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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子





2013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增装机量超过30000台
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 第一 大工业机器人市场！

2014：
增长54%++

中国

韩国

日本

美国

德国

2014中国机器人元年5.6万

1.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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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器人企业数量

2016.4      3400
2016.6      3800
2个月增长12%





机器人的分类

8

工业制造 军事作战 军用运输

外空探测 物流搬运 家庭清洁 助老助残

 工业机器人 服务机器人

服务机器人 服务机器人



物流 军用 农用 医疗



清洁 巡检 安防



巨大的市场与低估的数据

KIVA 仓储物流机器人
2014.10  15,000台
2016.6    6~10万台
15亿美元

变电站巡检机器人
30,000+ 110kV以上变电站
2020之前实现机器人全覆盖
30亿美元



巨大的市场与低估的数据

光伏清洁机器人
一个150MW的集中式光伏电站需要 5000~10000个机器人



工业机器人：行业集中，厂家集中
服务机器人：行业分散，厂家分散

发那科
14%

安川
14%

库卡
13%

ABB12
%

OTC7%

松下6%

川崎6%

那智4%

现代4%

国产4%

其他
18%

其他行业
20%

汽车整车
15%

汽车零部
件18%

电子电气
31%

橡胶塑料
11%

金属制品
5%

汽车+电子超过60% 四巨头53%



小细分，大市场
很小的细分市场，都是笔大生意

电力行业 --->  变电 ---> 运检 ---> 变电站 ---> 巡视

新能源 ---> 光伏 ---> 光伏电站 ---> 运维 ---> 清洗



与发达国家相比，起点差距小
对比工业机器人

快 准

稳 可靠

工业机器人十年发展

l重复精度 +61%
l负载能力 +26%
l速度 +39%
l平均故障间隔 +137%
l可控轴数 +45%
l价格 -43%

关注精准执行
核心零部件影响巨大
基础工业差距显现 6轴高端工业机器人，国产不到10%



技术有差距，产品不落后，部分应用领先

精准执行 应用智能

• 工业基础
• 核心零部件
• 核心基础工艺
• 伺服电机，减速机

• 软件，算法，系统
• 人工智能
• 市场，需求，模式
• 敏捷



机器换人-工业篇



背景

为什么要智能装备？

企业遇到的现实问题
p 体力劳动力者减少

p 生产效能仍需提升

p 需实现差异化的生产

p 产品质量要求提高

p 安全的一票否决

p 企业全球化的扩张
工业革命的轨迹



背景

为什么要智能装备？

企业遇到的现实问题
p 体力劳动力者减少

p 生产效能仍需提升

p 需实现差异化的生产

p 产品质量要求提高

p 安全的一票否决

p 企业全球化的扩张
工业革命的轨迹70%

30%

愿景与需求



智能装备业务

工业自动化整体解决方案

柔性装配系统自动物流系统

非标自动化设备



工业自动化整体解决方案

核心优势

p 跨行业的专家团队

p 全方位的平台资源

p 非标机械设计能力

p 离散电控设计能力

p 完整的供应商体系

p 出色的工程团队

服务过程

p 现场调研需求分析

p 方案制定工程设计

p 分包管理现场实施

p 客户交付质保服务



柔性装配系统

       柔性装配生产线是以可编程机器人为核心

具有高度的装配自动化、装配柔性、生产效率

及可靠性的自动装配系统。

　 大规模生产 大规模定制

管理理念
以产品为中心，以低

成本赢得市场

以顾客为中心，以快速

响应赢得市场

驱动方式

根据市场预测安排生

产，属推动式的生产

方式

根据客户定点安排生产，

属拉动式生产方式

核心 通过稳定性和控制力

取得高效率

通过灵活性和快速响应

来实现多样化和定制化

战略

成本领先战略：通过

降低成本、提高生产

效率获取竞争优势

差异化战略：通过快速

反应、提供个性化的产

品获取竞争优势

目标

以低价格开发、生产、

销售、交付产品和服

务

以多样化和定制化开发、

生产、销售、交付顾客

买得起的产品和服务



柔性装配系统

特点

p 模块化的可选配置

p 标准化的电控配置

p 系统化的软件模块

p 扩展简单易于操作

p 短设计周期低成本

p 可实现订单驱动



柔性装配系统-案例

企业背景

p 国内知名上市企业，年产值>10亿

p 企业需求：类似产品实现柔性生产

p 产品特点：装配方式类似种类多批次小

p 外贸产品：五金刀具

p 产能要求：4800套/班次

p 省人需求：自动化难以实现的



自动物流系统
       自动物流系统为企业提供生产过程中物料的运输，

仓储，分拣，包装，装卸的设备和综合解决方案。



自动物流系统-案例

企业背景

p 国内知名企业，年产值>10亿

p 企业需求：轮胎的自动分拣

p 产品特点：单日生产规格100种

p 产品：汽车轮胎

p 产能要求：30000条/天

p 省人需求：分拣部分完全自动化



非标自动化设备



机器换人-移动机器人篇



智能巡检
机器人

可代替人工进行特殊环境下设备运
行状态的检测判断，实现设备区域
全覆盖巡视，并搭载多种传感器进
行数据采集，利用数据分析设备状
态，预警设备缺陷，保障运行安全

廊道挂轨 廊道巡检盘点车操作机器人



自主巡检监控



自主巡检监控

•  定时定路径巡检

•  指定点巡检

•  自主遥控巡检

•  设备高清可见光拍摄

•  设备红外测温、分析、报警

•  可见光图像智能判别

•  防鸟害、防污闪、防漂浮物视频拍摄

设备拍照

红外测温 三防视频

三种巡检模式

多数据分析



仪表读取

l 识别仪表数据、开关状态以及指示灯的信息，通过这些数据和状态信息来判

断设备的运行状态。

标准图像

现场拍摄图像

目标图像
粗定位

目标图像
提取

图像处理
识别

数据读取数据
判断

数据正常

异常报警

目标匹配

Y



巡检结论

可见光图像与结论

红外测温结论

历史数据
曲线分析



机器人状态监控

监控主界面



多个终端可供调配 ···

集群控制系统

适应不同类型变电站

集群控制系统

统一管理，集中控制

机器人平台管理系统生产管理系统 综自系统

机器人平台与电力系统整合



自动导引机器人
现代物流系统中的关键设备，广泛应用于自动化物流系统和柔性制造系统



ü 最大载荷：4000kg；

ü 最大移动速度：0.5m/s；

ü 最小转弯半径：1500mm；

ü 导航精度：±10mm；

ü 续航时间：8小时；

重载式AGV

ü 车体重量：300kg；

ü 车体最大负载：1000kg；

ü 最高运行速度：1.5m/s；

ü 转弯半径：600mm；

ü 电池续航时间：8小时；

轻载式AGV



ü 车体重量：500kg；

ü 车体最大负载：1000kg；

ü 最高运行速度：1m/s；

ü 转弯半径：600mm；

ü 电池续航时间：8小时；

负载式AGV



室外牵引AGV



AI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 （1956 ~ 2016）

1956

1974

1980

1987

1993

2000

2010

2014

Deep Blue 深蓝

AlphaGo

突破人工智能的奇点 or 下一个深冬？



对人工智能前景的乐观态度

• 深度学习：端到端学习，无需人工提取特征
• 基于特征与模型的机器学习   vs    端到端学习
• 更接近于人类的思维方式
• 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优秀的泛化能力



对人工智能前景的乐观态度

存储容量 计算效率

10TB

760亿TB

10E9浮点运算

10E16浮点运算

大数据 云计算

量子计算机



ImageNet挑战赛2015

Microsoft 4.94错误率 vs 人类 5.1%错误率
首个超越人类视觉能力的计算机系统



DeepMind AlphaGo

完全信息博弈的巅峰对决



人工智能前景的  谨慎  乐观

• 针对极少训练数据的泛化能力

• 推理 与 不确定性的工作



• AI从业人员一般认为，
强人工智能的实现还至少需要10-20年时间

• 强人工智能最终能否实现，还是不太清楚的

• 情感、创造力、自由意志等应该很难在
当代电子计算机上实现

• 弱人工智能的组合和推理，能够在相当多
方面做得很好并且给人类很大帮助



人工智能 @ 自动驾驶

• 可行进区域识别
• 车辆意图辨识
• PoseNet：位置辨识
• ......



通往自动化的三条道路：2

为了柔性

激光雷达叉车AGV 谷歌无人车

成本高昂的传感器带来强大的感知能力

$ 100,000 USD

• 降低对基础设施的要求和对标准化程度的要求，提升柔性
• 成本高昂的传感器赋予精确并强大的感知能力
• 一定的智能性要求，但并不是非常高

< 5%



自动驾驶的渐进式道路

大多数车企

TESLA

Google



通往自动化的三条道路：3

Way1 Way2 Way3

基础设施要求 高 中 低

标准化要求 高 中 低

柔性化 低 中 高

Sensor成本 低 高 低

智能化要求 低 中 高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通向第三代（智能）机器人的路径

渐进式前进，不期望一蹴而就



第一代机器人：精准执行的自动化设备

第二代机器人：感知和适应环境的能力

第三代机器人：真正的（强）人工智能机器人

2.5代

弱人工智能的发展
组合与推理

提升柔性与
环境适应性

从工业与各行业
特定需求实现出发

逐步过渡到家用与民
用等不确定性场合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六和路309号   联系电话：15382331811联系人：葛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