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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7 
 

制造业流动机械智能调度管理平台 

研发及应用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ZPMC)是一家重型装备制造行业知

名企业，为国有控股 A、B 股上市公司，控股方为世界 500 强之一的中国交通建

设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总部设在上海，拥有上海本地、南通及江阴等多个生产基

地，是全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重型装备制造企业之一。公司拥有 26 艘 6 万吨～

10万吨级整机运输船，可将大型产品跨海越洋运往全世界。如今，公司的大型港

口集装箱机械和矿石煤炭等散货装卸机械产品已遍布全世界 95 个国家，港口机

械占有全世界 82%以上的市场份额。 

本案例主要通过研发流动机械智能调度管理平台，建设现代化、信息化的流

动机械综合调度集控管理中心，实现远程申请、智能化生产调度、安全监控、数

据采集、成本归集与各项管理数据分析自动化，减少专职管理人员。 

本案例先选择长兴基地试点，长兴基地试点成功后再逐步推广到其它生产基

地，为推进振华集团的园区智能化、生产智能化，实现生产及管理创新打下基础。 

一、探索以流动机械智能调度为核心的工业互联网应

用 

本案例主要以重型装备制造业的叉车、牵引车、吊车、登高车、门机等生产

流动机械及车辆信息化为基础，建设现代化的综合调度集控管理中心，实现远程

申请、智能化生产调度、安全监控、大数据采集、成本自动归集等信息化管理方

式，探索基于大数据技术的起重机远程服务工业互联网应用。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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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流动机械作业频繁，人工调度效率低下，运营成本居高不下 

振华长兴基地具有 4.93 公里岸线、334 万平方米的封闭区域，作为大型重

型设备制造单位，各类叉车、牵引车、吊车、登高车、门机等是主要生产作业工

具，每车每天需要进行间隔 10分钟～3小时，日接单平均 20次左右的频繁作业

调度。 

在本案例实施之前，所有用车申请、作业调度、过程监控、用车反馈等相关

数据记录、统计全部依靠人工完成，随着振华长兴基地业务量的增加，各类生产

车辆使用频次越来越高，依靠人工电话调度无法满足车辆使用需要，对于车辆的

使用记录及成本核算也极为不便，运营管理成本居高不下。 

2. 重构业务与生产管理流程，促进技术与应用融合创新 

本案例通过综合利用 4G、GPS、北斗差分增强定位、流动机械物联网、GIS

地图、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通讯和信息技术，进行技术融合与工业互联网应用

创新，研发制造业流动机械智能调度管理平台，实践流动机械生产信息化应用。 

针对振华长兴基地的各类流动机械生产作业，实现： 

 无纸化管理：淘汰人工、纸质用车申请及送单流程，实现智能预约； 

 提高调度效率：提高调度效率 90%、降低管理人工 30%； 

 提高流动机械利用率：提高流动机械利用率 5～10%，降低操作工 10% 

3.实践流动机械生产智能化，探索项目成本管理精确化 

(1) 流动机械信息化。对全部叉车、牵引车、吊车、登高车、门机等流动机

械及车辆，实现封闭区域内的精确实时定位；实时采集流动机械发动机

运行状况及起重、牵引、承压等作业数据，监控安全生产过程；依据发

动机运行数据，分析设计各类流动机械个性化按需维修保养模型等。 

(2) 生产调度智能化。根据企业的日常生产实际，面向各部门的生产及管理

人员（生产人员、驾驶员、调度及管理人员）实现各类流动机械的远程

一键申请，就近、并单、插单等生产智能化调度；实现生产人员及流动

机械驾驶员的双向作业反馈和使用评价；实现流动机械生产过程的物资

消耗管理等无纸化办公等。 

(3) 成本归集自动化。基于各类流动机械生产作业的全方位数据采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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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成本基础数据的管理自动化；设计开发生产成本多纬度分析及统计

归集模型，精确统计驾驶员、生产人员、调度人员的考勤、用车成本及

定额管理，实现成本自动归集及精确管理目标。 

二、工业互联网应用助力制造业生产智能化 

本案例依托中国电信优质的 4G 无线网络及专业的行业信息化技术支撑力量，

结合振华的流动机械生产实际，制定了一套端到端整体解决方案。 

1.总体规划、分步实施 

（1）平台总体架构 

流动机械及生产人员移动终端通过中国电信 4G 网络接入流动机械智能调度

管理云平台，同时该平台通过 VPN 专线对接振华 ERP 系统及生产调度中心。 

平台总体架构如下图所示： 

 

图 1  项目总体架构图 

 

流动机械智能调度管理平台的功能主要分为基础信息管理、车辆实时监控、

车辆任务调度、车辆维保管理、统计分析、驾驶员应用、调度人员应用等。 

（2）先进性和适用性相结合 

系统采用成熟的信息技术，以目前较为先进的方法实现需要的功能，保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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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具有发展潜力，在一定时间内具有领先水平。 

（3）实用性 

整个系统的操作以方便、简捷、高效为目标，统一操作，既充分体现快速反

应的特点，又能便于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处理和综合管理，便于领导层、管理层及

时了解各项统计信息和决策信息。 

（4）统筹规划、逐步实施 

遵循“统筹规划、逐步发展”的原则，规划业务系统的信息化，根据平台建

设的实际需要，不断集成新的系统，逐步完善系统功能。 

（5）统一管理、统一标准、统一制度 

遵循采用统一的标准进行系统平台建设、资源整合，并制定一套统一的可操

作性强的规章制度保障系统正常运行，充分发挥系统的通信、指挥、控制和监管

效用。 

2. 物联网与企业网融合 

（1）网络互联架构 

网络互联架构如下图所示： 

 
图 2  网络互联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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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业务流程 

1）、流动机械智能车载终端按设定间隔定期检测采集 GPS/北斗定位信息及

发动机工作状态等数据，通过 2G/3G/4G 无线网络的 VPDN 接入，上报至流动机械

智能调度管理平台； 

2）、生产用车人员根据生产现场实际，结合待运构件信息，通过手机客户端

一键提交用车申请； 

3）、流动机械智能调度管理平台进行实时数据的入库和处理后，集控中心调

度人员可根据业务申请单及流动机械实时忙闲情况，进行就近、并单等精确智能

调度，并可将相关信息按需通过多种方式呈现，例如输出至监控中心、手机 APP

等； 

4）、流动机械智能调度管理平台对业务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处理后，实现成

本自动归集、安排车辆按需维修保养等。 

3. 以模块化和标准化为基础，挖掘分析大数据应用 

（1）标准化和结构化 

依照国内外的有关标准进行设计，同时根据流动机械智能调度管理平台数据

架构的要求，各子系统采用标准化、模块化、结构化，易于管理和维护，体现当

今最新技术。 

（2）可扩展性和兼容性 

考虑到业务在不断发展、变化，因此要求系统在结构、容量、通信和处理能

力等方面具有可扩充性和升级能力。网络设计充分考虑到与其他分监控指挥中心

的连接，以及与其他部门间的联网，并预留软、硬件接口，使系统具有充分的可

扩展性。 

（3）大数据挖掘分析应用 

在平台运行过程中，不断收集业务数据，包括车辆类型、车辆定位、车辆

调度的数据，并进行数据分析，为车辆智能化调度提供数据来源及依据。根据

系统统计的各日常生产数据，如材料损耗，考勤记录，车辆维保数据等，建立

各类数学模型。 

4. 数据安全，运行可靠 



6 | 工业互联网先进应用案例集 

 

（1）通用性和安全性相结合 

在系统设计过程中，均留有相应的通信接口，系统的各个模块构成一个有机

的整体。系统数据库中的各种数据在交换和共享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了系统的

安全性。对每一个用户的权限有严格的认证体制，对每一个用户的权限进行分级

控制和限定。 

（2）可靠性和容错性相互补 

整个智能调度平台具有极高的安全性、可靠性和容错性，保证车载监控和调

度资料信息的安全。 

三、下一步实施计划 

1. 完善平台及应用功能 

根据振华长兴基地的日常生产实际，优化重构作业及管理流程，完善平台

业务及管理功能。 

2. 建立多纬度数学分析模型，提供生产决策依据 

监测分析流动机械运行数据及移动终端作业数据的采集及存储分析情况，

设计开发生产成本多纬度分析及统计归集模型，进行成本自动归集。 

3. 扩展应用范围 

 以流动机械信息化应用为核心，扩展应用，探索分段车间智能化物流

和生产车间可视化调度，逐步实现园区物流调度管理智慧化。 

 将现有成熟应用扩展到振华集团其它生产基地，实现流动机械集团化

智能调度。 

四、工业互联网在制造业的创新应用 

1. 流动机械智能调度信息化 

本案例的主要创新点在于通过实现流动机械运行管理及作业过程信息化，

创建了以流动机械实时就近调度、发动机运行时间、申请及实际用车为核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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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成本定额可视化管理，颠覆重构了传统重型装备制造企业的日常生产管理

方式、管理手段及管理流程，为制造行业的工业互联网应用起到了积极探索实

践作用。 

2. 提升生产效率，规范生产过程 

根据本案例的运行效果与相关数据分析，可达到以下实施效果。 

（1）经营效益 

仅振华长兴基地，至少可将降低流动机械运营成本 10%。 

（2）生产效率 

流动机械用车申请方面，全面淘汰纸质申请、人工送单流程，省掉了大量

的纸张和送单燃油消耗；同时可将 20 分钟/单的流动机械申请流程效率降低至

30 秒/单。 

流动机械调度方面，基于业务预约、车辆实时定位数据基础，采用功能预

植，实现智能划调度，淘汰了申请单筛选、流动机械与操作司机、工作任务的

配对、流动机械位置查询与确认流程，将原有 5 分钟/单的调度时间，缩减为 30

秒/单； 

基于实时定位和数据链系统，实现了流动机械作业的集控，为物料运输

“班车化”运营、就近用车管理提供了支撑，提高了流动机械利用率超过

10%。 

（3）其他方面 

提高了安全管控能力。对流动机械运行进行动态跟踪与监控，实现超速报

警、疲劳驾驶、位置偏离等异常信息的提醒、报警、轨迹记录等功能，提高了

安全管控能力。 

提高了基于流动机械发动机运行、设备日常维保、设备日常使用、物资消

耗、运行安全等数据的自动采集、记录与集成，对相关数据进行智能、异常分

析，实现流动机械运行的全成本链、全寿命周期、全过程管控。 

提高了双向信息沟通能力。通过创建双向评价模块，对流动机械操作人

员、使用方就技术、质量、安全、环境、态度、效益等方面在整个作业过程中

进行双向评价，可对相关人员进行全面绩效考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