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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业机电设备的安全管理成效,对企业的整体经营产生直接影响。为此,在机电设备安全管理水

平提升时,则需要合理应用信息化技术,建构全新的机电设备安全管理模型,如采取以下工作对策：建构

科学严谨的数据信息共享机制、架构机电设备安全管理信息化运行体系、不断规范机电设备安全管理

信息化技术、机电设备的全生命周期信息化安全管理等。本文就机电设备安全管理信息化技术的实际

应用进行分析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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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Safety Management of Electromechanical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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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iveness of safety management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 in enterprises has a 

direct impact on the overall operation of enterprises. Therefore, when the safety management level of 

electromechanical equipment is improved, it is necessary to reasonably appl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onstruct a new electromechanical equipment safety management model, such as taking the following 

countermeasures: constructing a scientific and rigorous data information sharing mechanism, structuring the 

information operation system of electromechanical equipment safety management, constantly standardizing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f electromechanical equipment safety management, the information safety 

management of electromechanical equipment in the whole life cycle, etc.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explores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electromechanical equipment safety managem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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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时期企业机电设备安全管理时,需要合理应用信息化技

术,发挥出信息化技术的应用优势,解决企业机电设备安全管理

遇到的具体问题,提高企业各项工作开展效能。 

1 概述 

现代机电设备安全管理工作开展阶段,应当合理应用现代

计算机信息技术,实现对机电设备的安全管理。基于信息化技术

的灵活应用,可使得机电设备的运行效率得到质的提升。为保证

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安全性,则需要合理应用机电设备,发挥出机

电设备运行的价值与优势。 

部分企业开展机电设备安全管理时,由于对安全管理工作

不够重视,且没有合理应用信息化技术,进而导致机电设备运行

安全故障率较高,不利于企业各项生产工作的有序开展。为保证

机电设备运行的安全性与可靠性,企业需要契合实际工作开展

需求,合理升级优化机电设备的安全管理对策,定期开展机电设

备的检修工作,及时发现机电设备的运行潜在故障,并对其进行

有效处理,消除机电设备的安全隐患,为企业后续各项工作的开

展提供有力支持。由此可见,现代机电设备安全管理工作改革创

新时,企业需要灵活运用信息化技术,实现对企业资产的科学管

理,提高机电设备的综合利用效能。 

2 机电设备安全管理信息化技术 

现代机电设备安全管理工作开展阶段,为合理应用信息化

技术,则需要突出硬件技术与软件技术的灵活应用,进而实现对

机电设备的机械主体、信息处理、驱动单元的有效安全管理,

消除机电设备运行的安全隐患,保证机电设备运行的安全性与

可靠性。在相关信息化技术应用时,可从以下技术方面入手,不

断提升机电设备的安全管理效果。 

2.1软件技术 

为实现企业机电设备安全管理预期工作效果,则需要合理

发挥出信息化技术的应用价值。为此,则需要保证软件技术与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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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技术进行有效结合,进而为机电设备的安全管理工作开展提

供有力支持。笔者认为,在实际软件技术应用过程中,为充分发

挥出相关软件技术的应用优势与价值,则需要推动软件技术的

标准化发展。因为,在标准化、模块化、程序化的发展模式中,

可推动企业机电部门的软件工程建设,提高企业资源的综合利

用效率。 

2.2接口技术 

企业进行机电设备安全管理时,为合理发挥出相关信息化

技术的应用优势,则需要采取接口技术,使得机电设备与计算机

系统进行有效连接,保证机电设备运行的参数信息得到合理的

转化传输,便于工作人员基于计算机设备的数据分析结果,对机

电设备开展针对性的安全管理。为实现预期工作开展目标,则需

要保证数据接口的标准化、规范化、流程化,为后续机电设备的

维修工作开展,以及安全管理工作落实提供有力支持。现代接口

技术发展过程中,逐渐趋向于简化设计。为此,相关技术人员集

中优势力量,进行高速串行、低成本的接口技术研发,并尝试应

用非接触式的信号传输模式,进而推动接口装置的小型化、标准

化发展,有效提高机电设备的安全管理效能。 

2.3驱动技术 

通过对现代机电设备的运行分析可知,在驱动技术的有力

支持下,保证机电设备运行的有效性,为企业相关工作的开展提

供支持。鉴于以往电机驱动技术的特殊性,使得机电设备的能耗

高、噪音大、故障多,不利于企业各项工作的高效率开展。为此,

在企业机电设备管理时,则可以引进先进的驱动技术,如建构电

机、传感器、组件一体化运行的驱动单元,使得驱动电机得到有

效控制,降低机电设备的运行能耗,保证机电设备运行的整体效

能与安全。 

2.4信息处理技术 

机电信息化技术、电工电子技术、微电子学技术、人工智

能技术的应用背景下,使得机电设备的安全管理进入全新阶段。

为有效提升机电设备运行的整体可靠性,保证机电设备安全管

理的有效性,则可以灵活应用现代信息处理技术,不断优化机电

设备的抗干扰性能、运行稳定性,促使机电设备运行标准化,主

动规避机电设备运行的安全问题。 

2.5传感器技术 

为保证机电设备运行的精准度,在安全管理工作进行时,应

当合理应用现代传感器技术,实现对机电设备的精准管理控制,

保证机电设备的整体运行安全性与可靠性。一般情况下,技术人

员主要采取非接触式的检测传感技术,如温度传感器、转数传感

器、压力传感器等,为避免传感器技术应用过程中,受到电磁信

号的干扰,进而降低传感数据的准确度,部分企业进行机电设备

安全管理时,则采取光纤传感器,有效规避电磁信号的干扰。在

机电设备进行外部监测时,则可以合理引进非接触式的新型传

感器技术,准确采集机电设备的运行参数,便于技术人员对机电

设备进行有效安全管理。 

2.6机械本体技术 

在机电设备安全管理时,应当对机械本体技术进行合理应

用。笔者认为,在机械本体技术应用过程中,应当针对机械运行

精度、机械本体的自身重量、性能优化等领域入手,保证机电设

备整体运行的安全性与可靠性。现代机电设备的机械本体生产

加工制造时,主要以钢铁材料为主,使得机电设备的自重较大,

增加了安全管理风险。在机械本体的自重进行合理优化时,可考

虑采用非金属的特种复合材料,进而有效控制机械本体的自重,

进而推动机电设备的小型化发展,并有效提升机电设备的安全

管理效果,实现机电设备节能降耗工作目标。 

3 机电设备安全管理信息化技术应用 

3.1建构科学严谨的数据信息共享机制 

机电设备安全管理时,不仅需要对机电设备的运行工况安

全性进行管理,同时需要对机电设备运行产生的数据信息进行

严格管理。如部分涉密的机电设备运行数据信息,必须进行严格

的管理控制。为此,在机电设备信息化安全管理时,为保障机电

设备运行数据信息的保密性,应当在企业内部建构严谨的数据

信息共享机制,保证机电设备的数据信息仅在企业内部特定的

部门或层级进行流通共享,避免企业机电设备数据信息的外泄。 

3.2架构机电设备安全管理信息化运行体系 

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时,需要对企业机电设备进行合理的安

全管理,有效规避机电设备的运行安全隐患,为企业的稳定生产

运行提供有力保障。为此,在实际工作开展阶段,则可以基于信

息化技术的应用现状,尝试架构信息化技术体系,实现对信息化

技术的科学有效管理控制,保证信息化技术应用的有效性与可

行性。笔者认为,在技术运行体系架构过程中,应当细化工作人

员的职责、技术管理要求、技术执行标准、机电设备安全管理

规范等,要求工作人员有序推动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合理发挥出

信息化技术体系的运行价值,助力企业机电设备安全管理水平

的提升。 

3.3不断规范机电设备安全管理信息化技术 

企业机电设备安全管理时,将引进不同的信息化技术,在不

同类别、领域、学科的信息化技术应用过程中,为合理发挥出相

关信息化技术的应用优势与价值,则需要不断规范,对应机电设

备安全管理的信息技术。基于机电设备运行的特殊性,以及安全

管理的工作要求,进而编制科学合理的信息技术应用标准规程,

避免在信息化技术引进应用时,导致机电设备的运行核心数据

外泄,影响到企业机电设备管理的安全效果。如部分企业开展相

关工作时,基于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建构信息技术档案库,为后

续信息化技术的应用管理提供有力支持。 

3.4机电设备的全生命周期信息化安全管理 

现代企业开展机电设备安全管理时,为使得安全管理工作

水平得到质的提升,应当灵活应用信息化技术,尝试架构机电设

备的全生命周期信息化安全管理模式,为实现预期工作目标,则

需要对企业机电设备的安全管理要求、运行参数、操作手册等,

不同资料进行合理整合,进而基于大数据技术分析,以及人工智

能技术的整理,进而保证后续机电设备的全生命周期信息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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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管理的有效性与可行性。如很多企业的部分机电设备运行过

程中,要求机电设备全天候的工作运行,如监控设备、监测仪器、

数据处理单元等,一旦机电设备出现安全故障,将不利于企业各

项工作的有序开展。 

在机电设备进行全生命周期的信息化安全管理时,将机电

设备的日常检修、维护、升级、故障处理、报废、回收等工作

进行有效衔接,使得每一个机电设备都发挥出应用的价值与作

用。鉴于,全生命周期的机电设备信息化安全管理工作开展特殊

性,在具体工作开展阶段,则需要合理应用信息化技术,对机电

设备安全管理涉及的信息进行有效整合,进而打破各个环节的

信息流通阻碍,并从多个维度建构完整系统的数据链,很好的规

避信息孤岛问题发生,避免各个部门的信息交流藩篱,阻碍机电

设备安全管理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 

通过建构全生命周期的信息化安全管理模式,能够不断推

动机电设备安全管理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使得机电设备的故

障发生率得到有效控制,进而发挥出机电设备的运行价值与效

能。在高效率的机电设备安全管理模式下,可有效减少臃肿的系

统流程,避免资源的无用消耗,保证每一件机电设备得到精准管

控,体现出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的工作价值与效能。 

4 总结 

综上,文中分析了机电设备的信息化安全管理技术,以说明

信息化安全管理技术应用的可行性。鉴于,企业机电设备管理的

特殊性,应当不断优化安全管理模式,引进先进的信息化技术,

推动安全管理水平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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