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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阐述了企业实施 CIMS的重要性和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施 CIMS 的可行性。针对橡

胶行业的特点 ,提出按“全面规划 、效益驱动 、分步实施、重点突破”的十六字方针 ,以高自动化的密炼机上辅机

系统带动橡胶企业逐步实施 CIMS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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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MS 是英文 Computers Integrate M anu-

facturing System 的缩写 ,这个概念是由美国的

约瑟夫·哈夫顿博士在 1973年提出的。

CIMS 的基本出发点是:①企业的各种生

产经营活动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必须统一考虑;

②企业的生产制造过程实质上是信息的采集 、

传递和加工处理的过程 ,产品实质上是信息的

载体 。

CIMS 是工厂自动化的新模式 ,面向整个

工厂 ,可以覆盖工厂的各种经营活动 ,包括生产

经营管理 、工程设计和生产制造的各个环节 ,即

从产品报价 、接受订单开始 ,经计划安排 、设计 、

制造直到产品出厂及售后服务等全过程 。

CIMS 是一种格式 ,一种哲理 ,它强调人在

整个过程中的作用 ,而决非是由计算机简单地

替代人。

CIMS 的核心应该是人 、计算机和集成。

人是主宰一切的 。人设计并实施 CIMS ,

CIMS 又要服务于人 ,在这里强调了计算机 ,是

说CIMS 应该充分发挥和挖掘计算机的功能和

潜能 。

集成强调的是信息的集成 ,人与系统的集

成 ,环境的集成等。这里最主要的是人与系统

的集成。

1　实施 CIMS的重要性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是当今社会流行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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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典型的经济形式 ,计划经济是指各级政府部

门根据社会需求安排生产 ,调度生产 ,从控制论

的观点看属前馈范畴。计划经济要求有一个良

好 、准确的数学模型。决策者根据这个模型来

制定计划 。模型误差直接导致了生产的盲目

性 。我国是一个大国 ,幅员辽阔 ,经济发展不平

衡 ,再加之外界人为的干扰因素 ,想建立一个较

准确的数学模型是十分困难的。

市场经济是将企业的生产计划推入到市场

中去。各企业根据市场的需求来自行安排和调

度生产。从控制论的观点看 ,市场经济属反馈

控制的范畴 。企业只要遵照市场运作规律 ,其

数学模型的建立相对比较简单 ,稳定性较好。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 ,企业按计划生产 ,长官

意志决定了企业的兴衰 。企业中缺少竞争 ,不

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在市场经济下 ,企业完全

由市场决定 。企业间存在激烈的竞争 。这种竞

争现实的反映是时间 、质量 、价格和服务 ,即我

们经常讲的 TQCS(Time ,Quality ,Cost and Ser-

vice)。

我国由计划经济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使相对稳定的市场变得动荡起来 ,以往的地区 、

区域性市场变为全球的 、全域性的市场 。随着

全球统一市场的进展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全球

市场。现代的市场使产品变成单件、小批量(个

性化),基于订单的生产 ,故 TQCS 被认为是企

业永恒的主题。

CIMS的核心是集成 。随着时间的推移 ,

人们对 CIMS的概念理解已决非停留在计算机

集成制造的问题上 ,而更重要的是信息的集成 。

90年代初 ,美国把 CIM S 列入国家重点计划 ,

1988～ 1992 年欧共体制定了 CIMS 计划。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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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其它国家 CIM S 成功应用的基础上 , 把

CIMS 作为 863重点计划加以推广 。

CIMS 是综合应用管理 、生产设计 、制造 、

销售等技术同人有机的结合 ,它能够做到企业

对市场的快速反应 ,在最短时间内向市场提供

优质 、价廉 、服务良好的产品 ,它可以摆脱企业

自身的某些缺陷 ,利用信息网来调动其它企业

来为自己企业服务 ,可以使企业中间环节(包括

物流和资金流)做到最小 ,它可以使本企业中的

一些自动化孤岛得以集成。CIMS 的实现强调

的是人而不是机 ,其集成的基础是追求全面优

化 ,它是以计算机为媒体 ,实现物流 、资金流和

信息流的集成。故 CIMS是市场经济中现代化

生产的要求 ,企业要想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立于

不败之地 ,实施 CIMS 是必要的 。

2　实施 CIMS的方法

我国橡胶加工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一

个很重要的地位 ,企业规模大到年产值达近几

十亿元 ,小的不足百万元 ,产品从轮胎到小的密

封件 ,在当今市场经济大潮中 ,由于种种原因导

致了很大一部分企业连年亏损 ,有些甚至到了

破产的边缘 ,一些生产规模较大的橡胶厂因困

扰于原计划经济的管理与生产模式 ,在生产人

员素质较高 、生产设备比较先进的情况下 ,仍陷

于入不敷出的泥潭。

纵观一些橡胶厂经济不景气的原因 ,大致

是:(1)产品不能及时满足市场需求 ,做不到小

批量 、多品种 。(2)新产品开发周期太长 。(3)

库存积压严重 ,资金占用太大 。(4)流动资金不

足。(5)市场信息不灵 ,售后服务不良。(6)企

业内部管理不善 ,信息反馈太慢。(7)产品质量

不能做到环环保证 ,浪费严重(人力 、能源 、物

料)。上述原因主要反映了企业主观的因素 ,当

然市场大环境也是企业不景气的很重要的因

素 ,但今后市场再不会出现不管轮胎质量好坏

都能卖出去 ,工厂只要生产就会赚钱这样的好

事 ,今后的市场就是谁满足市场的需求 ,谁就会

赢得市场 。满足市场就要求企业做到 TQCS ,

即在最短的时间生产出市场急需的质量好 、成

本最低和服务最好的产品 ,这些问题恰恰是工

厂实施C IM S所能够逐步解决的 。

CIMS 关键是实现集成 ,尤其是信息集成 ,

所谓信息集成 ,它可以使生产 、管理 、资金等各

种信息在企业内部畅通无阻 ,使各个生产 、管理

部门及时了解到与己相关的各种信息 。生产计

划可以及时准确无误地下达 。各生产车间的生

产 、管理数据也可以实时上传给各级管理层和

决策层 。信息实时准确传递可以大大减少存储

中间环节 ,甚至可以做到零库存(中间品),设备

运行参数的实时传输使生产者和管理者可以及

时对生产设备做出较好的评价和设备间的协

调 、分配 ,使停机率降到最低 。市场信息的及时

流动可以使生产计划安排做到以销定产。质量

信息的反馈可以使废品率降到最低。

橡胶制品生产是一种多品种 、多工序 、多种

加工过程的自动化和半自动化生产 ,前面工序

的质量问题有时往往要等到最后几道工序才能

最终反映出来 ,信息快速反馈可以大大降低废

品率 ,保证产品质量 ,提高生产效率。根据我国

目前橡胶企业现状实施 CIM S 仍可按照“全面

规划 、效益驱动 、分步实施、重点突破”的十六字

方针。

CIMS 实施必须全面规划 ,决不能企业内

各个部门各自为战 ,企业应该统一制订硬件的

接口标准和统一的软件平台 ,以便在条件逐步

成熟的情况下做到互连互通 。考虑到企业经济

实力 ,重点先解决一些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关键

并直接能见到效益的问题 ,信息传递可分为几

步:纸化 、半无纸传递和最终实现网络化。

橡胶制品生产线较长 ,自动化程度也不均

衡 ,有些生产工序自动化程度很高 ,而有一些还

处于手工状态 ,因此可以对那些自动化程度较

高的工段 、工序先实现生产和管理信息的自动

化和集中 、集成 ,而对于那些自动化水平较低的

生产工序 ,由人来控制。人将生产参数输入计

算机 ,然后逐步从手工控制 ,数据自动 、半自动

采集最终过渡到自动化 。

CIMS 强调人与系统的集成 ,它不仅仅是

指人如何来使用和利用系统 。人与系统的集成

还要求在目前计算机不能独立完成或生产不具

备由计算机独立完成的工作由人来完成 ,但人

的完成由计算机提供生产参数和过程的实时参

数 。人要定时输入各种必要参数 ,以保证在系

统未完全进行网络优化前仍能做到信息集成或

半集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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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CAM 及并行工程在橡胶制品行业中

能很好地发挥其特色 ,现在一些企业已购进了

许多 CAD软件 ,但往往都停留在较低级的运用

状态下 ,完全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生产过程

控制的数据化对橡胶制品加工行业来讲非常有

效 ,并且很容易实现 。例如轮胎硫化工段 ,对硫

化机来讲 ,它只需知道该产品的硫化温度和硫

化时间 ,现在许多硫化机都实现了计算机控制 ,

要完成这种功能是非常简单的 。

3　橡胶企业 CIMS的分步实施

人们都把密炼机称为橡胶加工行业的龙

头 ,而实际上密炼机上辅机才称得上为龙头 ,橡

胶产品的配方完全是由上辅机完成并实施质量

保证的。一套自动化程度高的上辅机系统不仅

要完成密炼机原料(胶料 、炭黑 、油料 、小料)的

输送 、准确称量和投料 ,而且它完全可以接管密

炼机本身的控制 ,会自动协调每台密炼机的工

作周期分布 ,控制密炼条件 ,保证胶料的质量 。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橡胶厂也逐步

过渡到小批量多品种的生产 ,一些复杂橡胶制

品即便是一种产品 ,为了保证产品在成型、硫化

过程中的质量 ,也会出现多种配方 ,这在以往都

是人根据对生产需求的估计下达生产计划和任

务 ,由人来设定分批次完成;而现代化的上辅机

系统则可自动根据生产计划的需求进行自动计

划任务分解 、查找配方 、自动将设定值输入控制

系统 ,自动完成密炼机上辅机及密炼机的控制 ,

为了满足用户的要求 ,现代化的密炼机上辅机

应该具有:

(1)一套完善的局域网。这个网络不但连

通了上辅机的各个主要设备 ,它还要辐射到整

个炼胶车间(中心)的各个部门及与其相关的其

它设备(密炼机)和系统(如下辅机系统)。这个

网络可以接入其它的广域网 ,也可接入 Inter-

net网 ,可从广域网输入或输出信息 。

(2)一套完整的高级控制系统。它能够完

成对上辅机各个设备的自动化控制 ,并且可以

接管密炼机的控制系统。现代化的上辅机控制

系统不但能很好地完成对系统的自动控制 ,而

且具有很强的系统自诊断(故障)功能 ,能够对

系统的故障及时报警 ,并且具有一定的自恢复

功能以保证系统可靠运行 。

(3)许多可应用的智能软件包 。现代化的

上辅机系统可直接接收传来的生产计划信息 ,

并自动进行分解 ,变成生产过程控制参数 ,赋值

给各级控制器 ,并且可以将生产过程的实时参

数发送到网络上 ,以便使其它生产和管理部门

可以及时获得这些生产技术信息 。

(4)更强的人机对话功能 。现代化的生产

控制管理要求技术人员具有很高的业务素质 ,

但它对操作工的操作要求却越来越简单 ,系统

具有良好的人机界面 ,操作工人可以通过屏幕

更清楚地了解系统的运行状态和自己应该干什

么 。总之 ,现代的上辅机控制系统已完全摆脱

了以往控制系统的基本概念 ,它既是一套多级

控制系统 ,又是一套完整的 M IS 系统 ,并具有

许多智能化自诊断功能 。

以橡胶厂炼胶分厂为试点 ,逐步在一些具

备进行计算机管理的车间展开 ,最终覆盖全厂 ,

不失为一种在橡胶厂实施 CIMS的策略 。

橡胶制品加工企业具有分段流水生产的特

性 ,现代的橡胶企业在一些车间已在控制方面

具有较高的自动化水平 ,加之许多引进的生产

线都具有当今世界一流的控制水平 ,然而在管

理方面 ,却仍停留在较落后的水平上 。先在一

些车间或分厂利用现有的自动化设备 ,外加信

息管理系统 。这样一些车间或分厂使管理和生

产技术数据完全实现计算机处理 ,当然在进行

这方面工作时须在全厂实施 CIMS 的基础上来

统一设计 、统一规划。

4　CIMS实施展望

CIMS实施无疑会给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带

来活力 , 并且可以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 但

CIMS实施也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 。它

不但需要较大的前期硬 、软件的投资 ,更重要的

是系统是由人设计和完成的 ,在进行 CIMS 设

计之前 ,进行细致的企业调研和企业需求分析

都是非常重要的 ,整体设计 、分步实施是符合我

国现实国情的可操作实施方法 ,这样可以在橡

胶企业一些部门先动起来 ,并逐步取得经验 ,取

得效益 ,然后全面展开 。这里还要再强调一点:

在一些部门实施 ,必须在整体规划下进行 ,决不

能制造成若干新的“自动化孤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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