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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是中国制造2025的基础 



CPS是工业互联网的核心 

数据驱动 软件定义 泛在连接 虚实映射 异构集成 系统自治 

CPS通过集成先进的感知、计算、通信、
控制等信息技术和自动控制技术，构建
了物理空间与信息空间中人、 机、物、
环境、信息等要素相互映射、适时交互、
高效协同的复杂系统， 实现系统内资源
配置和运行的按需响应、快速迭代、动
态优化。  



“数”“智”驱动，融创未来 



中国制造现状分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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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现状分析（二） 

数据两权分离定律 1 

数据交换能量定律 2 

数据赋能定律 3 



中国电信发布工业连接战略计划 



中国电信的“互联网+”智能制造产品总体蓝图 



中国电信智能制造创新实践 



中国电信联合GE打造Predix工业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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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le标识解析技术是工业大数据开放的催化剂 

Handle标
识解析技术 

标识解析技术贯穿工
业互联网整个流程 

给予目标对象在整个
生命周期中一个统一
不变的“身份标识” 

基于统一的“身份标
识”实现目标对象所
有数据的关联与统一 

通过标识解析技术可
以实现异构、异主、
异地数据的安全可控
地开放及访问 

工业互联网中的标识解析，

本质是将(物品资源)标识

翻译为(物品服务)地址，

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查询

物品关联信息的过程。  



在智能化生产领域的探索与实践 

 
实践案例：某大型发动起制造企业的工业互联网项目 
通过全产业链横向一体化、纵向一体化及端到端流程打通及数据交互统一，逐渐实现从智能生产到智能产品及服务； 

部署PON+LTE专网于生产端，实时采
集设备运行状态、控制指令等全程数据 

对生产节能组件布设采集设备和控制单
元，采集并交互控制电表、水表和阀门等 

采集生产管理应用如MES和PDM等关
键数据 

工厂网络化和智能化 

制定设备数据采集接口传输标准 

建立中间件数据管控平台 

设计设备预测式服务、设备性能管理、产品
质量追溯和原材料质量分析等应用场景 

建立生产制造大数据平台，设计业务模型优
化生产管理 

统一数据标准，构建数据平台 

基于ECU和CAN总线的发动机和整车
全线数据，设计整车运行状态分析 

打造优质SLA保障的车辆维修保养服务
中心，设置从车辆故障接单、专家分析
到派单现场的全服务流程 

开发线下维修网点维修人员管理与库存
备件管理应用，加强协同派单和服务质
量闭环管理 

产品服务化 



从拧紧机着手，逐步建立企业CPS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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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础】建立拧紧机的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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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创新】业务驱动，开发数据应用 
如何在生产环境中评估螺栓的质
量和一致性？ 

如何改进扭矩-转角控制法下初
始扭矩的选择？ 

是否有必要对采用扭矩控制法拧
紧的螺栓进行拧紧工艺改进，如
何快速开发新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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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障】建立企业数据治理制度、

流程，开发数据治理相关微服务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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