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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字化制造系统布局与优化技术》主要讲述了，数字化制造是先进制造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随着
国际间行业竞争的加剧，提高企业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成为关键。数字化制造系统的布局与优化技术
为产品生产制造的合理进行、成本的降低提供了有力的手段。《数字化制造系统布局与优化技术》可
供高等院校、研究院所以及企业的从事数字化制造、制造系统设施布局与优化、工厂设计等相关研究
领域的科技人员使用参考，也可作为机械工程、工业工程、物流工程以及相关学科专业的教师参考书
或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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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学硕士学位，2005年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获工学博士学位。现任现代测控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
主任，中国振动学会机械动力学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机电系统状态监测、故障诊断预测、数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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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等科研项目数十项。出版教材五部。在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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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2.2.3布局设计程序 1.划分生产块（流） 根据产品工艺资料（可按前述“加工设备
选择程序”的“第一、二步’’建立），把具有相似加工工艺的产品或零部件归为一类，形成一个块
（流），对没有共性但需求量较大的产品可单独划分为一个生产块（流）；对需批量生产的工序也可
单独作为一个生产块（流）。 2.平面布置 （1）根据上述生产块（流）的划分情况进行生产区域设计
，设计时要注意将物流量大的区域尽量安排得靠近些，并使各生产区域间通道宽敞，物流顺畅。 （2
）在相应的生产区域内进行生产配置的设计。若生产块（流）是连续工艺流程，可布置为U形生产线
或U形生产线组合。另外，应将进行批量生产的生产块（流）与其联系紧密的生产块（流）布置在一
起，以便建立类似的连续工艺流程。 （3）根据车间空间、工艺约束、设备结构参数及动力参数，结
合物流设计，合理确定选定的加工设备所在位置以及设备缓冲区和仓库等位置，给出几个不同的初步
布局方案。 3.物流考察 此处所述的物流特指工序物流，即各加工工序之间的物料流动。主要应注意以
下三点： （1）应确保物料能畅通无阻并沿最短路线流动，避免无谓的交叉和往返。建立一个前后连
贯的工序或总体连续的工艺路线是满足本要求的关键。 （2）应有利于岗位设置及员工之间的交流与
协作。物流设计要为岗位设置提供最大的灵活性，以确保在不同的需求下，实行不同的一岗多机配置
中人员的流动和参与。 （3）物流路线的安排应确保人员的安全，避免可能发生的物损，应符合消防
、劳动卫生等有关法规或条例。 4.瓶颈辨识 一方面，要平衡生产能力，尽量避免瓶颈的产生；另一方
面，要充分利用瓶颈资源，平衡物流，极小化在制品的库存。瓶颈可从工序负荷比较表中考察每道工
序的负荷来获得，也可通过实地考察类似系统的运行得到。 5.方案优化 根据零件的加工节拍，计算出
加工设备、小车（或行车）、缓冲区以及仓库的负荷率，确定各个初步方案的生产能力，通过综合比
较，选择工艺过程合理、负荷平衡、加工效率较优、生产能力较大的为最佳方案。在布局方案优化过
程中，进行物流效率的分析和评判至关重要，这是布局方案优化所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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