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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海洋科技工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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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及需求

➢ 航运业承担了全球货物运输总量的80% 以上（联合国2017海运报告）

➢ 造船业与工业体系其他部门的关联面达80%以上（国家统计局数据）

行业特点



一、背景及需求

➢ 世界领先的造船集团之一，造船产量约占全球15%，产品服务于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 海洋防务装备、船舶海工装备、海洋科技创新应用和船舶海工服务业四大产业板块

➢ 具备从研发设计、总装建造、设备配套到售后服务的完备产业体系

发展使命

服务国家战略，支撑国防建设，引领行业发展

发展愿景

全面建成世界领先的海洋科技工业集团

战略需求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CSSC）



一、背景及需求

➢ 中船集团下属大型国有船舶制造企业

➢ 华南地区船舶与海洋工程制造龙头企业

➢ 全年交付产品数量占中船集团近1/4

➢ 产值超百亿企业

➢ 国内公务船市场占有率第一

➢ 独占国内新一代大型海洋救助船市场

➢ 疏浚工程船市场国内外领先位置

➢ 支线集装箱船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

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

行业地位



一、背景及需求

中间产品自动化、流水化程度低

生产现场仍以劳动力要素投入为主

主要设备以机械、半自动化为主，数字化与智能化比例低

设备设施智能化程度低

企业痛点

数字化软件工具应用不足

生产过程未实现动态数据采集、分析与反馈

设计、生产和管理各环节数字化水平有待提升

运营缺少有效数据支持



一、背景及需求

发展瓶颈 破解困境

船舶设计

船舶配套

船舶建造

港口、物流

航运

船舶设计

船舶配套

船舶建造航运

港口、物流

Data

独立、单向、割裂 交互、网状、协同

产业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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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意义和作用

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更加强大

的解决手段，使工业互联助力海洋科技工业高质量发展具备条件。



二、意义和作用

工业互联

➢ 突破地域、组织、技术边界

➢ 局部优化向全局优化演进

➢ 全面提升全要素流通效率和水平

资源配置更加网络化、全球化、快捷化

➢ 开放、共享、协同、去中心化

➢ 知识经验得以沉淀并共享

➢ 重构产业知识复用、共享和价值再造

产业创新更加协同化、开放化、互动化

➢ 网络化协同制造

➢ 需求精准对接，个性化定制

➢ 产品远程诊断等服务化转型

生产制造更加智能化、定制化、服务化

➢ 扁平化、柔性化、无边界组织形成

➢ 跨行业、领域、主体的产业生态体系

组织管理更加扁平化、柔性化、无边界化



二、意义和作用

立足海洋科技
工业自身需求
和应用方向

企业发展 产业链协同

企业创新能力提升，驱动内生增长

企业提升效率、质量

和良品率，降低成本

装备泛在物联，生产管控透明化

产品研发、设计、制造、供应链协同

产业升级与业态、模式创新

产业集群汇聚，资源精准

对接，生态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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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决方案 企业内部

设施层IaaS

业务层

用户层 公司高层 部门经理 技术人员 作业人员

网络传输 LORA
边缘控制层

展示层 桌面APP 桌面浏览器 移动APP

机房基础设施层 云主机 云存储 云专线 云基建 容灾备份层 本地备份 异地容灾

移动浏览器

边缘层

工业以太网 LTE立体分层组网技术

工业控制 数字化焊机监控动能源管控 生产加工设备管控

生产物流设备管控

工控安全技术

基础设备设施

数字化激光切割机

设备感知层
智能仓库

数字化焊机数字化能源计量仪表

感知识别 车辆定位设备组网 智能标识

数字化物流装备

计量传感

机器人

监控设备

存储设备 自动化生产线服务器 计算机终端

数据层DaaS 企业管理类 客户类 资源类 合作伙伴类 产品营销类 产品设计类 产品生产类

平台层PaaS 身份认证 流程中心 开发设计器 元数据管理 服务总线 服务管理

应用层SaaS 企业管理系统 经营管理系统 研发设计系统 造船管理系统 维修保障系统

企业管理 经营策划 市场营销 产品设计 产品维护产品建造

业务人员

政
策
法
规

标
准
规
范

安
全
保
密

运
维
服
务



三、解决方案

工业软件企业
工业软件APP
软件云化

基础设施企业
基础设施
网络安全

认证机构/标准组织

船东

接入接入

接入

接入

接入

接入

接入

接入

互联网企业
分布式架构
制造物联

制造龙头企业
工业知识
业务建模

设计院所

接入

中小企业

物流公司

金融机构
政府机构

运营公司

供应商

工业生态

其他企业
标准规范|咨询服务
|金融……

产业链



三、解决方案 产业链

平台
基础服务

IaaS

工业
应用

用户 中小船厂 配套企业 第三方物流机构 物料需求方

工业协议库 物联协议库

设备物联网采集

状态诊断 规则制定

边缘智能

有线 无线

现场总线

工业组态

PaaS

库存共享 第三方物流 纳期管理

呈现方式 门户 WEB应用

中间件
关系型及非关
系型数据服务

工厂模型 工艺模型

环境安全

物理安全

通信安全

网络安全

安全

计算安全

设备安全

数据安全

应用安全
移动应用

产品模型

机房基础
设施层

云主机 云存储 云专线 云基建
容灾
备份层

本地备份 异地容灾

第三方接口

  

边缘层 行业标准

入级规范

远洋船规范

规范

内河船规范

轮机规范

电气规范

船体规范

外籍船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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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具体实践

基于船舶产品建造的全生命周期集成平台建设与应用，形成了一批船舶行业工业软件。

工业软件

研发设计 制造执行

生产管控

船舶生产设计 船体制造执行 管加制造执行 涂装制造执行

造船生产管理 可视化作业指导 精细化派工

企业管理

物资管理 造船成本管理

经营管理

造船产品数据管理

设计物量清单 设计焊缝管理 舾装制造执行 搭载制造执行 机加制造执行

质量管理 生产安全管理 维修保障管理 供应商管理



四、具体实践 智能制造

壳

涂

舾

设计

加工

先行小组立

小组立

中组立

分段制造

分段总组 总段总组搭载 试航

开工 进坞 出坞 交船

分段涂装 交船涂装

部件预舾装 分段预舾装 总段舾装 船台舾装 码头舾装



四、具体实践

中船互联推出海洋科技工业领域首个工业互联网平台——船海智云。

平台概况

深耕海洋 •  共生共赢



四、具体实践 平台成绩

工业互联网联盟垂直组增加船舶行业2018年5月 行业牵头单位

工信部制造业和互联网融合发展试点示范2018年9月 形成平台示范

黄埔区、广州开发区2018年工业互联网标杆示范2018年12月 形成示范

工信部工业APP联盟船舶行业专委会2018年12月 行业牵头单位

工信部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平台方向2018年12月 巩固地位

工信部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标识解析方向 行业二级节点2018年12月

广东省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2018年11月 理事单位

广州市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筹备2018年12月 发起单位

广州市黄埔区工业互联网及大数据产业协会2018年7月 副理事长单位



四、具体实践

单个船厂焊接设备超过1万台，每年焊接工作量约400万工时。

实现焊机、焊接机器人等生产设备全面物联，工艺参数自动下发；

焊缝检验跨企业可视化协作。

应用实践

数
字
焊
机

无线群控基站 群控服务器 路由器 防火墙

PDM/PLM

工艺管理系统

制造执行系统

焊缝信息

焊接工艺

执行派工



四、具体实践

单个船厂年度用电量1亿多度，工业用水113万吨，

氧气用量5600余吨，二氧化碳用量8700余吨，燃气800吨。

实现主要动力和能源存储量、消耗量的实时管控；

实现能源使用的优化配置，有效降低能耗。

应用实践



四、具体实践

船厂有平板车、模块车等一批大中型运输设备（最大载重吨>1000吨）近300台。

模块车 物料托盘RFID

设备位置信息的实时监控和任务优化调度；

物料托盘全厂域的实时定位，生产计划自适应调整。

应用实践



四、具体实践

船舶行业内首个自动化立体仓库建成并落地应用，
实现物资出入库自动化及库存信息自动更新，物资快速周转及准确定位。

有效库容面积提升4倍，库存资金占比减少28%。

应用实践



未来展望

设计建造指南 国际规则规范 综合测试与验证
网络及信息安全

解决方案
国际标准

智能信息服务中心

营运大数据分析

远程监控 移动端追踪

船岸一体

智能船舶信息平台

全面数据采集 传输网络

智能运维 辅助驾驶综合能效 货物监控

智能船厂服务中心

智能单元/产线 智能工厂

状态参数采集

智能产品 智慧海事智能生产

海洋科技工业智能体系

智能配套

锚系泊系统

作业/配载系统

能源及动力系统

导航系统 控制

采集

智能决策



未来展望

智能产品 智能生产 智能服务

工业互联生态

智能平台

➢ 知识驱动的智慧院所
➢ 精益生产的智能船厂
➢ 研发、生产、管理、服务全过程智能化集成协同

➢ 低时延、高可靠、广覆盖的工厂网络基础设施

➢ 支撑智能化生产和产业链协同的高端专用装备工业互联网平台

➢ 工业互联网生态体系

➢ 开放智能的全球服务保障体系

➢ 智能物流和供应链体系

➢ 商业模式和服务模式创新，面

向智能产品的增值服务

➢ 智能海洋装备

➢ 智能生产装备



姜 涛

jiangtao@csschpw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