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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宏深科技有限公司所研发的视迈睿 SMARPARA Q 三维质量控制软件基于离散

三维扫描数据技术，精确对齐参考CAD数据与扫描数据，进行偏差分析以及形位公差

(GD&T)计算，已获得德国联邦物理技术研究院（PTB）精度认证，这是国内首个获得

此项认证的工业级三维扫描检测软件。视迈睿 SMARPARA 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可完

全满足各级企事业单位对三维软件系统国产化的需求，不再被三维扫描检测工业软件“

卡脖子”。

      视迈睿 SMARPARA Q 三维质量控制软件能依据工业产品检测与检验技术规程，选

择合适的检测检验功能和方法，实施智能化检测作业；根据三维扫描结果，形成测量和

检验数据包，通过网络传输、存储与分析，自动生成《产品检测报告》；通过对工件

进行三维扫描，SMARPARA Q 可创建所有几何体的完整数字记录，形成可追溯、可

管理、可统计的数字化文档及数据库。

      视迈睿 SMARPARA Q 三维质量控制软件入选“2020浙江省软件生态产业高质量

发展重点项目”，荣获中国软件行业协会颁发的“2022年度优秀软件产品”奖、MM

《现代制造》 “2022中国金属加工创新产品奖”。

软件简介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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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容许误差 (MPE)



格式的全面支持，提供CATIA、Solidworks、
Creo(Pro/E)、SIEMENS NX、SolidEdge等各大
厂商导入接口。

亮点1：支持多种数据格式

功能亮点02

提供自动、最佳、基准、RPS、321、变换等多种对齐
方式，全面满足各种应用场景。

分析尺寸控制的统计数据和趋势图，提供多种交互方式

来筛选需要分析的统计样本数据，满足不同应用场景；

用多种参数设置来更新统计趋势图，让质量周期管理显

示更直观清晰。

设置文件夹路径，设备扫描结束后将数据保存到该路径时被

SMARPARA Q 监测到并自动导入进行检测，输出报告。

亮点3：高精度对齐

自动计算与名义尺寸的误差，精确分析计算结果。

亮点5：全面支持ASME Y14.5 GD&T
公差标准和几何尺寸标注

计算3D高度数据，以彩色云图和等高线直观显示，从3D形貌
中提取2D轮廓，测量偏差，精确量化缺陷程度，自动输出报
告，记录立体图形及分析结果。

亮点2：3D等高分析

亮点4：批量检测

亮点6：在线实时检测

基于预定义模板自动生成检测报告书，快速导出分析图像
和计算结果，支持PDF、Word和PPT格式。

亮点8：自动输出报告书功能 亮点7：趋势分析

检索指定路径下的扫描文件批量导入，根据当前检测项目自动
重新计算所有检测项，更新检测结果，实现大批量自动检测。



可应用在飞机磨损分析、修理

工作检查、受损和处理表面等

场景。采用非接触式二维测

量，对零部件进行高效精准的

质量检测，得出数据全面的可

视化检测报告。

| 航空航天

国防装备制造是关乎国家经济

与国防安全的战略性产业，国

防装备形貌和姿态的高精度测

量是影响装备工作性能和寿命

的关键，高精度大尺寸三维测

量技术是国防装备制造业的核

心基础技术。

| 国防装备

可应用在汽车行业的产品开

发、冲压件检验、汽车车身

检测、试生产以及供应商质

量保证等。将扫描数据与原

始数模比对，可获得偏差色

谱图，直观展现测量结果。

| 汽车工业

可应用在产品优化、首件检

验、装配分析、质量控制等

环节，能高效地实现机械零

部件的无损检测，大大提高

检测效率，减少时间和人力

成本。

| 机械制造
电子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元

器件的小型化是大趋势，对于

生产以及制造工艺要求越来越

苛刻，有效的检测手段是性能

不断提升的保证。

| 电子产品
三维扫描检测技术除了前面五

大方面的应用，还被广泛应用

于能源装备、工程机械、铸

造、医疗、教育等行业。

| 其他应用

应用场景03



使用三维扫描仪采集数据 将数据导入SMARPARA Q 软件中

STEP1

对齐扫描数据与参考数据 比对分析，检测尺寸和GD&T 

导出报告书，获得最终检测结果

检测流程04

STEP5

STEP4STEP3

STEP2



       三维检测系统经常用于智慧工厂的自动化质量控制和在线检测，对机械部件进行尺

寸检测，从而提高生产力，增加正常运行时间，并减少开支。通过光学跟踪和动态参考，

三维检测系统提供了出色的体积精度，这对于尺寸测量和表面轮廓检测是至关重要的。

此外，检测精度不受生产车间内经常出现的振动和温度变化等环境不稳定因素影响。

       在“智能制造”的大潮中，及时、准确、可靠的质量检测无处不在，三维质量检测

正由过去应用单一的检测设备转变为集成多种功能的智能检测单元。而且工厂自动化生

产要求产品的检测结果精准且可重复，自动化三维扫描常应用于工厂的生产检测。

      杭州宏深科技有限公司的自动化三维检测系统, 软硬件结合，三维质量控制软件为自

主研发产品，可搭配各种三维扫描仪使用，集成全感知智能工业机器人，软硬件协同的

自动化检测系统为工厂提质增效。

      视迈睿 SMARPARA 自动化三维在线检测系统以自主研发的三维质量控制软件为

核心，以人工智能技术为驱动，以“轻量化、高精度”智能机械臂和三维激光扫描仪

为载体，兼容性强，操作简便，降本增效，无论用户的专业水平如何，都能够操作自

如。通过一体化的集成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了高效、柔性的自动化三维在线检测解

决方案，能适应复杂严苛的车间环境，可广泛应用于国防军工、能源、5G、模具制造

等领域。

案例：自动化在线检测05

汽车零配件智能在线检测



       深厚的技术底蕴、 长期的合作潜力、 优秀的服务组织是选择一款合格的三维质量控

制软件所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 依托视迈睿 SMARPARA 三维测量的专业知识和服务经

验，我们能够为客户提供最优化的专业保证！

       我们的技术支持和服务一直在您身边！

        通过软件的版本升级、功能升级，使客户及时应用最新的测量技术和功能，与国际最

新标准同步，提高产品合格率，降低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竞争力。

        通过基础培训、高级培训、专项培训和定制培训，帮助您快速掌握软件并最大限度地

应用测量功能，提高工作效率。

        凭借多年丰富的三维扫描类软件研发及应用经验，依托国际化的专业技术团队，基于

本土研发中心优势，杭州宏深科技有限公司能迅速响应用户需求，为用户定制专业的三维

数字化解决方案，协助用户解决突发性、高难度、小批量的测量难题，帮助客户轻松提高

应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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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杭州宏深科技有限公司是行业领先的三维质量控制软件解决方案提供商，集研

发、销售、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被国家认定为三维数字工程技术领域的高

端技术创新公司。研发团队以雄厚的技术力量和创新的团队精神，为三维质量控制

行业提供高精度、高效率、高性价比的工业软件产品。旗舰产品视迈睿SMARPARA

是国内首个获得德国联邦物理技术研究院（PTB）精度认证的工业级三维质量控制

软件。产品应用范围广泛，涵盖航空航天、国防军工、汽车工业、能源装备、教育

科研、电子等行业领域。

      杭州宏深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软件行业协会会员单位、中国工业技术软件化产

业联盟成员单位、浙江省工业软件产业技术联盟成员单位、两化融合工业软件化联

盟标委会工作组成员单位。

      杭州宏深科技有限公司坚持技术创新和自主研发，在杭州设有研发中心，旗舰

产品视迈睿 SMARPARA Q 三维质量控制软件，已拥有10+项专利及著作权，其

中软件发明专利超过6项。

      杭州宏深科技有限公司将加大研发力度,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品迭代升

级，突破产业壁垒，助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带来更多自主可控的三维质量

控制解决方案，为提高国家整体的工业质量控制能力赋能，为工业软件国产化发展

贡献力量，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共赢“数智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