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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作为新工业革

命的重要基石，是新型工业化的

战略性基础设施和重要驱动力量。

“工业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深

度融合，可以进一步加速工业体

系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

进。”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智

能化研究所副所长顾维玺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

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

在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宗申”）发

动机生产车间，通过重庆忽米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忽

米”）搭建的全产业链创新平台，

操作人员只需扫描平台标识，系

统即可将复杂的加工参数自动

匹配到设备上，实现产品标识化

和设备加工定制化。该平台成

为推动汽摩产业升级优化的产

业“大脑”。

忽米高级副总裁王艺谚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宗申动力摩

托车发动机总装AI智慧工厂项

目，是利用人工智能、工业互联

网等新技术赋能工业企业推动

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落地的实

践案例。

此前宗申生产线存在车间

“信息孤岛”、车间管理信息不透

明、设备异常检测及处理不及

时、生产工艺落后等痛点。在忽

米为宗申建设AI智能制造工厂

之后，其自动纠错防错几率提升

约 10.6倍，作业自动化率增长约

10.1倍，管理协同人员数量减少

约 42.5%，质量数据采集分析效

率提升约 10.8倍，人均产出率提

升约145.5%，总体生产效率提升

2.2倍。

王艺谚表示，忽米的AI智能

制造工厂结合工业AI、物联网、

大数据技术应用，融合连接宗申

多个信息化系统及硬件设备，实

现了对宗申发动机生产线的实

时状态及数据监测，对车间物

料、物流、装配、检测异常问题实

时预警及处理，最终实现了车间

管理透明化、异常问题处理高效

化，打破信息孤岛、促进信息畅

通、优化生产工艺等效果。

在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康佳”），忽米为康佳

打造AI数字化工厂后，康佳电子

生产线生产效率提升了 15%，产

品质量提升了 20%，节约人工成

本15%，设备综合效率提升15%，

且 80%的问题可通过远程解决，

大幅度提升了车间管理效率，提

高了康佳电视产品质量。

中天电力光缆有限公司智

慧工厂通过采用AI视觉质量管

控解决方案，实现了生产流程的

智能化升级。

江苏中天互联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天互联”）总经

理时宗胜告诉记者，该解决方案

以 5G+机器视觉技术为核心，在

生产线全面集成高精度数据采

集传感器和自动化生产设备，构

建起高效、精准的质量检测体

系。该系统具备实时质量分析

功能，当检测到产品瑕疵时，可

自动触发预警机制，精确记录缺

陷位置和类型，并生成可视化质

量报告。

“这一智能化检测模式使产

品良品率显著提升，同时将复检

和修复效率提高了 200%。”时宗

胜表示，该AI视觉质量管控解决

方案成功实现了传统人工质检

向智能制造的转型，不仅优化了

生产流程，还大幅度提升了产品

质量管控水平，为光缆制造行业

树立了智能化升级的标杆。通

过持续的数据积累和算法优化，

使系统具备自我学习能力，可不

断提升检测精度和效率，为企业

持续创造价值。

融合方式发生变革

随着大模型技术的不断突

破，人工智能与工业互联网的融

合方式也在发生变革。

从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

对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典

型应用案例（2024 年）的统计情

况看，传统人工智能小模型深度

融合工业机理场景，解决生产场

景痛点问题，其在核心生产环节

的渗透率超30%，在研发设计、运

维服务、经营管理等环节的渗透

率均在 25%以下；而大模型现阶

段更注重于知识密集、容错率高

的场景，作为生产辅助性工具，

在研发设计、运维服务、经营管

理等制造业的前后端环节渗透

率较高，分别为 25.88%、26.44%
和30.84%，在核心生产制造环节

的渗透率仅为 16.83%，呈现“微

笑曲线”式分布。

“总体看，当前人工智能与

工业互联网融合，逐步呈现出通

用大模型与专用小模型协同发

展路线，在各自适配的工业场景

下持续激发价值潜能。”顾维玺

表示。

连续5年入选工业和信息化

部国家级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

联网平台的忽米，始终坚持打造

自主可控的工业操作系统，为产

业优化升级和企业智改数转提

供基于AI+工业互联网的解决方

案。忽米自主打造的忽米H-IIP
数字平台底座，连接近 200万台

工业设备，沉淀近6000个工业组

件、近 4000个工业模型，汇聚近

万个工业APP、超27万开发者。

同时，忽米深耕垂直行业，

布局全国制造业细分市场，为汽

摩行业、电子信息行业、装备制

造行业、医药化工等四大行业数

十个细分领域近5万家企业提供

数字化解决方案，为康佳等近万

家企业打造智能生产线、智能车

间、智能工厂。

中天互联致力于工业大模

型研发，构建适用于电力、通信、

新能源等垂直领域的行业大模

型，并突破了小样本学习的技术

瓶颈。此外，该企业还构建了算

力中心，建立了高性能数据底

座，实现了云边端的协同工作，

为个性化工业大模型的构建提

供了有力支持。在工业多模态

认知系统方面，中天互联标注了

行业多源数据标签，建立了图像

分类模型和目标识别模型，实现

了基于自然语言、图片、视频的

多模态元学习模型，提升了工业

生产的智能化水平。

此外，中天互联还推出了AI
智能体、AI视觉检测、AI智慧能

源网络、智慧供应链、设备智能

检测以及设备智能维护等一系

列创新应用。例如，AI智能体通

过融合多 Agent 智能体，实现了

开发人员效能提升 30%；AI视觉

检测则建立了多模态视觉处理

模型，实现了线缆表面缺陷检测

和安全行为检测的准确率95%以

上；AI智慧能源网络则通过实时

分析发电、储电、用电数据，优化

了能源调度与供需匹配，实现了

能源利用率提升30%以上。

“人工智能与工业互联网有

望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量

管控、运营管理、柔性服务等制

造业各环节深度融合，形成工业

互联网‘升级版’。”顾维玺表示。

加速融合多重发力

“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深

度融合，将加快催生新产品、新

服务、新业态，是实现新型工业

化的必然要求和关键路径。”顾

维玺表示。

如何推动人工智能与工业

互联网深度融合？

“可从政策引导、技术攻关、

应用牵引、要素保障 4 方面发

力。”顾维玺解释说，要加强政策

引导。加强对人工智能和工业

互联网融合的统筹协调，牵引有

关地方、重点企业加大人工智能

与工业互联网融合的工作力度，

打造工业互联网智能化升级版。

同时，加快智能技术攻关突

破，夯实融合发展基础。既要加

强智能芯片、高端传感器等智能

硬件技术攻关，加快国产人工智

能软硬件协同适配，也需开展数

据技术攻关，高水平建设国家工

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打造一批

高质量工业语料库和多模态数

据集。

“强化场景牵引，一体化推

进融合应用。”顾维玺表示，通过

场景凝练、案例征集、揭榜赛事

等活动，打造一批可复制、易推

广示范标杆；搭建对接平台，支

持人工智能与工业互联网平台

企业精准对接，促进双向赋能；

探索建设行业大模型中试平台，

加 快 产 品 应 用 和 迭 代 升 级 进

程。此外，加强要素保障。强化

工业互联网安全管理和防护，加

强产学研协作，鼓励和引导产业

投资基金加大对融合应用领域

投资，支持融合创新技术成果产

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