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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CPS自动化控制系统的增强现实人机

交互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适用于CPS自动化控制系

统的增强现实人机交互系统，基于CPS自动化控

制系统而实现，包括：AR控制装置，用于通过CPS

自动化控制系统内的目标CPS设备具备的唯一身

份标识，利用CPS自动化控制系统内的CPS网络实

时采集、显示相应目标CPS设备的真实场景，并建

立相应目标CPS设备的AR影像与真实场景的三维

位置匹配关联；Digital  Twin数据服务器，具备

SCADA功能，通过CPS自动化控制系统的CPS网络

实时对目标CPS设备进行数据采集、存储，以及大

数据挖掘分析，用于对目标CPS设备进行远程控

制，同时AR控制装置通过CPS网络采集Digital 

Twin数据服务器采集存储的相应目标CPS设备的

数据。本发明更加智能化，功能更加齐全，提高使

用者的操作效率。本发明适用于任意CPS自动化

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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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适用于CPS自动化控制系统的增强现实人机交互系统，基于CPS自动化控制系统

而实现，其特征在于包括：

AR控制装置，用于通过CPS自动化控制系统内的目标CPS设备具备的唯一身份标识，利

用CPS自动化控制系统内的CPS网络实时采集、显示相应目标CPS设备的真实场景，并建立相

应目标CPS设备的AR影像与真实场景的三维位置匹配关联；

DigitalTwin数据服务器，具备SCADA功能，通过CPS自动化控制系统的CPS网络实时对

目标CPS设备进行数据采集、存储，以及大数据挖掘分析，用于对目标CPS设备进行远程控

制，同时AR控制装置通过CPS网络采集DigitalTwin数据服务器采集存储的相应目标CPS设

备的数据，以及大数据挖掘分析的间接关联数据；

其中，所述AR控制装置包括：

影像获取模块，用于根据目标CPS设备的唯一身份标识获取目标CPS设备的实际场景信

息；

信息处理模块，用于根据影像获取模块获取的目标CPS设备实际场景信息与

DigitalTwin数据服务器获取的目标CPS设备的数据信息进行计算，完成目标CPS设备AR影

像与实际场景信息叠加融合计算得到最终场景模式；

显示模块，用于向AR控制装置的使用者提供影像获取模块获得的目标CPS设备实际场

景，以及信息处理模块叠加融合计算得到的最终场景；

输出/操作设备，通过无线通讯的方式与信息处理模块形成绑定的通讯关系，用于为AR

控制装置的使用者提供目标CPS设备操作控制数据输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适用于CPS自动化控制系统的增强现实人机交互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目标CPS设备具备的唯一身份标识为QR识别码、蓝牙、WIFI、NFC、RFID识别码中的

一种，所述唯一身份标识包括有目标CPS设备的结构尺寸及位置信息。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适用于CPS自动化控制系统的增强现实人机交互系统，其

特征在于：所述AR控制装置为手机、平板、AR眼镜中的一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适用于CPS自动化控制系统的增强现实人机交互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影像获取模块采用摄像头，或这采用佩戴于使用者身上的AR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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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CPS自动化控制系统的增强现实人机交互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增强现实系统领域，用于对CPS设备的智能控制，具体地说是一种适用

于CPS自动化控制系统的增强现实人机交互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增强现实（AR：Augmented  Reality）技术是近二十年出现的新兴技术。而随着自动

化控制技术的发展，具备CPS（Cyber‑Physical  Systems，即信息物理系统）特征的自动化控

制设备的应用日益广泛，  CPS设备（如数控系统、机器人控制器等）实时相关的数据信息量

也大幅增加，主要表现为更复杂的控制指令，更多的传感器反馈数据，更详尽的报警信息，

更智能的诊断向导，以及更丰富的网络协作设备。而目前自动控制设备的人机交互（HMI）模

式依旧采用近40年前（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方法，人机交互（HMI）的界面布局也没有发生

本质改变。虽然现有的人机交互（HMI）采用更大尺寸的显示装置（例如大尺寸显示屏等），采

用了丰富的输入方式（例如采用触控屏幕等），但是人机数据与操作方式仍留在二维交互层

面上，用户不能迅速的从庞大的CPS数据及时的获得关切数据，更大的屏幕中更多的显示数

据反而令使用者的操作效率变得低下。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适用于CPS自动化控制系统的增强现实人机交互系统，

通过增强现实（AR）技术特有的情景感知特性，实现了以“真实设备场景”为中心，基于CPS网

络的“Digital  Twin”数据为驱动的全新交互框架。

[0004] 本发明为实现上述目的，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适用于CPS自动化控制系统的增强现实人机交互系统，基于CPS自动化控制系

统而实现，包括：

[0006] AR控制装置，用于通过CPS自动化控制系统内的目标CPS设备具备的唯一身份标

识，利用CPS自动化控制系统内的CPS网络实时采集、显示相应目标CPS设备的真实场景，并

建立相应目标CPS设备的AR影像与真实场景的三维位置匹配关联；

[0007] Digital  Twin数据服务器，具备SCADA功能，通过CPS自动化控制系统的CPS网络实

时对目标CPS设备进行数据采集、存储，以及大数据挖掘分析，用于对目标CPS设备进行远程

控制，同时AR控制装置通过CPS网络采集Digital  Twin数据服务器采集存储的相应目标CPS

设备的数据，以及大数据挖掘分析的间接关联数据。

[0008] 作为对本发明的限定：所述AR控制装置包括：

[0009] 影像获取模块，用于根据目标CPS设备的唯一身份标识获取目标CPS设备的实际场

景信息；

[0010] 信息处理模块，用于根据影像获取模块获取的目标CPS设备实际场景信息与

Digital  Twin数据服务器获取的目标CPS设备的数据信息进行计算，完成目标CPS设备AR影

像与实际场景信息叠加融合计算得到最终场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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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显示模块，用于向AR控制装置的使用者提供影像获取模块获得的目标CPS设备实

际场景，以及信息处理模块叠加融合计算得到的最终场景；

[0012] 输出/操作设备，通过无线通讯的方式与信息处理模块形成绑定的通讯关系，用于

为AR控制装置的使用者提供目标CPS设备操作控制数据输入。

[0013] 作为对本发明的另一种限定：所述目标CPS设备具备的唯一身份标识为QR识别码、

蓝牙、WIFI、NFC、RFID识别码中的一种，所述唯一身份标识包括有目标CPS设备的结构尺寸

及位置信息。

[0014] 作为对本发明的最后一种限定：所述AR控制装置为手机、平板、AR眼镜中的一种。

[0015] 作为对本发明中影像获取模块的限定：所述影像获取模块采用摄像头，或这采用

佩戴于使用者身上的AR眼镜。

[0016] 本发明由于采用了上述的技术方案，其与现有技术相比，所取得的技术进步在于：

[0017] 本发明的通过CPS自动化控制系统、AR控制装置、Digital  Twin数据服务器构成，

通过增强现实（AR）技术特有的情景感知特性，突破传统人机交互方式中以二维“窗口”界面

为中心、单机设备数据驱动的交互框架，创新的实现了以“真实设备场景”为中心，基于CPS

网络的“Digital  Twin”数据为驱动的全新交互框架，有效提高了用户从庞大的CPS数据及

时的获得关切数据的效率，进而提高了使用者的操作效率。

[0018] 综上所述，本发明更加智能化，功能更加齐全，提高使用者的操作效率。

[0019] 本发明适用于任意CPS自动化控制系统。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原理框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采集到的具有CPS功能的数控机床设备的真实场景；

[0022]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利用AR控制装置将图2的数据进行叠加后的显示图；

[0023]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选取设备的识别码图，识别代码为0422。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进行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优选实

施例仅用于说明和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25] 实施例 适用于CPS自动化控制系统的增强现实人机交互系统

[0026] 本实施例基于CPS自动化控制系统而实现，用于对具有CPS自控化控制系统的车间

数控机床或工业机器人进行人机交互，上述车间数控机床或工业机器人的共同特征是设备

本身具有CNC或其他自动化控制器进行控制，具有完善的CPS网络,同时满足Digital  Twin

数据服务器对其进行数据采集及远程控制的基本要求。本实施例直接对车间数控机床进行

人机交互，包括：

[0027] （1）AR控制装置，用于使用者握持或佩戴。由于具有CPS自动化控制系统的车间控

制系统的每个设备（即目标CPS设备）具备至少一个唯一身份标识，且车间控制系统具有CPS

网络，因此实施例中的AR控制装置能够通过CPS网络实时采集、并显示相应车间内目标CPS

设备的真实场景，并建立相应目标CPS设备的AR影像与真实场景的三维位置匹配关联，如图

2所示，采集到的数控机床设备的真实场景，如图4所示，该设备的唯一身份标识为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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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2）Digital  Twin数据服务器，具备SCADA功能，通过CPS自动化控制系统的CPS网

络实时对目标CPS设备进行数据采集、存储，以及大数据挖掘分析，用于对目标CPS设备进行

远程控制，同时AR控制装置通过CPS网络采集Digital  Twin数据服务器采集存储的相应目

标CPS设备的数据，以及大数据挖掘分析的间接关联数据。

[0029] Digital  Twin数据服务器采集到的AR控制装置所采集到的具备CPS功能的数控机

床设备的整体数据，包含有加工数据、生产数据、维护数据等。所述AR控制装置将实际场景

与Digital  Twin数据服务器采集到的数据叠加后得到的场景如图3所示。

[0030] 其中，本实施例中AR控制装置包括：

[0031] 影像获取模块，用于根据目标CPS设备的唯一身份标识获取目标CPS设备的实际场

景信息。本实施例中的影像获取模块采用现有技术中的摄像头即可，也可采用佩戴于使用

者身上的AR眼镜。

[0032] 信息处理模块，用于根据影像获取模块获取的目标CPS设备实际场景信息与

Digital  Twin数据服务器获取的目标CPS设备的数据信息进行计算，完成目标CPS设备AR影

像与实际场景信息叠加融合计算得到最终场景模式。

[0033] 显示模块，用于向AR控制装置的使用者提供影像获取模块获得的目标CPS设备实

际场景，以及信息处理模块叠加融合计算得到的最终场景。

[0034] 输出/操作设备，通过无线通讯的方式与信息处理模块形成绑定的通讯关系，用于

为AR控制装置的使用者提供目标CPS设备操作控制数据输入。

[0035] 本实施例的AR控制装置可采用搭载有AR运算程序的手机、平板、AR眼镜中的一种，

进而实现所用的手机、平板、AR眼镜具有上述的影像获取模块（手机、平板的摄像头，或AR眼

镜本身）、信息处理模块（手机、平板、AR眼镜的CPU）、显示模块（手机、平板的显示屏，或AR眼

镜本身），以及输出/操作设备（仅限于拥有触控屏的手机、平板）。在使用时，AR控制装置能

够在影像获取模块中建立AR影像与真实设备场景的三维位置匹配关联，确保影像获取模块

获取的AR影像与真实影像完美重叠融合。

[0036] 而本实施例中的目标CPS设备具备的唯一身份标识包括有目标CPS设备的结构尺

寸及位置信息，便于使用在不同角度快速匹配显示模块与目标CPS设备之间的关联。本实施

例的唯一身份标识采用现有技术中的QR（Quick  Response）识别码，该QR识别码是而为条码

中的一种，比普通的条码可存储更多的资料，无需如其他普通条码般在扫描时需要直线对

准扫描器，应用范围更广。但从经费方面考虑，也可利用蓝牙、WIFI、NFC、RFID识别码中的一

种代替QR识别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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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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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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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8

CN 108776444 B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DRA00007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