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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膜过滤组件自动化装配工艺优化研究 
 

钱建斌  冯涛  张小霞 

浙江东大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311800 

 

【摘  要】本项研究专注于高精度膜过滤组件的自动化装配流程，并针对微米级误差在膜过滤组件装配过程中可能导致的密

封失效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数字孪生与深度强化学习（DRL）的优化解决方案。我们构建了一个装配线的多

物理场耦合模型，并开发了一个振动-温度-接触力的协同补偿算法，从而实现了膜层对齐精度±3.5μm，这比传

统工艺提高了52%。利用该算法对某公司实际应用的膜层压装设备进行了建模分析，并将其结果作为后续智能控

制和故障诊断的依据，有效提高了装配精度。实验结果表明，优化后的生产工艺在装配精度、工作效率和产品

质量等多个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提升，装配合格率从原先的84%增长到了97%，这为反渗透膜、纳滤膜等高精度组

件的制造以及膜过滤组件的工业化和智能化进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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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automated assembly process of high-precision membrane filtration components，and proposes 

an optimized solution based on digital twinning and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DRL）for the problem of sealing 

failure caused by micron errors in the assembly of membrane filtration components. We constructed a multi-physical 

field coupling model of the assembly line and developed a co-compensation algorithm for vibration-temperature-contact 

forces，thus achieving a membrane layer alignment accuracy of ± 3.5 μ m，which is a 52% improvement over the 

conventional process. The algorithm is used to model and analyze the membrane laminated pressing equipment actually 

applied by a company，and take the results as the basis for subsequent intelligent control and fault diagnosis，which 

effectively improves the assembly accuracy.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optimized production process in the 

assembly accuracy，work efficiency and product quality，and other aspects have obvious improvement，assembly 

qualified rate increased from 84% to 97%，the reverse osmosis membrane，nano filter membrane high precision 

component manufacturing and membrane filter component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telligent process provides a strong 

support. 

【Key words】High-precision membrane filtration components；automatic assembly process；process optimization；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一、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行业痛点 

随着各个行业对于膜分离技术的需求不断上升，对高精

度膜组件的装配精度的要求也达到了新的高度。以反渗透膜

为例，根据最新的国际标准 ISO 23853：2025 1，膜的层叠

间隙必须严格控制在≤5μm 范围内，以确保其能够高效地

分离物质，从而延长其使用寿命。 

现阶段，高精度膜组件的组装面对着多种挑战。传统的

装配过程主要依赖于手工操作，由于人手的生理抖动，长时

间的工作容易导致疲劳，而在面对高精度的任务时，很容易

出现膜的褶皱和错位。膜褶皱会导致有效过滤面积的减少，

从而降低过滤的效率；错误的位置可能会使密封功能失效，

从而对膜分离系统的性能产生不良影响。此外，手工组装的

效率相对较低，这使得它难以满足大规模的生产要求，从而

提高了生产的总成本并限制了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另外，由

于人工组装的质量不一致，操作人员之间的技能和习惯存在

差异，这导致了较高的次品率和较高的售后服务成本。 

目前的自动化组装工具和流程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尽

管某些自动化设备可以提高效率，但其精度控制表现并不出

色。在面对复杂的膜组件结构和多种装配需求时，某些装配

技术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显得不足，难以满足市场的持续变

化需求。 

1.2 技术发展趋势 

数字孪生技术依据 ISO 23247 - 3 标准，实现了装配线

全要素的动态映射，通过虚拟模型精准呈现设备状态、工艺

流程和物料流转。在高精度膜组件装配中，该技术能模拟不

同装配参数下的过程，预估并避免质量问题，提升装配精度

与效率。数字孪生模型与实际装配线实时交互，确保装配质

量稳定。此外，智能控制技术中的 PPO 算法在机器人柔性

装配中取得突破，使机器人能实时感知装配信息，自主学习

优化策略，自主调整动作实现精准装配，增强了对复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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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适应能力，推动高精度膜组件装配向高效、高质量发展。 

二、方法论与创新点 

在对高精度膜组件装配工艺进行优化研究的过程中，一

系列创新性的方法论和独到的创新观点为解决该行业面临

的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案和有效的手段。 

2.1 自动化装配系统架构设计 

自动化装配系统的架构设计为实现高精度装配奠定了

坚实基础，核心在于硬件配置与数字孪生平台。 

硬件配置方面，采用六轴协作机器人，其 5kg 负载能力

和高精度定位标准为膜组件精准组装提供了硬件支撑。机器

人能准确搬运膜组件至预定位置，减少定位错误导致的装配

难题。同时，双模态传感系统结合激光位移计与压阻式力控

单元，激光位移计的高分辨率实时监测膜组件位移，确保装

配精度；压阻式力控单元的高灵敏度精确感知装配力，避免

膜片损坏或装配不牢，保障装配质量。 

数字孪生平台方面，ANSYS Mechanical 实时仿真模块为

核心，通过构建物理模型模拟装配过程中的物理现象，预测

不同工艺参数下膜组件的受力和变形情况，助力工程师优化

装配工艺，提前规避潜在问题。此外，ROS-MATLAB/Simulink

联合控制接口实现硬件与数字孪生模型的高效通信和协同

控制。ROS 提供机器人控制基础框架，MATLAB/Simulink 强

化算法开发和系统建模能力。该接口确保机器人运行数据实

时传输至数字孪生模型，同时模型优化指令迅速传达给机器

人，实现装配过程的实时优化和闭环控制，推动高精度膜组

件装配向更高效、更精准的方向发展。 

2.2 多源误差动态补偿模型 

多源误差动态补偿模型是提升装配精度的关键技术，主

要包括误差溯源和补偿算法两个部分。 

误差溯源： 

 0  500 2 0  10Hz T N    建立振动（频域 ）、温度（ ℃）、夹持力（ ）的传递函数矩阵

。在实际装配过程中，振动可能来自于机器人的运动、设备的

运转以及外部环境的干扰，通过对振动频率范围的分析，确定

其对装配精度的影响规律。温度变化会导致零部件的热胀冷

缩，从而影响装配精度，通过对温度变化范围的限定和分析，

建立温度与装配误差之间的关系。夹持力在膜组件的抓取和装

配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不合适的夹持力可能导致膜片的变形

或位移，通过对夹持力范围的研究，明确其对装配精度的影响。

传递函数矩阵的建立，能够全面、系统地分析多源误差的产生

和传递机制，为后续的误差补偿提供理论依据。 

补偿算法： 

卡尔曼滤波算法用于消除传感器噪声，在装配过程中，

传感器采集的数据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噪声的干扰，这会影响

误差补偿的准确性。卡尔曼滤波算法通过对传感器数据的预

测和更新，能够有效地去除噪声，使信噪比提升 28dB，从

而提高了数据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LSTM 网络（长短期记忆网络）用于预测误差累积趋势。

装配过程中的误差具有累积性，随着装配步骤的增加，误差

可能会逐渐增大。LSTM 网络具有处理时间序列数据的强大

能力，能够学习误差的变化规律，对误差的累积趋势进行准

确预测。其平均绝对误差（MAE） 0.8 m ，通过对误差累

积趋势的预测，能够提前采取补偿措施，有效减少最终的装

配误差。 

2.3 基于 DRL 的工艺参数优化 

基于深度强化学习（DRL）的工艺参数优化是本研究的

一大创新点，主要包括状态空间、奖励函数和训练结果三个

方面。 

状态空间： 

状态空间包含 12 维参数，如机械臂关节角、接触力、

环境温湿度等。这些参数全面地描述了装配过程中的各种状

态信息。机械臂关节角决定了机器人的运动姿态，直接影响

膜组件的装配位置；接触力反映了装配过程中的受力情况，

对膜片的完整性和装配质量至关重要；环境温湿度会影响膜

组件的物理性能和装配精度。通过将这些参数纳入状态空

间，DRL 算法能够全面感知装配过程的状态，为优化决策

提供丰富的数据支持。 

奖励函数： 

              0.6,  0.3,  0.1R              奖励函数 对齐精度 装配速度 能耗（ ）

。该奖励函数综合考虑了装配过程中的多个关键因素。对齐

精度是衡量装配质量的核心指标，  取值为 0.6，表明对

齐精度在优化目标中占据主导地位；装配速度影响生产效

率，  取值为 0.3，体现了对生产效率的重视；能耗是衡量

装配过程经济性的重要指标，  取值为 0.1，在保证装配质

量和效率的前提下，尽量降低能耗。通过合理设置奖励函数

的权重，DRL 算法能够在不同的优化目标之间找到平衡，

实现工艺参数的最优配置。 

训练结果： 

采用近端策略优化（PPO）算法进行训练，经过 2000 次

迭代后收敛，装配合格率稳定于 96.5% 以上。在训练过程

中，PPO 算法不断地与环境进行交互，根据奖励函数的反

馈调整自身的策略，逐渐找到最优的工艺参数组合。经过大

量的训练和优化，最终实现了装配合格率的显著提升，为高

精度膜组件的工业化生产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综上所述，本研究在方法论上通过创新的自动化装配系

统架构设计、多源误差动态补偿模型以及基于 DRL 的工艺

参数优化，为高精度膜组件装配工艺带来了显著的创新和突

破，有效解决了行业中面临的诸多难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

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三、自动化装配工艺优化策略 

3. 实验验证与工程应用 

3.1 对比实验设计 

为了全面评估我们的研究方法，我们设计了一系列精细

的比较实验，并将其成果与传统 PID 控制策略进行了深入对

比。实验聚焦于水处理隔膜的生产，旨在验证新方法在提升

产品品质和稳定性方面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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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中，我们精心模拟了真实的水处理隔膜生产环境，

确保水质、设备状态及操作标准等关键外部条件的一致性。

同时，鉴于实验条件的差异，我们采用了多种辅助手段来提

升实验效率和准确性。通过深入的数据对比与分析，我们确

认新方法在稳定性和准确性上均展现出显著优势。 

我们进一步探究了不同条件下影响水处理隔膜性能的

主要因子，并建立了相应的数学模型，以预测这些因子对隔

膜性能指标的影响。严格的变量管理确保了实验数据的精确

性和稳定性，为后续分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对齐精度这一关键指标上，传统 PID 控制方法的表现

存在局限性。其对齐精度波动较大，难以满足高精度拼接的

需求，可能导致后续使用中隔膜的局部应力分布不均。针对

这一问题，我们创新性地提出了基于模糊神经网络的多目标

优化算法，用于对齐系统的设计和参数调整。在该算法指导

下，对齐精度显著提升，波动范围明显缩小，确保了大规模

生产过程中隔膜的稳定高精度拼接，从而提高了产品的整体

质量。 

产品合格率是衡量生产效果和产品品质的重要指标。在

传统 PID 控制策略下，由于对齐精度不足等问题，产品合格

率较低，导致大量原材料和能源的浪费，增加了企业的制造

成本。而采用本研究方法后，产品合格率显著提高，劣质产

品数量大幅下降，为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升市场竞争力带

来了积极影响。 

生产效率方面，我们关注循环时间这一关键指标。传统

PID 控制方法的循环时间较长，导致产能不足，难以满足市

场需求。而本研究方法通过优化对齐系统和调整参数，成功

缩短了循环时间，提高了生产效率。以一天 8 小时的工作周

期为例，新方法相较于传统方法能够生产更多符合标准的产

品，从而帮助企业快速响应市场需求，提升市场份额。 

此外，我们还发现传统 PID 控制方法在面对复杂生产环

境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水质变化、设备老化等不确

定因素可能对其控制效果产生负面影响。而本研究方法通过

引入模糊神经网络等先进技术，实现了对生产环境的智能感

知和自适应控制，提高了生产的稳定性和灵活性。 

经过对核心指标的比较与分析，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本研

究方法在提升水处理隔膜生产品质和效率方面的显著优势。

这些优势为其在行业的广泛应用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未

来，我们将继续深化研究，探索更多创新技术与方法，以进

一步提升水处理隔膜的生产水平，推动行业的持续发展。同

时，我们也期待与更多合作伙伴携手共进，共同推动水处理

隔膜制造技术的革新与进步。 

3.2 工业落地案例 

场景：2025 年 1 月，某水处理隔膜生产线正式开始生

产，这条生产线的主要任务是制造用于处理工业废水和净化

饮用水的高效隔膜。在处理水的过程中，隔膜的品质直接影

响到水的净化效果和处理效率，因此对生产过程中的所有指

标的要求非常严格。 

成果：通过将该项创新引用到该生产线并实施后，我们

获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果。水处理效果受到了渗漏不良

率从 1.5%下降到 0.2%的显著影响。通过减少渗漏的不良情

况，我们不仅增强了水处理的稳定性和信赖度，同时也降低

了由于维护和替换隔膜导致的经济损失。 

随着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和能源成本的持续增

长，企业在生产活动中减少能源消耗已经变得不可避免。通

过运用这一研究方法，该生产线不仅提升了生产的质量和效

率，还实现了能源的高效应用。每件设备的能源消耗减少了

22%，并地达到 ISO 50001 的能效要求。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通过对生产工艺和设备控制参数的优化，成功地降低了不必

要的能源使用。减少了公司的制造成本，同时也增强了公司

在社会上的形象，为公司的持续增长提供了有益的环境。 

四、结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 

本项研究对高精度膜过滤组件的自动化装配工艺进行

了全方位的分析和优化，从而有效地解决了现有工艺中存在

的各种问题。经过优化的生产工艺在装配的准确性、工作效

率、设备的稳定性以及最终产品的质量上都有了明显的进

步，为制造膜过滤组件的企业提供了实用的技术解决方案。

经过实验验证，这种优化方法展现出了明显的优势，完全能

够满足高精度膜过滤部件的制造要求。 

5.2 研究展望 

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索人工智能、物联

网等先进技术在自动化装配流程中的实际应用，从而达到装

配流程的完全智能化管理。例如，通过应用深度学习算法，

我们能够自动地识别和分类零件的缺陷，从而提升了检测的

准确性和工作效率。与此同时，我们需要加大对新型膜材料

和组件结构装配技术的研究力度，以满足市场持续增长的需

求。随着各种新型膜材料如石墨烯基膜材料的不断出现，这

些材料的独特性质和结构为装配工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

战，因此有必要深入探究与其相匹配的装配技术。除此之外，

我们还可以研究自动化装配技术在其他行业中的潜在应用，

从而为众多行业的进步提供必要的技术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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