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olume 33 Issue 7 Article 13 

July 2018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Process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Process 

Equipment and Predictive Control System for Ammunition Safety Equipment and Predictive Control System for Ammunition Safety 

Production Production 

Recommended Citation Recommended Citation 
(2018)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Process Equipment and Predictive Control System for Ammunition Safety Production,"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Version): Vol. 33 : Iss. 7 , Article 13. 
Available at: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3/iss7/13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Version).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Ver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Vers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lcyang@cashq.ac.cn, yjwen@cashq.ac.cn.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3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3/iss7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3/iss7/13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3/iss7/13?utm_source=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2Fjournal%2Fvol33%2Fiss7%2F13&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PDFCoverPages
mailto:lcyang@cashq.ac.cn,%20yjwen@cashq.ac.cn


742  2018 年 . 第 33 卷 . 第 7 期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奖 
C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motion and Development Prize

弹药安全生产智能工艺装备与预测控制系统技术研发及推广应用

推荐单位：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完成单位：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合作单位：西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特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辽沈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果简介

项目成果主要针对炮弹、航空炸弹、火箭弹及导弹等弹药的危险制造过

程，攻克了危险作业仿真、危险状态预测及互锁与防爆设计等一系列关键技

术，形成集“安全工艺、安全预测控制、高可靠防爆设备”三位一体的弹药

安全生产保障技术体系；开发了 3 类 18 种安全生产智能工艺装备及预测型控

制系统，并集成了成套智能生产线；在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等 12 家行业龙头

企业进行了推广应用，实现了常规攻坚炮弹、制导炮弹、导弹战斗部等装药

总装的安全智能生产，使行业关键生产指标大幅提升：达到危险工序无人化

生产，恶劣环境生产人员减少 75% 以上，产品性能一致性达到 99% 以上。

研制的国内首套“末制导炮弹智能生产线”，成为行业样板工程及兵器工业

集团 2016、2017 年度安全升级改造唯一交流学习现场。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项目打破国外技术封锁，形成变革性的弹药安全生产新模式，在国内实

现行业首创应用。通过智能工艺装备及生产线替代人工进行危险作业，使传

统的弹药生产安全由人为控制转变为技术手段控制，破除了危险作业人员数

量限制等安全因素对弹药效率产能提升的制约，有效提升了基础国防制造水

平及保障能力。推广的 12 套生产线应用效果良好，近 3 年新增产值 30.8 亿

元，新增利润近 5.84 亿元。

中国航天航空运载技术研究院与中国科学院沈阳
自动化研究所签订危险品智能制造战略合作协议

时任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副总经理罗乾宜带队参观
学习“M 产品智能总装生产线”

无人化智能装药系统仿真平台

搬运机器人
防爆合格证

中国自动化学会
产业年会 2015 年
十大最有影响力
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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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刚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主要贡献：项目总体负责人，国防科工局火炸药智能制

造领域专家，对弹药安全生产开展了集顶层规划、装备

研发及工程实施于一体的系统性研究，构建了弹药安全

生产总体技术框架及体系

徐永利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主要贡献：控制分系统技术负责人，负责生产线控制系

统的总体设计和调试。深入研究了弹药制造安全需求，

建立了危险状态预测模型，研制了预测型控制系统。

贺   云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主要贡献：研制了某战斗部全无人智能装药总装生产线

控制系统，开发了与工艺深度融合的参数化控制算法，

实现了不同产品的柔性自适应生产。

刘   勇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主要贡献：机械系统主要负责人，参与多种典型弹药生

产线总体规划，研发多种本质可靠互锁机构，为弹药行

业装备设计提供了通用安全机构。

王军义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主要贡献：建立基于工艺参数的燃爆敏感度仿真分析模

型，设计了典型工艺过程数字化仿真平台，为研制及改

进弹药制造工艺提供高效的预测预知能力。

赵学龙
西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贡献：对首套弹药生产线实际使用进行了系统性安

全验证，提出弹药总装生产线多项安全使用规范。

李   峰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主要贡献：制导弹药总装生产线机械系统主要负责人，

研发了压药、拧紧、喷码及搬运机器人等多种安全智能

装配工艺装备。

辛敏艳
辽沈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贡献：生产过程安全规范研究。将传统手工作业安

全要求与自动化装配生产相结合，提出了机器人化装配

生产过程的安全作业规范。

张延利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主要贡献：常规炮弹总装生产线机械系统负责人，研发

了弹药称量加料、几何特性参数、电性能参数等多种智

能检测工艺装备。

景   宽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主要贡献：生产线控制系统现场调试负责人，完成了多

条生产线现场调试与试生产工作，实现了生产线顺利交

付使用。

团队成员

辽沈工业集团 M 产品装配检测生产线 西北工业集团产品总装生产线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Process Equipment and Predictive Control System for Ammunition Safety Production
	Recommended Citation

	tmp.1619584204.pdf.YVgj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