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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动态

“蓝天数控”系统创造民族机床产业新天地 

发布时间：2006-11-8

    由中科院沈阳计算所承担的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开放式和智能化的数控系统平台及产业化”，日前通过

中科院的项目验收。专家们认为该项目解决了国内装备制造业的关键技术问题，提高了数控机床行业的技术水平，为我

国数控产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沈阳计算所在该项目中完成了6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蓝天数控系统新品的研发和产品化工作，成功开发出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开放式和智能化的数控系统平台。其中的同步串行总线及通讯控制技术、基于积分分频及脉冲均匀技术的

数字闭环技术、数控机床伺服轴的模糊PID控制方法等方面具有创新性。特别是基于高端嵌入式结构的数控系统和基于

同步串行总线具有分布式运动控制结构的数控系统的研发成果，达到了国际同类产品的功能和性能，完全可以满足国内

数控产业界的需要。  

    该项目的完成，标志着我国高档数控技术水平又有了一个新的提升，对于替代同类进口产品，建立我国民族数控产

业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意义。  

    一、数控技术及产业，装备制造业现代化的基石  

    装备制造业承担着为国民经济各行业提供装备的重任。任何一个国家，为了自身的发展和安全，都将发展装备制造

业作为国家战略。以数控机床和数控装备为代表的“工作母机”，是装备制造业中先进机械制造装备的典型代表，是实

现制造技术和装备现代化的基石，也是保证高技术产业发展和国防现代化的重大装备。  

    数控系统是数控机床和数控装备的“大脑”，并成为决定其性能、可靠性和价格的关键因素。数控系统对于数控机

床和数控装备的作用就如同CPU对于IT产业的作用。长期以来，我国高性能数控系统的80%及大量的加工中心、五轴数控

机床等高精尖数控装备依赖进口，2005年进口额高达65亿美元，占当年国内数控机床市场消费总额的60%以上，已成为

影响产业安全，进而影响国家安全的关键要素。因此，“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控装置，不是商业问题，不是技术

问题，是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利益的问题”。  

    目前，装备制造业及其相关技术已成为我国科技发展的重中之重，《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和《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中均明确指出数控机床和

数控装备是装备制造业发展的重点，要大力发展高档数控装备和高性能数控系统及功能部件，增加研发投入，加快提高

企业的自主创新和研发能力，改变大型、高精度数控机床大部分依赖进口的现状，满足机械、航空航天和国防等工业发

展的需要。在振兴装备制造业的16个关键领域中，每个领域的振兴都需要大批先进的数控机床和数控装备。  

    二、知识创新工程项目带动了“蓝天数控”的快速发展  

    沈阳计算所在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控产业中，已经历了十多年自强不息的奋斗历程。经国家发改委批准建立

了我国第一个高档数控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形成了“蓝天数控”国内知名的高档数控品牌；获得了我国第一个高档数控

软件版权，结束了三轴以上数控系统被国外一统天下的局面；装备了我国第一台国产五轴联动高档叶轮加工中心，将我

国成套数控装置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实现了我国高档数控系统的首次和批量出口，标志着我国高档数控系统的技术

水平达到了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新阶段。目前“蓝天数控”已拥有21项专利、5项国家级新产品和多个软件版权。  

    2002年，计算所承担的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开放式和智能化的数控系统平台及产业化”开始立项实施。

在该项目的支持下，蓝天数控在开放式体系结构、高速运动控制总线、网络化和智能化加工、高速高精的运动控制算法

及软件、高可靠性等关键和共性技术方面取得了突破，新开发的6种新品，使覆盖高中档和普及型的蓝天数控系统及配

套产品达到6大系列19个型号，并且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国内的数控机床、数控机械的批量配套方面取得了突破。为

国防和军工企业的大型高档设备进行了大量的数控化改造，极大地提高了加工高精尖产品的能力。  



    沈阳黎明航发集团公司将蓝天高档数控用于国外引进的大型数控立车机床上，替代原数控系统，成功地实现了6+1

轴控制和刀具机械手的控制及PLC编程。这标志着蓝天数控系统在车削加工方面已经进入国际先进行列，为我国航空航

天等重点军工企业的高精尖加工制造增添了新的先进的国产制造装备，具有的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沈阳新思维数控机床有限公司在大型卧式镗铣加工中心上使用了蓝天数控，为用户加工了多种大型铸件、钢件等部

件，而且有部分出口件。实践表明蓝天数控功能强大，开放性好，抗干扰性能强，稳定可靠，完全可以满足母机的工艺

和精度要求。  

    蓝天数控系统出口势头也越来越好，目前每年出口1300多台套，近年已出口5000多台套，并占据俄罗斯高档数控产

品过半的市场份额。  

    蓝天数控系统的自主创新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而且用户及市场反映良好，社会反响大。2005年11月25日，中央

电视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推出《创新中国》系列报道，第一集播出《从被“牵着走”到“领着跑”—蓝天数控技术

解装备制造业难题》，对中科院沈阳计算公司数控技术的自主创新情况进行了专题报道，并将我所自主研发的数控系统

称之为“中国脑”。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2006年7月在视察沈阳数控产业的发展情况时，对我所数控系统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

分肯定。  

    沈阳计算所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也取得了突破。2005年1月该所通过整合，集高档数控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和沈阳机

床集团等社会优势资源而成立的沈阳高精数控技术有限公司，作为“蓝天数控”的产业化推进实体和新的创新平台，又

拉开了“蓝天数控”新时期快速发展新的一幕。  

    该项目的立项和实施进一步增强了“蓝天数控”的技术实力和人才优势，使计算所始终能够紧跟世界数控技术的先

进水平，也为抓住机遇，积极投身国家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实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自强不息，迎接挑战，共创民族数控产业的“蓝天”  

    目前，沈阳计算所一方面积极开展位于沈阳浑南国家级高新区占地面积达16万平米的数控产业基地的建设，打造先

进的自主创新研发和生产制造体系，积聚配套的伺服驱动单元、主轴驱动单元及相关产品，将形成年产1.6万台套成套

数控产品的产业规模；另一方面在中科院和省市政府的组织下，联合相关企业和科研单位积极争取和参与国家“十六个

重大专项”的申报工作，以此带动技术及产品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产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技术创新与产业化的双重压力使中国的数控产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作为专业从事数控技术研发、产业化的沈阳计

算所，在国家利益面前有着极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自主创新和产业报国已成为该公司的奋进目标。  

    “十一五”期间，沈阳计算所将坚持实施国内市场快速增长与国外市场快速扩张相结合的发展战略，以技术优势为

基础，以自主创新为动力，以完善丰富产品结构和增强市场竞争力为主线，围绕数控系统主业，做精、做强、做大。通

过建设数控产业基地、实现成套数控装置产品、形成数控产业集群等举措，实现我所未来的发展目标和民族数控产业的

进步。届时“蓝天数控”将更有能力为国家的装备制造业提供高技术、高附加值、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控技术及装

置，挡住并替代进口，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国家安全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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