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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代工业智能终端重新定义制造业未来
本报记者 谷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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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这个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工业智能终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我们的生产方式。从万人焚膏继晷
的传统产线到无人智控的黑灯工厂，那些新时代下的新工业产物造就了新质生产力的变革。而随着更多下一代智能
终端的出现，我国制造业将迈向更智慧、更高效、更便捷的新阶梯。工业生产线加码“超级装备”

想象一下，未来，当工作人员走进车间，
只需通过简单的语音指令便可指挥“机器人
大军”全力生产；或是通过手势在空中轻点几
下，就能调整设备运行状态。将想象变为现
实需要更多下一代智能终端赋能。那么，究
竟什么样的产品，或者具备哪些能力的产品
才能被称为“下一代工业智能终端”呢？

多位专家认为，“智能感知”与“分析”是
下一代工业智能终端应该具备的核心能力。

在智能工厂中，可以看到各种智能终端
的身影。这些终端不仅具备强大的数据处
理和分析能力，还可以与工业物联网紧密连
接，实现智能控制与管理。例如，工业机器
人、智能传感器、智能检测设备等，它们能够
实时采集生产数据，进行分析和预测，优化生
产流程并做出决策，从而提高生产效率、质量
和安全性。

在国内某连接器生产线上，集成5G、AI、
高精度传感器、超清摄像等先进技术的智能
巡检机器人正实时跟踪、观察生产线上的每
一个环节，判断产线是否处于最佳生产条件，
并在出现异常时及时预警，确保生产过程的
顺利进行。“利用5G+AI巡检机器人，产品检
测精度可以达到微米级，这是目前人眼借助
显微镜也难以达到的精度。自从引入了这些
智能监测终端，我们的生产效率大幅提高，不
良品率却大幅下降。”该连接器生产线负责人
介绍道。

面对工业生产中产生的海量数据，下一
代工业智能终端还必须具备高效的数据处理
能力与强大的边缘计算能力。

在大型物流仓储中心，智能终端需要快
速处理来自众多摄像头的图像数据，以实现
对货物的精准识别、定位和管理。而当数据
量吞吐压力越来越大时，边缘计算能力使得
这些智能终端能够在靠近工业数据源的边缘
侧进行计算，既减轻了云端的计算压力，也实
现了本地的实时决策和控制。

在自动化生产线场景中，毫秒级的反应
时间至关重要，边缘计算能力确保了设备在
任何情况下都能迅速做出响应，减少了数据
传输延迟和网络负担，为工业智能化决策提
供了强大的算力支持。

“下一代智能终端将能够在边、端侧实现
大规模数据的收集与挖掘，显著降低数据传输
延迟，提高响应速度，为工业智能提供强大的
数据支持，满足工业智能终端对智能化、实时
性、可靠性的高要求。”沈阳新松人工智能研究
院院长韩天文对《中国电子报》记者表示。

在高效工业生产场景中，各种智能设备
广泛连接，这也迫切需要为工业设备之间的
通信搭建高速通道，有力支撑工业物联网发
展的智能产品赋能。

在5G时代下，大量5G工业网关开始出

现在智能工厂里。浙江联通宁波分公司利
用5G部署工业网关的方式，采集瑞卡电器
48台注塑机和其他工业装备的所有工艺参
数，有效降低了运维成本，并将运营、生产、
能耗、安防数据一体化展示，实现生产全流
程的数据流通和价值化运用，提升生产效率
达23％，降低运营成本达12％。

在智能制造中，以具身智能为代表的下
一代工业智能终端在进化过程中需要更强
大的AI和大模型技术加持，以使其适应性
和通用性更高。

联想方面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AI 大模型能让具身智能拥有更
为强大的大脑，可以执行各种任务，具有解

决更多通用问题的能力，不再受专机专用的
限制。

韩天文指出，结合大模型技术后，机器
人能够具备自然语言交互、空间感知、自主
决策等能力，机器人会更加地智能化，可以
处理多项任务。例如，当你向机器人发出

“去A区巡检，顺便到三楼关一下电闸”这样
的复杂指令时，AI大模型会自动理解人与人
交流中经常出现的连续复杂指令，帮助机器
人做出一系列动作和决策。

不仅如此，更多下一代工业智能终端正
与人工智能结合，将终端“大脑”升级后，它
们还能像人类一样不断地通过学习积累经
验，甚至可以根据历史数据和实时情况自主

决策，自动调整生产设备的参数设置。这样
的智能终端，不仅提高了决策的准确性和及
时性，还减少了人工干预的成本和风险。

产线作业者手握“秘密武器”

在工业生产线加码的“超级装备”越来
越多的同时，一线操作人员拥有的“秘密武
器”也不少。

例如，AR 头戴显示设备就在设备维
修、装配等场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工业AR眼镜真是太实用了！它能把操
作步骤直接显示在我眼前，再也不用担心看
错图纸了。”一名维修人员在使用安宝特工业

AR眼镜进行设备检修后感到万分惊喜。
在实际操作中，工业 AR 眼镜通过将虚

拟的操作指南、设备结构等信息直接叠加在
现实场景上，让维修人员能够快速定位问题
所在，准确执行维修步骤。例如，在更换某个
零件时，眼镜会显示零件的具体位置以及拆
卸和安装的步骤，大大缩短维修人员查找信
息的时间。此外，AR 眼镜还能够提供故障
诊断建议，帮助维修人员更快地排除故障，
恢复生产。

据广州安宝特科技有限公司亚太区负责
人梅辰晨介绍，工业AR眼镜的应用并不局
限于单一的维修场景，它可以被广泛应用于
组装、培训和质量检查等多个环节，进一步提
升企业的管理和生产效率。例如，在培训新员
工时，AR眼镜可以提供模拟训练，让新员工
在实际操作前熟悉流程，从而缩短培训周期。

更多AI工业智能终端不仅在产线中得
到广泛应用，也逐渐成为一线工作者的创新
工具，为制造业带来更多的惊喜和变革。

例如，工业设计师和产线工程师们正在利
用联想新视界的“派中心数智专家一体机”（以
下简称“数智专家一体机”）提升工作效率。

联想新视界产品营销总经理耿怡彬向
《中国电子报》记者介绍道，以往，一位成熟的
三维设计师若要为工厂、产线和仓库等绘制
三维设计，每天最多只能完成四五份方案。而

“数智专家一体机”融合了领域大模型、数字
人、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空间计算、
多模态仿真和智能控制技术等前沿技术，使
用者只需要通过自然语言向其提出具体的业
务需求，数字人就能在短短几分钟内生成一
个经过3D实时渲染的三维立体仿真场景，极
大地提高了设计师的工作效率。这不仅仅是
数量上的增长，更重要的是，它为设计师提供
了更多的创意空间和可能性。

对于产线工程师而言，通过AIGC+虚拟
仿真技术创建的数字孪生工厂，能够相对还
原真实产线的运行效果，不仅能够帮助工程
师优化现有的生产流程，还能为未来产线的
搭建提供指导依据和支持。耿怡彬表示，如果
企业在实际建造产线前，就在虚拟环境中测
试各种配置和参数，将避免更多成本和时间
的损耗。

通过下一代工业智能终端，传统制造业
不仅能够实现生产效率的提升，还能在设计、
研发乃至整个生产链条中引入更多的智能化
元素，推动产业升级，实现智能制造新跨越。

韩天文指出，未来，随着新兴技术的不断
进步，下一代工业智能终端的创新和升级将
成为常态，多元化发展和多场景或任务的实
时切换将成为重要的发展趋势。

赛迪智库分析师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
者采访时指出，尽管下一代工业智能终端具
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但也在核心技术突破、技
术融合、标准化建设和市场需求把握等方面
面临诸多挑战。只有克服这些难题，才能真
正实现工业智能终端的广泛应用，推动制造
业向更高层次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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