效率的关键。物流规划并非一蹴而就，而

是一个逐步深入、层层递进的过程。这一过程通常涵盖物流模

式的初步构想、流程概念的详细规划、功能模块的具体设计、

生产面积的合理分配、功能区域的详尽规划、物流设备的精心

选型，并 终落实到生产现场的平面布局图设计。 

五、智能化汽车生产车间工艺管理重点制定 
（一）车间生产智能化 

生产智能化的核心目标是通过集成 PLM（产品生命周期管

理系统）、ERP（企业资源规划系统）和 APS（高级计划与排程

系统）等先进系统，构建一个闭环的生产过程管理体系，涵盖

生产计划的制定、执行、监控和问题处理
[5]
。该系统旨在围绕

产品制造和供应链流程管理，实现全过程的智能化。这一服务

涵盖了生产人员效率、工艺与工序、生产节拍（JPH）、以及

制造设备等多个方面，实现了对产品及制造工艺过程的双向追

溯，为全工艺链的可追溯管理提供了有力支持。同时，数字孪

生作为制造数字化的前沿技术应用，通过智能化手段将物理实

体如生产线、设备和工装转化为数字模型，并结合数据计算和

经验分析进行模拟、控制、校验和计算。这种技术能在产品制

造前通过虚拟仿真，模拟不同配置和等级汽车的生产过程，从

而预先识别并降低实际生产中的潜在瓶颈和难点。数字孪生技

术不仅缩短了产能爬坡时间，减少了非计划停机时间，还能模

拟原材料、零部件、物流、工艺和设备状况，帮助生产管理人

员和技术人员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通过应用数字孪生技术，

车间将能够显著提升单日产量，并确保生产工艺流程的稳定性

和可靠性。 

（二）车间标准智能化 

标准化体系在制造管理系统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它

是构建完整、高效管理体系的基石。智能化生产在推进制造标

准化的过程中，面临着关键的挑战，即如何跨越这 后一公里，

将标准化与智能化深度融合。制造是一个持续累积和提升的过

程，若未能将操作者的丰富经验、技术诀窍和操作知识以标准

化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付诸实践，智能化信息系统便难以对庞

杂、非结构化的数据进行高效分析，整个管理系统也将无法有

效利用这些数据，从而阻碍了数据业务化的进程。为了提升生

产制造的协同效率，必须根据车间实际环境，建立标准化的生

产作业流程，并转化为车间制造的标准化地图。这张地图将为

车间管理者和决策者提供准确的数据分析支持，促进各部门间

的高效协作。以总装车辆电检工艺为例，必须遵循严格的操作

流程和步骤，利用 MFT 电检设备的程序引导，逐项进行检查确

认。这包括目视检查和手动检查等多个环节，员工需根据车辆

实际情况反馈电检程序的执行情况。只有通过这种标准化的工

艺确认和固化的程序路径，才能确保每台车都经历相同的检测

过程，从而保证生产制造的质量和一致性。 

（三）车间质量智能化 

质量智能化管理，作为技术与管理的融合体，是智能化转

型和市场激烈竞争下企业管理的必然走向。以质量管理流程与

模式为核心，利用质量数据的统计收集与分析作为数据处理的

基础方法，旨在实现客户满意度的提升和零缺陷目标的达成。

通过构建智能化的质量评价体系，确保质量控制在稳定范围内

波动，以 小的成本输出高质量产品。在智能化质量管理的实

践中，各类电子数据端被广泛应用，实时收集制造信息与数据，

并设定标准阈值。一旦遇到质量问题或波动，即时触发问题反

馈与升级机制，利用目视化、电子化等手段向管理人员发出警

示。随后，借助智能化机制推动问题整改与措施反馈，持续推

动在线质量问题的解决。例如，可以利用智能化平台构建质量

审核平台库，将 VDA6.3、ISO9001 等质量审核标准进行数据化

处理。审核员可通过移动端直接登录系统，按照系统指引进行

在线审核与记录。通过持续的数据录入，系统能够自动生成审

核结果与得分，既提高了审核效率，又确保了审核工作的准确

性与一致性，为制造现场的实时监控提供了有力支持。 

（四）车间管理智能化 

管理数字化集中在生产车间外智能管理业务上，致力于将

数据渗透到公司运营场景中，用数据来支撑决策。在班组日常

事务中，班组长可以快速得到生产线当天的生产指令，设备运

行状态和物料准备状态等信息，在系统指导下高效率地完成所

有巡检任务。公司的管理团队通过全面的驾驶舱管理来深入了

解关键指标的当前状况和发展趋势，并利用 BI 数据分析工具 
下转第 2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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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智能化 

智能化是 5G 通信系统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随着物联网

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5G 通信系统将更加智能化，能够

自动感知和适应不同的网络环境和应用场景。智能化的 5G 通

信系统将具备以下特点。智能化的 5G 通信系统将能够自动感

知和适应不同的网络环境和应用场景。通过采用智能感知技术

和机器学习算法，5G 通信系统可以实时监测网络状态和应用需

求，自动调整网络参数和资源分配，以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和

服务质量；智能化的 5G 通信系统将具备更高的安全性和可靠

性。通过采用智能安全技术和区块链技术，5G 通信系统可以实

现更加安全可靠的通信和数据传输，保护用户隐私和数据安

全；此外，智能化的 5G 通信系统还将具备更高的智能化应用

能力。通过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和大数据分析技术，5G 通信系统

可以实现更加智能化的应用场景，如智能家居、智能交通、智

能医疗等，为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更多便利和效率。 

3.4 安全化 

在 5G通信系统中，安全化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随着5G

技术的发展，网络攻击和数据泄露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加。因此，

5G 通信系统需要采取一系列的安全措施来保护用户的隐私和数

据安全。其中，网络虚拟化和云化技术可以提高网络的安全性，

通过将网络资源虚拟化和云化，可以更好地保护网络的安全性

和可靠性。此外，智能化技术也可以提高网络的安全性，通过

使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技术，可以更好地识别和防范网络

攻击。当然，安全化还需要考虑到用户的隐私保护，通过加密

和身份验证等技术，可以更好地保护用户的隐私和数据安全。 

结语 
5G 通信系统集成技术的未来发展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

的领域。随着 5G 通信系统的不断发展和普及，集成技术将成

为 5G 通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5G 通信系统集成技术

将面临着许多技术难题和挑战，如网络安全、网络性能、网络

可靠性等方面的问题。同时，5G 通信系统集成技术也将面临着

许多机遇，如网络虚拟化、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的

应用，以及 5G 通信系统与其他行业的融合发展，所以相关企

业要抓住机遇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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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司的战略决策提供必要的数据支持，快速定位问题并通过

多层次报表从公司、车间、区域工段到班组进行多维度分析，

实现管理的“准确，实时，透明，效率高”，进而推动车间制

造的全面可视化。另外，管理智能化涉及员工奖金、考勤、业

绩、培训、现场改善、车间成本管控及库房库存管理各方面，

做到综合数字与智能驱动。通过对车间业务进行全面数据化处

理，进一步实现数据向业务决策基础的转换，车间管理效能得

到显着提升，从而间接促进生产制造水平提高。 

六、智能化汽车生产车间安全管理策略分析 
（一）数据驱动的实时监控与预警系统 

在智能制造不断推进的今天，汽车生产车间智能化安全管

理必须首先建设以数据为驱动的汽车生产车间实时监控预警

系统。该系统可实时采集车间内设备运行状态，人员操作行为，

物料流动情况以及其他各种生产数据，通过数据分析确定潜在

安全风险。当系统发现异常，例如设备故障和操作失误时，会

立即启动预警机制并以声光报警和短信通知的形式提醒当事

人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以避免安全事故。 

（二）智能化设备巡检与维护 

智能化汽车生产车间一般都安装了大量自动化设备，其正

常工作对保证生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有必要构建智能化

设备巡检及维护系统，利用传感器，摄像头对设备运行状态进

行实时监控，同时利用数据分析对设备维护周期及可能发生的

故障进行预测。该系统能够根据预测结果，自动编制维护计划，

提醒有关人员按计划对设备巡检及维修，以保证设备一直保持

良好运行。 

（三）人员培养与安全意识提升 

人员操作失误，是引发安全事故的 主要因素。所以智能

化汽车生产车间需加强职工培训与教育，增强职工安全意识与

操作技能。培训内容可包括设备操作规范，安全操作规程，应

急处理措施，以保证职工能熟练运用有关的知识与技能。还要

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与奖惩机制，以制度约束与激励措施

引导职工自觉遵守安全法规，促进生产安全。 

七、总结 
在数字化转型的浪潮推动下，汽车行业正经历着智能化技

术与汽车生产制造之间的深度融合，这一趋势为汽车的未来发

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未来，将实现汽车企业的高质量转型升

级，进一步推动中国汽车行业向全球领先地位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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