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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 要 

企业信息化是一个不断深化发展、不断提高的过程。开发和充分利用信息资

源,不断提高生产效率，改善经营管理水平,就是为了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企

业内部的管理水平。而车辆管理作为混凝土企业日常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车辆安排的好坏将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生产效率及设备的利用率。由于过去采用人

工调度带来的出错率高、生产效率低等问题，已无法满足当前生产任务的需要。 

因此，本文设计并实现了一个搅拌车生产排单系统。本系统采用 Delphi 和 

SQL Server 的技术方案。系统主要实现了车辆、驾驶员、生产任务、车辆刷卡

信息管理、生产排单和 LED屏信息管理六项功能。 

本系统的实现，解决了商品混凝土生产企业在多用户、多工地和多标号的混

凝土生产经营中，由于人工调度所带来的生产效率低、出错率高和易发质量事故

等诸多问题。管理人员通过系统能够实时跟踪到当前的任务生产情况，并根据供

应情况来合理安排车辆，全面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及设备的利用率，也提供了

一个现代化的生产排单与车辆调度的信息共享通道。 

 

关键词： 车辆；刷卡；排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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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enterprise informatization , as fully as 

possible use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improve the production, work efficiency 

and enterprise management, its purpose is to reduce production costs and enhance 

internal managemen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daily management of the concrete 

company, the arrangement of the vehicle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the utilization of the facilities. In the past , the manual scheduling had cause many 

problems, such as the high error rate and low production efficiency , and it has been 

unable to meet the needs of current production tasks. 

Therefore, this dissertation designs and implements a vehicle scheduling system. 

This system uses Delphi and SQL Server technology. And the functions of the system 

include: the vehicle information, the driver information, the production task, the 

vehicle credit car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the production scheduling and the LED 

scree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ystem has solved many problems,such as the high error 

rate and low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quality problems duing to the manual 

scheduling,that in the concrete company of the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with 

multi operators and multi projects and multi concrete strength.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system, the administrator can make the arrangement of vehicles 

more reasonable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Besides,this system has been 

improved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utilization rate of the facilities, but also 

provides a platform, with which data and information can be sharable. 

Key Words：Vehicle; Swipe; Arrange 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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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1.1 论文背景与意义 

由于当今企业信息化的不断普及与深入，信息化的应用程度已经作为评价一

个企业的整体管理水平高低的指标之一。推行和应用信息化管理，通过完善系统

运作和收集安全、稳定、可靠的数据，是信息系统增强企业管理效率和创造效益

的核心方法。 

在如今房地产飞速增长的驱使之下，厦门地区混凝土的供应需求量也在平稳

的上升，新创办的混凝土企业也在逐年增多。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厦门地区混凝

土企业已达 15 家以上，行业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而公司内部由于存在设备

老化、服务及管理上等方面的问题，在其生产效率和竞争力上略显不足，从而降

低了对市场的占有率。 

混凝土生产企业信息化发展至今，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由电脑代替人工进行简

单的加减乘除运算和数据采集的初期阶段了。现如今大部分企业都已推广信息化

管理以适应市场，然而每个行业的信息化发展到一定的程度都会遇上一些或多或

少的难题，而这些难题也恰恰是企业信息管理化更上一个台阶的契机，如何更加

有效、合理的运用企业自身的各种信息资源，提高人力和设备的生产力是摆在各

企业领导面前的一道难题。 

混凝土行业不同于其它类型的生产企业，它是一个集试验，销售，生产，运

输于一体的即时性生产型企业，其中间的每个环节和步骤都是紧密相联的，任何

一个环节上出现问题都将影响到整个企业产品的销售和质量。目前，我国的工程

建设规模正处于爆发期，混凝土的需求量与以往相比都在成倍的增长，这对我们

混凝土生产企业的生产、供应和运输机制都提出了新的考验，必须策划一套合理

可靠的方案，利用我们现有的设备、人员提高产能，保证混凝土供应量，提高生

产效率和增加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从企业创立以来，公司内部一直采用定车定工地的方式，安排工地混凝土的

运输。调度员在新工地开盘之初，指定车辆和指定工地进行生产安排，中间过程

干预较少，主要依赖于驾驶员自觉装车生产，自行调节发车频率。这模式也存在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搅拌车生产排单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2 

诸多问题： 

车队方面:安排车辆不及时，导致有生产任务供应时，找不到车辆。由于人

工进行排单，使得驾驶员反映调度安排任务不公，导致驾驶员与调度员的矛盾日

益突出，不听指挥。 

调度方面：安排车辆进行生产任务时，还需要一个个的通知驾驶员去装料，

从而大大降低了生产效率。由于缺乏信息资源的共享，无法实时了解当前各个搅

拌机生产状况，常常导致个别搅拌机车辆等待过多，而其余搅拌机处于空闲无生

产任务的状态。 

因此，为了解决以上面临的问题，加强企业内部的管理，更加公平、合理的

安排车辆，消除人工排单的人情因素，提高生产效率，增强市场竞争力，创造一

个和谐的工作氛围，结合公司内部的实际情况及反馈的问题，以建设企业信息化

作为契机，进行企业内部管理改革，创造出一个集成的工作环境，目标是设计并

实现一套车辆生产排单调度系统，以实现对车辆的统一协调和安排，最大限度地

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 

1.2 研究现状和问题 

1.2.1 企业生产调度现状 

现在的混凝土生产企业在车辆的管理和生产调度还处于一种低水平的重复

建设，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盈利水平差，市场的竞争力及抗风险能力弱等致命

的发展弊端。而目前一些中小企业还延续传统的管理模式，存在着管理信息掌握

不及时，跟踪不到位的情况。由于缺乏信息化的管理，在生产调度上产生了一系

列的问题： 

1、 各部门之间联系不畅通，导致信息传达不及时，甚至有时出现传达失误

的情况。而调度部门对于每天生产任务的混凝土供应需求量及迫切程度，也仅限

于一般的电话沟通，调度并不能在信息管理系统对当天的混凝土的实际供应情况

掌握得十分清楚，这样也就无法准确合理的安排车辆进行生产，导致工地的混凝

土供应不及时。   

2、 生产调度部门工作量过大，每天既要与销售人员进行沟通以了解当天的

生产任务的需求情况，再安排由哪个搅拌机进行生产，最后还要掌握当天的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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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状况并及时安排车辆，以及安排司机来运输混凝土，在这种情况下，全部都

需要靠调度部门独自来完成，因为缺少一个可以利用的信息资源管理系统，从而

常常导致生产调度安排的不合理，影响到生产任务的供应情况，也造成设备资源

的浪费。 

3、 车辆运输安排不合理。由于供应混凝土运输的距离有远近的区分，而车

辆运载方量及趟数，这些数据是用来考核驾驶员绩效成绩的。因此要如何保证这

些数据不会出错，确保在运输过程的各环节中稳定有序，单纯依靠调度人为的去

判断难免会出错的地方。 

1.2.2 车辆排单现状 

而当前混凝土企业通行以下几种车辆生产排单模式： 

1、搅拌机台的主动呼号车辆排位。以搅拌机操作人员作为排单主体，根据

搅拌机运行状态召唤装车，以 LED屏或挂牌方式发布装车通知。该模式虽然解决

了搅拌车循环利用及搅拌机利用率的问题，但其缺陷是明显的，由于各台搅拌机

都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而调度失去中心管理作用，出现多台搅拌机无法统筹安

排生产，无法实时了解当前各台搅拌机的生产状态，企业无法建立内外沟通流畅

的生产指挥中心。 

2、生产调度的人工进行车辆排单。调度人员按照工地混凝土的需求量，以

人工的方式逐个安排车辆到搅拌机，以 LED 屏、对讲机、挂牌、电话等方式通知

驾驶员进行装车。该模式调度虽能形成初步的生产指挥中心，但存在的缺陷也是

明显的，调度人员劳动强度过高、疲于奔命，需要逐一的呼叫驾驶员装车，因此

此种只适于小型混凝土企业使用。 

3、定车定工地的自主装车。调度人员在工地开始之前，根据各个工地的需

求量，指定固定几辆车辆、同时指定搅拌机号，往指定的工地运输，而发车频率

则由驾驶人员自主调整，调度根据工地人员反馈信息略加以干预。其缺陷是调度

人员在调派车辆时权限过高,指派车辆造成人为的不稳定因素多，经常会出现驾

驶员工作量严重不平衡，导致收入偏差严重的情况。由于是采用定车定工地的方

式，车辆冗余没有充分地被利用，从而形成浪费，且工地车辆压车或断节发生频

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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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论文研究目标及内容 

本论文的主要目标是设计并实现以系统自动排单替代人工安排为目标，提高

设备的循环利用率，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调度人员的劳动强度，特别是突破人为

排单的局限性，确保安排车辆的公平性和合理性。 

论文主要内容包括： 

1、系统的需求分析 

根据车辆生产排单管理的特点，对系统的用户、业务处理流程、功能需求分

析进行分析、梳理、规范和描述，并使用各种图例对功能需求进行建模与描述； 

2、系统总体设计方案 

先进行对车辆生产排单管理系统整体架构的设计，再根据系统的需求分析进

行功能模块的设计，并对系统的所运用到的技术及架构进行选型与设计； 

3、系统的详细设计 

对车辆生产排单管理系统的类设计、数据库结构与数据表、界面设计、系统

的组件等进行详细设计与实现； 

4、系统的测试 

对系统的测试流程进行梳理和提炼，并系统的测试环境进行布署。分别对各

个功能模块进行系统测试，根据测试的结果进行分析，是否满足系统需求。最后，

对系统进行验收。 

1.4 论文组织结构 

第一章引言部分，对本论文开发时的背景以及搅拌车生产排单系统实现的目

标和意义进行介绍。 

第二章系统开发核心技术介绍，根据整个系统开发过程中所运用的相关核心

技术进行描述和介绍。 

第三章系统需求分析，先介绍了搅拌车生产排单系统的系统总需求及开发目

标，再根据系统功能需求进行详细分析，主要采用 UML 用例图的方式对各个需

求进行说明，最后介绍了系统的非功能性需求。 

第四章系统设计，总体介绍了系统开发的流程和对系统主要功能模块进行设

计与分析。  

第五章系统实现，先对系统的搭建以及运行所需的环境进行介绍，然后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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