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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稳步提升自动化生产线的生产效率,加速生产进程的智能化和集约化。文章从多个维度出发,

运用文献资料研究法,以机械装配技术为切入点,通过技术应用流程的再造,技术应用路径的创新,旨在推

动企业生产制造能力,快速达成既定生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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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steadily improve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automated production lines and accelerate the 

intelligence and intensification of the production process. The article starts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uses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and takes mechanical assembly technology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rough the 

reengineering of technology application process and innovation of technology application path, the aim is to 

promote the production and manufacturing capacity of enterprises and quickly achieve established production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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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机械装配强调依据设计方案,将零部件进行连接,形成完整

的机械组件,机械装配技术与自动生产线的融合,能够形成完整

的制备框架。旨在通过自动化、智能化升级,解决装配效率低、

装配成本高、装配误差大等固有问题,实现自动化生产能力的稳

步提升。 

1 机械装配技术在自动化生产线中的应用价值 

梳理机械装配技术在自动化生产线中的应用价值,明确技

术应用要点,掌握技术应用关键,引导技术人员快速转变思路,

为后续系列技术应用、流程再造等活动有序开展奠定坚实基础。 

自动化生产线依托于自动化机械体系,通过传送系统、控制

系统的深度参与,完成加工、装卸、检验等任务,全方位提升了

生产效能,减少对人力资源的依赖。经过多年发展,自动化生产

线应用范围日益广泛,通过生产流程的整合,在铸造、锻造、冲

压、热处理、焊接、切削、装配之间建立起稳定的联系。依托

刚性连接和柔性连接等多种方式,持续扩大自动化生产线的适

应能力,满足特定的生产、加工和装配任务要求[1]。机械装配技

术融入自动化生产线,深刻改变了传统的装配模式,能够兼顾装

配效率、装配质量和装配成本,形成更为集约的生产模式,使得

企业积累竞争优势,保证盈利能力。具体来看,机械装配技术契

合了自动化生产线的升级趋势,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优化作业流

程,压缩生产环节,降低了人力资源的介入程度。同时,机械装配

技术可以提升装配质量和装配速度,排除干扰因素影响,减少坏

件、破损件数量,增加良品率,从源头上,控制生产成本。机械装

配技术成熟度高,依托PLC等新技术,在自动化生产线中搭建起

全新的管理架构,管理人员借助系统后台,快速获取生产性、流

程性数据和指标,根据数据和指标,灵活调整机械装配方案,

大程度地降低自动化生产线的管理成本,实现生产资源的合理

配置。 

2 机械装配技术在自动化生产线中的应用难点 

机械装配技术在自动化生产线中的应用,面临着诸多难点

与问题,梳理过往经验,归纳应用规律,形成完整的技术应用架

构,克服难点、堵点问题,切实发挥机械装配技术的优势。 

2.1机械装配技术应用思路不清晰 

机械装配技术在自动化生产线中的应用,实现了加工质量、

加工效率和加工成本全方位管控,推动了现有生产模式的转型

升级,契合新时期生产加工要求。但部分技术人员受到传统思维

的影响,对机械装配技术应用场景和应用要求存在盲区,没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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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围绕自动化生产线的定位,进行合理的技术布局和设备优化,

限制了机械装配技术的应用效果[2]。例如,自动化生产线在液压

传感元件、电器元件、铸造件的组装和装配环节,还需要塑料、

橡胶等非金属材料的参与,在不同材质、不同规格的元件组装过

程中,由于对机械装配技术的使用思路受限,对机械装配技术的

应用成效不高,不同生产环节之间的衔接不够高效,难以得到预

期目标。 

2.2机械装配技术应用体系不健全 

机械装配技术在自动化生产线中的应用,要求技术人员围

绕生产目标,结合机械装配技术组成和技术特点,科学布局装配

流程,高效调整装配参数,使得机械装配技术优势得到充分发

挥。但从实际情况来看,部分技术人员没有能够立足自动化生产

线的整体定位,对机械装配式技术进行合理布局,串联生产环节,

优化应用场景。使得整个机械装配技术作用发挥受限,影响了分

散零部件运输、定位、装配等环节的衔接效果,降低了机械装配

效率,增加机械装配差错率[3]。自动化生产线承担着各类装配任

务,在生产线使用和布局中,灵活增加、去除特定流程,通过流程

调整,满足生产要求。这种生产实际,要求机械装配技术有着更

强机动性和灵活性,依据自动化生产线的使用要求,优化装配技

术参数。但部分技术人员在机械装配技术应用环节,忽视了技术

流程的自我再造能力,妨碍了生产活动的正常开展。基于这种实

际,自动化生产线在机械装配技术的应用中,通过模块化组成和

精准化控制,搭建起完整的机械装配技术应用架构,适应自动化

生产线的多元化、多样化的装配任务。 

3 机械装配技术在自动化生产线中的应用思路 

归纳机械装配技术在自动化生产线中的应用思路,廓清技

术应用的重点要求和关键环节,实现生产需求与技术供给的均

衡,提升机械装配技术的实用性和高效性。 

3.1自动化生产线机械装配技术的模块化运用 

自动化生产线在运用机械装配技术的过程中,为保证装配

效率,控制装配误差,确保自动化生产线能够根据实际生产要求,

灵活进行生产流程的重组,保证自动化生产线机械装配技术的

适应性。技术人员在应用过程中,需要采取模块化的设计、应用

方式,保证不同机械装配技术的适应性。具体来看,技术人员按

照独立原则、兼容原则,设立检测单元模块,由检测单元模块挖

掘、捕获自动化生产线运行数据,并将数据进行上传,机械装配

技术获取数据信号后,作出相应动作,驱动相关组件,完成装配

任务。结合过往经验,自动化生产线生产任务多样,加工对象多

元,为保证整个装配流程的顺利进行,发挥机械装配技术的整体

优势,技术人员在模块化应用环节,需要从实践角度出发,完善

技术加工流程,丰富装配技术手段,通过对主要技术设备的组合

与优化,形成完整的技术布局,使得机械装配技术能够契合自动

化生产线的加工与使用要求, 大限度地保证机械装配技术的

通用性,增加自动化生产线的适应性,使其满足多个场景下的使

用要求。 

3.2自动化生产线中的机械装配技术精准化运用 

自动化生产线中的机械装配技术在性能优化环节,技术人

员要充分吸取过往经验,从控制动作的精准性、数据共享的高效

性等层面入手,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系列控制系统优化工作,

使得机械装配技术更好地融入到自动化生产线中,有效增强机

械装配技术的环境识别能力,确保机械装配技术有着更强的适

应力。具体来看,技术人员应当充分利用现有技术资源,以PLC

技术为前提,形成完整技术架构,将不同机器人终端设备贯通起

来,形成集约化控制机制,提升机械装配技术对加工模组的空间

定位、类型识别、组装运输等管控能力[4]。例如,技术人员可以

借助MES模块实时获取机械装配技术中PLC中各单元模块的数据

信息,并及时进行通过显示器等设备,完成数据有效获取,开展

实时分析,实现自动化生产线生产状态在线评估。据评估结果,

借助统一调用程序,驱动机械装配设备完成相关操作,实现生产

活动自动化。同时,技术人员利用PLC技术,根据自动化生产线运

行情况,发出相关指令,对机械装配技术应用流程进行智能化、

集约化管理,确保装卸、运输、组装等生产任务高质量开展。 

4 机械装配技术在自动化生产线中的应用路径 

自动化生产线运行中,对于机械装配技术的运用,要坚持问

题导向,坚持目标驱动,以科学性原则和实用性原则为框架,采

取有效举措,完善机械装配技术应用体系。 

4.1完善机械装配系统结构布局 

自动化生产线中机械装配技术应用环节,为发挥机械装配

技术的总体优势,推动装配活动的智能化、高效化与集约化,技

术人员应当搭建起完整的控制系统,通过控制系统的介入。实际

技术应用过程中,技术人员遵循科学性原则和实用性原则,将

PLC设备纳入到主控系统中,在此基础上,搭建起控制层、设备层

以及信息层,串联装配各个流程。结合过往经验,信息层主要负

责流程管理,借助过程调控和质量监管等环节,获取前端数据,

实现数据存储、共享。在信息层的支持下,PLC技术模块能够捕

获各类数据,并制定相应的操作指令,驱动机械装配设备,完成

制定的动作。为顺利完成上述技术流程,技术人员在系统结构布

局中,要从软件和硬件两个维度出发,通过系统协调配合,强化

信息层与PLC控制模块之间的联动能力[5]。结合自动化生产线的

定位,系统结构搭建环节,需要注重信息层与控制层之间的配合

度,给予信息层足够的授权,使其可以灵活、自主地访问自动化

生产线运行中生成的各类数据,并及时传输给控制层,这种系统

构建方式,无疑增强了装配流程的模块化属性,能够在短时间内,

根据生产加工任务,重新布局机械装配流程。自动化生产线机械

装配技术应用环节,为保证系统构建的有效性,在控制层设计中,

要注重从数据获取、数据共享、指令发布、动作控制等角度出

发,完成相应的装配任务。实际技术应用环节,技术团队要做好

PLC模块的拓展,功能拓展环节,采取定向编辑的方式,提升系统

功能,进行功能布局,保证机械装配技术的灵活性与独立性,在

获取到操作指令后,驱动终端,进行零部件的抓取、组装、传输

等动作,不断提升加工效率,降低加工成本。 

4.2丰富机械装配系统总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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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装配技术在应用环节,技术人员首先进行安装位置的

准确定位,借助准确定位,消除机械装配误差,保证机械装配效

能。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立足自动化生产线的布局,确定机械

装配的安装基准点,以某自动化生产线为例,以铝合金桌面左侧

边缘作为基准点,从X方向上进行定位,保证物料、模组能够根据

组装要求,达到指定位置后,开展模组装配等活动。针对不同模

组尺寸规格差异,技术人员在运用机械装配技术,主动介入自动

化生产线运输、装配任务,确保特定模组达到指定位置后,识别

模组形态,调整模组位置,开展组装、调试等活动。 

为 大程度地增强自动化机械装配技术状态可控性,技术

人员要利用PLC技术,在控制系统内部,采取以工业以太网为基

础的信息交互模式,通过交互模式构建,稳步提升数据传输的稳

定性。例如多数技术人员,着眼自动化机械装配技术使用场景,

采取分布式I/O模式,降低MES层、控制层、设备层之间数据共享

时间成本,实现控制系统运行灵敏性与精准性。考虑到以往经验,

控制系统优化过程中,技术人员要设定系统工作节拍、动作循环

指令,借助这种方式,使得整个控制系统可以调节自动化机械装

配技术生产动作。以某自动化生产线机械装配技术为例,为更好

地提升物料运输能力,技术人员对上下料机器人的运行状态进

行必要调整。尝试借助合理的技术布局,切实增强自动化生产线

的运行效能。具体来看,技术人员综合分析自动化生产线的布局,

结合物料运输要求,对机器人技术参数作出调整,通过梳理加工

工艺、工艺流程,将机器人上下料时间间隔控制在30秒。 

4.3构建机械装配系统监控体系 

自动化机械装配技术控制系统优化过程中,技术人员应当

做好实时监控功能的布局,将工艺设计、排产调度、状态检测等

功能纳入到控制系统之中,通过功能完善与健全,对装配模组进

行精准调控,根据装配模组实时状态,实时调整机械装配方案,

开展装配任务,避免监控功能不完备,影响实际使用情况。具体

来看,技术人员通过布设传感器,更新软件系统,实现数值越界

报警、报警定位、监控信息传输、工艺参数监控,借助科学化、

系统化,技术人员能够实时掌握机械装配技术有关数据,对于自

动化生产线运行中出现的异常情况,及时进行定位预警,提升故

障排除效率。同时在监控体系辅助下,自动化生产线中机械装配

技术可以及时修正运行状态,优化技术参数,设置装配动作,调

整生产模式,确保生产任务的有效达成。例如,技术人员在自动

化生产线布局中,可以借鉴过往成功经验,组建完善的监控体系,

通过传感器技术、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计算机技术整合优

化,搭建起完整的监控体系,在机械装配技术内部,形成完整的

技术闭环,保证对机械装配技术的管控能力。 

5 结语 

自动化生产线运行中,通过机械装配技术的合理运用,能够

提升加工效率、降低加工成本,增加加工精度,满足新时期的生

产要求。文章多角度出发,遵循客观规律,把握应用难点,依托路

径创新、流程再造、定向升级等手段,确保机械装配技术在自动

化生产线中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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