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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系统即制造执行系统，是制造企业信息集成的纽带，企业实施敏捷制造战略，

实现车间生产敏捷化的基本手段 

用来跟踪生产进度，库存情况，工作进度和其它进出车间的操作管理相关的信息流 

强调信息时效性，与其他管理系统进行无缝的同步交互，如生产管理、设备管理、

物料清单管理、库存管理、工艺流程、生产计划等实现系统信息一体化 

MES系统在企业信息化建设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是系统集成中的信息枢纽 



MES系统作用主要是解决制造企业"信息孤岛"问题，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通过对即时生产数据采集，

达到对生产现场的实时控制，为企业管理层提供精细的决策支持，通过对实时生产数据的采集和分析，

从而达到优化生产、合理调配生产资源、改善生产工艺，提高产品质量和及时处理客户投诉等问题。 

现场管理制度 

天数  分/秒  

现场数据采集 

手工录入  
扫描/快速准

确采集  

电子看板管理 

人工统计发布  
自动采集、自

动发布  

仓库物料存放 

模糊、杂散  透明、规整  

生产任务分配 

人工分配  自动分配  

绩效统计评估 

残缺数据估算  准确数据分析  

责任追溯 

困难、模糊  清晰正确  

统计分析 

按不同时间/机种/生产线等多角度
分析对比  



MES系统平均效益介绍图 

    降低25% 生产周期 

    减少80% 记录工作 

    降低12% 企业库存 

    减少80% 
    试产磨合期 

适应时间 

    减少70% 质量过失 

    减少80% 
过失文书 
工作 

    提高95% 数据完整性 

    提高20% 
    工人绩效 

责任到个人 

    提升99% 
    实时性 

产品品质在
线报告 

    动态数据刷新 
准确实时的
生产数据 

以上数据来源于MESA(国际制造执行系统协会) 



MES系统的实施能够有效地优化企业的生产管理模式，强化过程管理和控制，实现对每个生产环节的实

时监控，通过与仓储管理系统，设备管理系统等其他系统的有机结合，实现了数据共享，增强了企业各

部门之间的信息连通，提供了工作效率 

MES系统有形效益 



MES系统较高的开放性和集成性，开发人员通过对各个接口的设置能够与企业原有的管理系统进行对接，

将原本分布于企业内部的各个孤立的信息有机的连在一起，减小企业运营成本，增强了系统间的沟通交

流，使企业信息化实现全局统筹。 

MES系统无形效益 



状态可视化  01 

过程可追溯  02 

生产精益化  03 

管理智能化  04 

成本可控化  05 

绩效数据化  06 

信息可靠化  07 

全程生产信息自动化  08 





MES系统架构采用B/S(浏览器/服务器模式)总体架构，在这种结构下，软件应

用的业务逻辑完全在应用服务器端实现，用户表现完全在Web服务器实现，客

户端只需要浏览器即可进行业务处理，是一种全新的软件系统构造技术。这种

结构更成为当今应用软件的首选体系结构。 

 

MES总体架构设计遵循生产企业数字化生产流程的标准，而各功能的实现依托

制造执行系统国际领先的技术架构模式，能够快速搭建企业级的跨系统工作流

整合平台；在信息集成上，系统架构原则是建设强大的可靠、实时的信息通道，

将PDM、ERP、SCADA、WMS、数据采集、业务信息、生产设备、统计报告

以及实时监控等有效整合，从时间、空间以及信息流等多维度展现制造执行管

理的强大优势。 



iMES 

iMachine  iDetect  iMonitor 

iDCS iModule 

物联 

互联 

云服务 

B/S 
微服务 







2、本系统在性能上方便弹性扩张，根据业务量对系统的访问压力，可以动态增减每个

微服务的服务器数量来调整系统整体性能，对性能木桶效应有很好的应对方式 

1、本系统在架构上的微服务是松耦合的，是有功能意义的服务，每个微服务无论是在

开发阶段或部署阶段都是独立的，可以极大增加业务灵活性，减少因业务变化带来的

系统重构风险，降低开发成本 

3、本系统可以部署在中低端配置的服务器上，降低企业购买设备的成本 

4、系统架构上是高可用的，不存在单点失效导致系统不可访问的风险 

系统架构亮点总结 







两台采集器互为主从，保证采集高可用性 

利用消息队列异步特性隔离采集器与DCS Server，有利于性能上

的弹性扩张与保证用户体验流畅性 

DCS Sever与本地云存储通过Nginx做写流量分发，有利于不同

厂区的数据分库分表，数据物理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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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检 

包装管理 

电池组 

包装 

基本数据 
管理 

条形码管理 

报表 

仓库 

仓库 
办公区 

维修管理 

电芯 

工单管理 作业站 
资料收集 

重工管理 

电子化 
SOP 

出货管理 

实时告警 

设备管理 

实时广告牌 

进料检验 

ERP 
联机管理 

原材料 
入出库 

治具管理 

设备综合 
效率 

统计制程 
分析 

PLC 
机台联机 

机台整合 
品检 

机台整合 

重工 ERP 

在制品 

多厂区管理 

锂电生产 M E S 系统监控点  



原料投入 

干混 

浆混 

湿混 涂布 真空烘烤 辗压 分切 

极流盘焊接 卷绕 上盖焊接 极耳点焊 电芯真空烘烤 测漏 

原料投入 一次注液 

电阻测试 

预化成 

化成 

二次注液 

封球 

负片测试 

一次静置 

分容 

一次电芯测试 

二次静置 

二次电芯测试 

出货抽验 

出货 

套膜 

喷码 

三次电芯测试 

装箱 

装栈板 

电池盒 

电池组 

电池箱 

电池芯 在制品仓 



工序 

管控点 

采集 
方式 

追溯 
方式 

配合浆料 

粘度 
 固含量 

工物料扫码 
 设备自动 
采集 

浆料批次 

涂布 

工面密度 
 厚度序 

物料扫码 
 设备自动 
采集 

极卷批次 

辊压模切 

厚度 

物料扫码 
 设备自动 
采集 

极卷批次 
设备编号  

叠片/卷绕 

叠片工艺 
 易损件 

设备自 
动采集 

电芯喷码 
生产批次  

注液 

注液量 

设备 
自动 
采集 

电芯喷码 

化成分容 

化成数据 
 分容数据 
 OCV数据 

设备自 
动采集 

电芯批次 



MES 

server 

ERP 

需求管理 

物料平衡 

生成生产订单 

发送生产订单 

生产订单管理 

生产排产 

生产标准管理 

工单下达与调度 

分配工单 生产状态报告 协调、控制 

数据收集与KPI分析 

生产监视 

现场管理 

质量管理 

设备停机管理 

物料管理 

人员管理 

过程统计控制 

生产统计 

生产实绩接收 

订单完工及成本统计 1 

2 

3 

4 

5 

6 

7 

8 

9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10 11 



云模块 (可选) 

云存储 

云计算 

云服务 

工业大数据 

智能模块 (可选) 

机器学习 

数据挖掘 

智能建模 

人机对话 

智能能源管理 

智能行业监管 

基础模块 

订单管理 

计划管理 

主数据管理 

质量管理 

生产执行 

规范管理 

设备管理 

仓储管理 

车间现场管理 

生产报表中心 

统计分析 

生产管控中心 



01 / 主数据管理 物料主数据 设备主数据 组织机构主数据 工厂物理建模 工厂逻辑建模 

02 / 订单管理 

订单接收 

订单修改 

挂单摘单 

订单装配 

订单跟踪 

订单完工 

03 / 计划管理 

生产订单分解 

生产计划编制 

生产工单生成 

生产工单调度 

物料需求计划 

03/ 规范管理 

生产标准管理 

检验标准管理 

检验规程管理 

判定标准管理 

物料Bom管理 

03 / 设备管理 

设备台账管理 

设备备品备件管理 

设备维护保养计划 

设备状态监控 

设备OEE 

设备分析报表 

04 / 生产执行 工单运行管理 工单产出管理 工单投入管理 生产实绩收集 

05 / 车间现场管理 

交接班管理 

废品收集管理 

生产机台调拨管理 

机台领退料管理 

05 / 仓储管理 

入库管理 

出库管理 

调拨管理 

图形化仓储 

05 / 质量管理 

生产过程质量检验 

生产过程自检 

质量数据采集 

质量分析 

06 / 统计分析 

自定义查询分析模型 

多维度的业务数据分析 

06 / 生产管控中心 

生产实时监视 

生产经营日报 

生产跟踪 

质量追溯 

06 / 生产报表中心 

多维度的生产报表 
(产量、消耗、设备等) 

各时间粒度的生产报表 
(日报、月报、年报等) 





基本属性 

年龄 地域 

是否已婚 学历 

政治面貌 身高 

体重 体脂比 

…… 

性别 

工作表现 

日良品率 周良品率 

日不良个数 周不良个数 

平均每小时完

成个数 
…… 

出勤表现 

平均每日上班

时长 
上班时间段 

下班时间段 月旷工天数 

月请假天数 …… 



数据预处
理 

特征提取 特征编码 特征筛选 分类 

异常值过滤 工作表现 RF 

空值处理 出勤表现 DBN 

样本抽取 基本属性 One-hot IG GBDT 

训练样本：1037个 
正负样本比例：1：8 
训练目标：对接HR模块员工绩
效等级，划分为5类 



  全效率计算   六大损失 

设备故障 

安装调整 

空转短暂 
停  机 

速度降低 

加工废品 

初  期  未 
达  产 

设  备 

负荷时间 

 
      开动时间 

停
机
损
失 

净开动 
时间  速

度
损
失 

有价 废 
值开 品 
动时 损 
间  失 

设备综合效率OEE＝时间开动率×性能开动率×合格品率 

性 能          实际生产量 

开动率        理论生产量 
=
  

 时间           开动时间  

开动率      负荷时间  

= 

  合格        合格品数量 

  品率             加工量 
= 



确定受控质量特

征 

•工艺设备参数 

•品质数据 

选择控制图 

•Xbar-R、Xbar-

S/X-rm、直方图、

散布图、柏拉图 

确定数据范围与

样本大小 

•从数据层抽样出

样本 

计算控制界限 

•系统业务层计算

控制界限 

判断工序是否处于

稳定状态 

•利用CNN学习样

本点的正常与异

常分布，判断工

序是否处于稳态 

确定工序控制用图 

•确定稳定工序的

上下线 

应用控制图 

•设备状态监控预

警 

•品质数据智能判

断 







1、基于物联网的生产要素集成 

 
 

3、先进的生产管理理念 
 

5、可靠的技术架构 

 

 

2、基于务联网的生产协同作业 

4、精益化生产、智能化制造 

 

6、完整的服务体系 



1 

1-2个月实施上线 
 

2 

深度分析、人工智能 

3 

运维低成本 

4 

系统易用、运维简单 
 



企业简介 
国内车企上市公司 
研制新能源汽车 

生产特点 
小批量、定制测试 
工艺复杂、版本较多 
属生产研制阶段 

面临挑战 
设备种类较多 

数据采集录入困难 
缺乏智能追溯与分析 

项目范围 
工艺管控、设备管理 
生产计划、产品追溯 
质量分析、生产看板 

突出成果 
数据分析实时、准确 
现场管理、缩短周期 

综合效益 
减少数据录入时间75% 
减少纸面工作85% 

缩短分析决策时间30% 



企业简介 
国内重要锂电生产厂商 

日产量超过百万 

生产特点 
批量化生产 

工艺流程路线长 
自动化程度高 

面临挑战 
设备数量庞大 

缺乏追溯管控体系 
NG品较多、浪费严重 

项目范围 
工艺管控、设备管理 
生产计划、产品追溯 
质量分析、生产看板 

突出成果 
精确追溯、分析缺陷 
精益生产、缩短周期 

综合效益 
提升良品率2-3% 
全数字化管理 

提升作业速度30% 



不忘初心----“科技让生产更智慧”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