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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机电设备电气自动化
控制系统研究

王静雯
（甘肃陇昌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甘肃   白银   730900）

摘 要　在机电设备电气自动化控制中，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变得越来越普遍。这一技术的发展，不仅提高了设备的自

动化水平和效率，还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产业升级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文中对人工智能技术在电气设备自动化控

制中的优势进行了分析，探讨了人工智能技术在电气设备自动化控制系统中的应用，并对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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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Electrical Automation Control System of Electromechanical Equipment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WANG Jing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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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lectrical automation control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 the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common.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technology not only improves the automation level and 
efficiency of the equipment, but also provides strong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the automatic control of electrical 
equipment,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the automatic control system of electrical equipment, 
and looks forward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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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技术（AI）在各个领域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机电设备电气自动化

控制中，AI 技术的应用不仅提高了设备效率，减少了故障

率，还使整个控制系统更加智能化、自主化。传统的机电设

备电气自动化控制，往往依赖于预设的规则和参数来进行

操作。然而，这种方式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生产环境时，难以

达到理想的控制效果。而 AI 技术的引入，使控制系统能根

据实际情况进行自我学习和调整，从而实现对机电设备的

精确控制。这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减少能源浪费。另外，AI
技术的应用，使控制系统能在保证生产效率的同时，有效避

免安全风险。

1　人工智能技术在机电设备电气自动化控制

中的运用优势

1.1　提高控制精度

传统的机电设备电气自动化控制主要建立在预设的程

序和固定的参数之上，这使得它们在处理复杂多变的工作

环境时显得力不从心。随着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在人工智

能领域，已经有能力突破这些限制。通过应用人工智能技

术，能为机电设备打造一个更加智能、适应性更强的控制系

统。该系统利用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可

以对机电设备的工作状态以及环境数据等进行统计。通过

对数据的分析，系统能识别出各种工作环境下设备的最佳

运行状态，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这不仅提高了

控制精度，还提升了设备的工作效率和可靠性。同时，该系

统还具有自我优化和自我学习的能力。在长时间的工作

中，系统能不断地积累经验，自动调整控制策略，以适应新

的工作环境和设备老化等因素带来的变化［1］。这种自我学

习和自我优化的能力使控制系统始终保持最佳状态，为机

电设备提供持续稳定的控制支持。除了提高控制精度和效

率外，人工智能控制系统还能帮助企业实现更加智能化的

设备管理。在智能监控设备的辅助下，工作人员可以实时

监测机电设备运行状态，一旦发生异常或故障，就可以第一

时间采取措施，避免对企业生产带来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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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优化能源效率

电气自动化控制与人工智能技术的结合，可以实现对

能源效率的优化。人工智能技术能预测机电设备的运行趋

势及能耗趋势，提前对机电设备进行维护与检修，避免不必

要的能源浪费。另外，人工智能技术还能对设备进行自适

应控制，通过分析设备的负载变化来对其进行运行状态调

整，达到提高能源利用率的效果。同时，人工智能技术还可

以通过数据分析和优化算法，实现对设备的预测性维护，及

时发现和解决潜在问题，减少因设备故障导致的能源浪费

和生产成本增加［2］。在机电设备电气自动化控制中，可以

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与其他先进技术的融合来实现工业生产

的智能化管理。通过对生产数据的收集与分析，企业可以

对生产过程进行合理规划，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降低

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

1.3　强化故障诊断与维护

在机电设备电气自动化控制中，故障诊断与维护占据

了至关重要的地位。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工智能技术

的应用逐渐渗透到这一领域，并展现出了独特的优势。首

先，人工智能技术具备强大的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通过

收集设备运行过程中的各种数据，如温度、压力、电流、电压

等，人工智能算法可以对这些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发

现其中潜在的规律和问题。如此，工作人员便能在故障发

生之前，提前发现隐患，从而采取预防措施，避免设备突然

停机或损坏带来的损失。其次，人工智能技术在故障诊断

方面展现出了极高的准确性。传统的故障诊断方法往往依

赖于人工经验和直觉，而人工智能会结合历史案例及数据，

形成故障诊断与预测模型。当设备出现故障时，人工智能

可以迅速识别出故障的类型、原因和位置，为维修人员提供

准确的诊断结果，避免人工诊断可能出现的误差和延误。

此外，人工智能还可以辅助维修人员快速定位故障点［3］。
在传统的维修过程中，维修人员需要通过逐一排查设备的

各个部分，来找出故障的位置。而借助人工智能，维修人员

可以直接获取到故障点的准确定位信息，从而快速找到并

修复故障，提高了维修效率。

2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机电设备电气自动化

控制系统

2.1　故障诊断系统

传统的故障诊断方法往往依赖于人工经验，不仅效率

低，且难以保证准确性。而基于人工智能的故障诊断技术，

能通过大量数据的训练，自动识别和预测设备可能出现的

故障，为维修人员提供准确的故障定位和修复建议。机电

设备故障诊断系统如图 1 所示。

基于人工智能的故障诊断技术，通过对历史故障数据

的总结与分析，可以形成新的故障处理模式，及时生成故障

处理策略。同时，它还能预测设备未来的运行状态，提前发

现潜在问题，防止设备突然停机带来的生产损失。此外，这

种技术能为维修人员提供准确的故障定位和修复建议。当

设备出现故障时，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快速定位故障的位置，

并分析成因，提出合理性的维护建议，提醒工作人员机电设

备故障点及可能导致故障出现的影响因素，提高维修效率。

图 1　机电设备故障诊断系统图

2.2　优化控制策略

在传统的机电设备控制策略中，大部分依赖预先设定的

程序和固定的算法来实现。然而，这种控制策略在面对复杂

多变的工作环境时，难以达到理想的控制效果。而人工智能

技术的引入，使机电设备能根据实时的环境信息进行调整，

从而优化控制策略。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深度学习和机器学

习等技术，可以训练出具有强大预测和决策能力的模型。这

些模型可以根据机电设备的工作状态、环境条件、历史数据

等，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并自动调整控制参数，以实现最优

的控制效果［4］。此外，人工智能技术还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

和优化算法，发现控制策略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优化建议。

这种自动化的优化过程不仅可以减少人工干预，提高工作效

率，还可以持续改善控制策略，使机电设备始终保持在最优

工作状态。当然，人工智能技术在优化机电设备控制策略的

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挑战。例如，需不断更新系统，提升人

工智能系统的安全稳定性，保障故障监测模型的准确性等。

这些问题需要在实际应用中不断探索和研究，以实现人工智

能技术在机电设备控制策略中的广泛应用。

2.3　智能监控系统

基于人工智能的监控系统能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

态，并根据设备的负载情况、能耗数据等，智能地调度设备，

实现能源的合理分配和节约。基于人工智能的监控系统模

块如图 2 所示。

图 2　基于人工智能的监控系统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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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摄像头装置对机电设备的运行状态信息进行采

集，并分析采集信息，结合协调器与通信模块将信息反馈给

监控管理人员。管理人员通过监控系统可以了解设备的能

耗、效率等方面的不足，从而提出优化建议。例如，可以通

过调整设备的运行参数，实现节能降耗；通过优化设备的维

护计划，提高设备的运行效率［5］。这些优化措施不仅可以

提高设备的运行性能，还可以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

3　人工智能技术在机电设备自动化控制中的

应用前景

3.1　深度融合与应用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其与机电设备自动化

控制的融合将更加紧密。这一融合将为机电设备的运行、

维护和管理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推动机电设备向更高水平

的自动化控制迈进。首先，人工智能技术将提升机电设备

的智能化水平。通过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等技术，机电设备

能实现对自身状态的实时监测和预测，从而进行自适应调

整和优化。例如，智能传感器能实时收集设备运行数据，结

合对数据的分析结果来判读故障成因，及时对设备进行维

修，提高生产效率。其次，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将进一步提

升机电设备的自适应能力。传统的机电设备通常需要人工

进行参数调整和优化，而人工智能技术则能根据环境变化

和设备状态自动调整参数，实现最优控制。通过人工智能

技术的运用，可以不断提高设备的运行效率，减少工作人员

的工作量。此外，人工智能技术还将促进机电设备的高效

运行［6］。通过智能调度和优化算法，可以实现对多台设备

的协同控制和优化调度，提高整体生产效率。

3.2　大数据驱动的智能化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机电设备运行数据将变

得更加丰富多样。这些海量的数据不仅包括了设备的运行

状态、工作负载、能耗情况等基本信息，还涵盖了设备运行

过程中的各种异常、故障以及维护记录等，这些数据为机电

设备的优化控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可能。通过挖掘和分

析这些数据，可以进一步优化控制算法，使设备的运行效率

及稳定性有所提升。

3.3　云计算和边缘计算的支持

随着云计算和边缘计算技术的日新月异，人工智能技

术在机电设备自动化控制中的应用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机遇。通过云计算、边缘计算与人工智能技术的结合，可以

为系统优化提供更强大的数据支持，使实时数据处理、远程

控制、协同优化等成为可能，极大地推动了机电设备自动化

控制的发展。首先，云计算的出现使大规模数据处理成为

可能。通过云计算，可以将机电设备运行产生的海量数据

上传到云端，并利用云计算的强大处理能力进行分析和处

理。此外，可以提升对数据处理的准确性，还能进行数据共

享，极大地提高机电设备自动化控制的灵活性和效率。其

次，边缘计算技术的发展使实时数据处理和远程控制成为可

能。边缘计算将计算任务放在设备端进行，可以实现对机电

设备运行状态的实时监控和快速响应。这对于需要快速响

应和实时控制的机电设备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

时，边缘计算还可以实现远程控制，使操作人员在任何地点、

任何时间对机电设备进行控制和监控，提高了机电设备的使

用便利和管理效率［7］。最后，云计算和边缘计算的协同优化

也为机电设备自动化控制带来了新的可能。通过云计算和

边缘计算的协同工作，可以实现数据的高效传输和处理，提

高机电设备的运行效率和稳定性。同时，这种协同优化还可

以实现机电设备的智能化管理，通过对设备运行数据的分析

和挖掘，可以发现设备运行中的问题，提前进行预警和维护，

从而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提高设备的可靠性。

4　结语

人工智能技术在机电设备电气自动化控制中的应用，

不仅提高了设备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还促进了整个产业

的升级与转型。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未来，人工智能技术

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机电设备的电气自动化控制带

来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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