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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1 
 

面向装备制造企业的工业 iPaaS 平台建设项目 

装备制造行业数字化工厂集成解决方案 

 

引 言: 

山东恒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远科技”）作为装备制造垂直行

业工业互联网领军企业，是国内首家行业级工业 iPaaS（集成平台 integration 

platform as a service）解决方案服务商，装备制造行业一站式数字化工厂集

成解决方案服务商。 

烟台博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森科技”）是目前国内数控加工

排屑过滤领域领军企业。根据不同的客户需要，为全球机床行业提供最优化的机

床排屑过滤解决方案，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为了提高装备制造项目全过程的协同性，提升交期与客户服务质量，与山东

恒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合作，规划建设全业务系统、全生产要素、全价值链的数

据互联互通的企业级工业 iPaaS 平台，对整个数字化工厂进行战略规划和布局，

实现企业的降本增效与数字化转型升级。 

一、项目概况 

恒远科技工业 iPaaS 平台建设项目是根据企业生产现场实际情况与行业特

征，应用平台化技术为企业搭建销售订单、研发设计、计划统筹、生产制造、设

备智能化、供应链协同、售后服务等全业务场景的微服务应用，帮助企业建立了

全业务系统、全生产要素、全价值链的数据互联互通的数字化工厂 iPaaS 平台。 

 

山东恒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烟台博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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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1）博森科技排屑过滤装备制造的痛点 

 

      图 1 装备制造行业痛点 

1）订单多样化，批量小，项目制 

订单客制化程度高，批量小，种类多； 

订单信息量大，特殊参数要求和标准繁多，项目制。 

2）技术工艺复杂，设计数据信息量大 

零部件多达上千种，BOM 结构复杂； 

工艺标准和工艺路线多样化； 

3）生产制造离散，管理难度高 

工序集群孤岛式分布； 

加工工序流转多样化； 

生产任务、人员、物料、设备信息高度离散，计划管理困难。 

4）设备加工为主体 

各工序均以设备加工为主； 

设备化程度相对较高，但联网利用率低。 

5）产品生命周期长，运维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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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产品在客户现场的运行状态需要远程监控与运维，提升服务效率和品质。 

（2）全局优化三大集成需求与碎片化供给的矛盾 

 

      图 2  集成需求与碎片化供给的矛盾 

1）基于订单协同的业务集成 

围绕订单，销售、技术、采购、生产各业务部门进度不透明，多部门协作主

要靠线下沟通；PDM/ERP/OA 等信息化工具彼此孤立，数据孤岛；  

2）基于产品结构的制造集成 

产品结构复杂，最多有 9000 多个零部件，生产制造过程高度离散。 

3）基于智能决策的数据集成 

整个装备制造过程生命周期长，涉及到大量的数据，市场战略、财务运营、

采购都需要这些大量的综合数据，亟需一个数据汇聚和分析的数据集成应用平台。 

2. 项目简介 

基于博森科技现有的信息化系统，打造一个以客户为源点的一体化数字云

工厂平台系统，实现从客户需求-客户下单-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采购仓储-客户

交付-售后运维的全业务流程、全生产要素、全价值链的数字化工厂。 

（1）生产业务协同层互联互通一体化建设 

搭建协同层完整的数字化平台技术架构系统，实现横向的业务系统集成。 

一是以订单为原点，设计从工厂级到工位级完整的计划管理系统。 

二是基于现有 ERP 系统进行数字化集成，将订单管理、计划管理、采购管

理、仓库管理的数据进行集成，实现平台级的数据和业务的互通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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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车间制造执行层数字化建设 

建设基于条码系统的生产过程控制管理，包括车间级计划、生产过程报工、

工艺标准与图纸、质量检验与控制。 

（3）设备智能化管理升级 

一是进行设备联网与数据采集，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和加工参数，进行

设备运行效率的分析评估； 

二是将设备的日常保养、点检、维修进行数字化管理，保证设备的高效运作。 

（4）运营管理层的智能化决策 

一是基于平台的大数据建立完善的数据统计分析系统，报表中心，数据中心； 

二是设计开发基于数据分析的智能可视化系统，如车间看板、工位看板、工

厂级的运营中心等。 

3. 项目目标 

 
  图 3 数字化转型 2.0 

（1）打破信息孤岛 

突破传统的多个系统独立部署形成信息孤岛的 1.0 模式（集成陷阱），通过

一体化技术架构设计，搭建博森科技全业务流程、全生产要素、全价值链数字工

厂平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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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数据驱动智造 

（2）全价值链数据驱动 

应用目前主流的工业互联网技术和数字孪生理念，在物理工厂的基础上打造

一个真正的数字孪生工厂，最终实现数据在工厂的自由流动—数据驱动智造。 

 

图 5  项目目标应用场景 

（3）全过程应用场景数字化 

博森科技的数字化工厂平台打通从销售订单、技术工艺、生产计划到车间执

行到订单交付的全过程应用场景的数字化，建立一个实现人机数字化交互、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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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协同、管理数字化决策的高效的数字化透明工厂。 

二、项目实施概况 

1. 项目总体架构和主要内容 

（1）项目总体架构设计 

项目总体架构分为设备层、车间层、业务层和平台层，如图 6 所示。 

 

图 6  项目总体架构设计 

项目以数据为核心，从五个方面实现博森科技数据的互联互通： 

1) 数据实现：包括基于数采的设备数据连接、可快速与现有 ERP 系统的集

成数据连接、通过条码/RFID/移动终端等手工操作的其他采集方式的数据连接。 

2) 数据汇聚：数据的存储，应用数据湖的技术帮助博森科技建立数据中台，

打破不同系统间的数据壁垒，实现数据的共享。 

3) 数据分析：基于企业的技术、经验、知识和最佳实践形成数据算法，让

数据进行自由流动，实现企业知识的创造、传播和复用体系。 

4) 数据应用：基于数据的微服务，面向场景、面向角色、面向特定问题构

建一个微服务池，形成平台的解决方案。 

5) 数据赋能：数据的深度挖掘和应用，未来基于 iPaaS 平台的大数据构建

智能化服务和应用，实现客户价值最大化。 

（2）平台功能架构设计 

项目平台功能包括从客户管理、技术工艺、生产制造、设备智能化、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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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等 100 多个子功能应用和服务，满足不同业务场景的需求，帮助博森科技实

现横向与纵向全方位数据集成，如图 7 所示。 

 

图 7  平台功能架构设计 

纵向集成以工业数据采集技术为主，实现边缘端到云端数据集成，从设备层

的数据采集到平台层的数据汇聚、数据分析到应用层的数据赋能。 

横向集成以工业模型和工业算法为主，实现全业务流程数据集成，从工位级

应用到车间级到工厂级到行业级应用集成。 

2. 项目功能模块划分及说明 

结合博森科技各部门业务流程，平台业务功能划分如下，如图 8 所示。 

 

图 8  博森科技数字化工厂平台功能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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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客户需求数字化 

以博森科技客户需求为数据原点，实现客户档案、商机管理、技术方案、报

价管理、合同管理、订单进度跟踪、发货回款等全方位的客户关系数字化管理，

建立精准、实时、高效的 CRM 大数据，实现销售数据的有效追踪和自动分析，

提升销售业务效率与市场响应速度。流程设计如图 9 所示。 

 

图 9 博森科技数字化工厂平台客户管理功能设计 

2.2 研发设计数字化 

对客户需求的产品进行数字化解耦，进行图纸设计、BOM 分解、工艺路线

设计、工艺标准和加工参数设计、工时定额线上作业，实时自动派发到生产设备

和人员。流程设计如图 10 所示。 

 

图 10博森科技数字化工厂平台技术工艺功能设计 

1.图档管理：图档上传审批、自动匹配，系统自动推送实时图纸至生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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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等部门。 

2.BOM 管理：八大部分机械、电气、液压多职能部门 BOM 同步维护，系统

一键整合生成切削液集中过滤系统设计 BOM，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采购 BOM 自

动生成及制造 BOM 快捷维护。 

3.工艺管理：下料、焊接、热处理、机加工等工艺参数、技术要求、工时定

额等信息维护，自动生成工艺卡片，指导生产，为质量检验提供依据。 

4.变更管理：图档、BOM、工艺变更版本管理，实现加工过程技术参数的有

效追溯。 

2.3 生产制造数字化 

生产制造贯穿生产、质量、设备管理各环节，打通各环节业务流程。 

2.3.1 生产管理 

构建博森科技多重计划协同制造体系，通过主计划协同各部门工作，保证项

目所需资源齐套准备；通过车间计划协同各车间生产，工序交接连贯减少等待；

通过班组计划实现生产任务精细化管理，人员高效工作。业务流程如图 11 所示。 

 

图 11 博森科技数字化工厂平台计划逻辑图 

订单相关工单、任务单等进度情况实时汇总，权限人员可查看订单的状态及

生产进度，实现对订单信息的大数据管理。订单进度显示如图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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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博森科技数字化工厂平台订单进度追溯 

2.3.2 品质全过程管理 

基于装备制造行业特性，质量管理从项目开发阶段的质量策划开始，过程关

键控制点的见证管理、现场质量数据的实时采集、理化/无损检测支撑、关键参数

的 SPC 生产过程分析评价等，实时全过程数据管理，为装备品质保驾护航。 

 

图 13 博森科技数字化工厂平台全过程质量管理 

2.3.3 设备智能化 

设备智能化模块主要包含智能维保和智能连接两大模块。 

通过恒远自主研发的设备数据采集终端，依托 5G 技术，实现现场设备高速

稳定联网，实时获取设备状态、参数等动态数据，借助设备加工调优模型，实现

关键设备工艺参数自我监控与优化，有效保障加工品质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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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博森科技数字化工厂平台设备状态智能监控 

 

图 15 博森科技数字化工厂平台设备智能维保业务流程 

2.3.4 数据统计与可视化 

系统自动汇总分析各环节数据，并以丰富的报表实时呈现，减少人工统计工

作量，便捷追溯，精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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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博森科技数字化工厂平台生产运营数据中心 

 

图 17 博森科技数字化工厂平台车间生产进度看板 

2.4 供应链协同数字化 

结合博森科技实际，构建供应链与生产制造和设计工艺的协同管理体系，通

过对标准采购和提前采购的全流程信息化管控和订单（项目）协同计划的集中计

划管控，配合仓储管理的条码化管控，实现了企业内部的供应链协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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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博森科技数字化工厂平台供应链协同 

2.5 客户服务数字化 

系统以售后问题管理为数据基础，通过对客户售后问题的系统性管理和进度

跟踪，保证所有售后问题均能够快速响应和有效解决，提高客户满意率。 

通过对销售出的设备运行状态进行全方位监控，便于公司人员快速掌握客户

端设备实际使用状态，识别风险，提前决策，提高客户满意度。 

 

图 19 博森科技数字化工厂客户服务体系 

3. 网络、平台或安全互联架构 

（1）应用架构 

平台引入互联网先进技术，采用云原生设计理念，应用微服务架构、容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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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等先进的架构方法，打造企业级信息化平台。 

 

图 20 博森科技数字化工厂技术架构 

平台整体划分前端、后台、存储、支撑四个部分，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前端采用渐进式 MVVM 框架 VUE 开发  

2）后端采用微服务架构 

3）容器化部署 

4）高可用负载均衡 

主要技术栈： 



15 | 工业互联网应用案例集 

 

图 21 互联网先进的软件平台技术 

（2）安全架构 

平台建设充分考虑企业信息安全需求，从身份识别、访问控制、入侵检测、

加密传输与存储等各个方面入手，提供金融级别的安全可靠性防护。 

 

图 22 博森科技数字化工厂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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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一步实施计划 

1. 全面设备的智能化、自动化升级 

实现全部设备的加工工艺数据、能耗数据、产能数据、运行数据的分析与

应用。 

2. 数字化集成平台向行业内客户端、供应链端上下游进行延伸 

工业 iPaaS 数字化集成平台第一阶段主要实现了工厂内部从订单接收到研

发、生产制造到交付的数据集成，远期会基于装备制造行业的特点，在平台侧

向客户、供应商进行数据赋能： 

（1）客户端数据赋能 

在远程运维的基础上，继续开发客户端入口 APP：一是可以实现对装备生

产过程的数据查询；二是可以二维码等方式快速进入售后服务端，进行售后问

题反馈和处理。 

（2）供应商端数据赋能 

平台开放供应商端接口和应用，装备的所有零部件供应商可以通过平台进

行接单和实时进度汇报，保证装备制造全供应链的协同性。 

 

图 23  项目远期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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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装备制造行业的数据共享赋能平台 

一是为装备制造企业打造工具化、低成本、一站式的数字化升级产品生

态， 

二是打造产业数据获取、数据汇聚、数据赋能的工业大数据应用创新平

台， 

三是形成装备制造业智能化升级、服务化转型、创新性设计的新一代信息

技术创新应用共享服务平台，助力我国装备制造业技术融合与产业升级。 

四、项目创新点和实施效果 

1. 项目先进性及创新点 

（1）打造了国内首个装备制造企业级的工业 iPaaS 平台 

针对装备制造行业的工业实践与特征，帮助行业内企业实现全业务系统、

全生产要素、全价值链的一站式数字化工厂解决方案。 

（2）利用数据中台解决企业级数据集成的问题 

平台内构建了数据中台组件，主要实现数据治理、数据挖掘和数据服务的

功能，与 ERP、PDM 等外部系统集成。 

 

图 24  项目数据集成能力 

2. 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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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集成平台的项目上线后，打通了装备制造的全业务、全流程和全制

造过程，在项目交付、成本控制和质量管理方面实现了很大提升。 

（1）项目交付周期缩短 42% 

平台上线后，各业务部门协同效率和物料齐套性大幅提升，交付周期从平

均 200 天以上缩短至 120 天左右。 

（2）成本控制精细化提升 

根据装备定制化的订单特点，数字化平台可以实时统计每一台装备、每一

个零部件的制造工时和成本，同时平台的实时制造工时成本可以有效的为预报

价管理提供数据支撑。 

（3）质量损失较低 7.1% 

通过对原材料理化试验建模、焊接工艺参数建模，实时分析材料质量和焊

接质量等装备制造的核心质量控制点数据，大幅降低了因材料缺陷、焊接缺陷

造成的重复加工、报废的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