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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一汽-大众成立 33周年。“厂庆日”

当天，9组揽巡、揽境新车主受邀参观该公司技

术研发试验室和数字化生产车间。从OTD系

统即时下单，到透明高效的智能供应链装配，再

到按需定制的柔性化生产和精准到毫厘之间的

自动化工艺……智能制造给传统车企带来的

新变化，令车主们“大饱眼福”。

近年来，汽车“新四化”浪潮风起云涌，行业

竞争越来越白热化。面对挑战，一汽-大众确

立了“自立自强、创新转型”发展路线，聚焦推进

数字化转型、加强全员创新、提升研发测试能

力、加快电动及混动产品落地等持续发力，展现

出“新”潮澎湃的发展势头。

数字化转型实现生产柔性化升级

货架林立，货位密集，子母车上下左右穿

梭其中，根据电脑调度信息有条不紊存取着一

箱箱汽车零部件——步入一汽-大众自主开发

的E-lane3智能立体仓储中心，看不到几个工

人，听不到喧嚣声音，一切都随着“数字流”紧锣

密鼓在运转。

“今年初投运的E-lane3，集结了我们公司

在智能仓储物流、数字化创新等方面的最新成

果，是汽车行业首个以‘链’模式为基础，将新一

代密集自动化存储技术和复杂调度逻辑有机融

合的供应链物流数智化产品。”一汽-大众生产

管理部、物流规划部部长陈众源介绍。

什么是“链”？简单来说，在 E-lane3 中，

“链”相当于以 2小时产量为一个单元的时间

窗。比如，今天 8点-10点，一汽-大众计划生

产100台车，这100台车所需的零件就同属一个

“链”号。整车厂的零件需求按“链”生成，供应

商按“链”供货，立体库按“链”存储，再根据总装

车身流的装配进度，将零件调送至生产线，从而

实现了订单流、车身流、零件流的完美匹配。

由于“链”精益到了以两小时为单元，整个

物流体系就变得非常紧致精密，没有冗余，供应

商生产出的零件很快便会被整车厂消耗掉，产

业链上下游的周转效率均大大提高。

“基于‘链’模式，我们开发了新一代密集自

动化存储技术，用小空间解决了大问题。”陈众

源告诉记者，同样的存储体量，传统立体库需占

地6000平方米，而E-lane3的面积不过3300平

方米。节省占地费用的同时，E-lane3还大幅

减少了相应理货人员等的成本支出，综合计算，

每年可节约物流成本3000万元左右。

这只是一个缩影。近年来，一汽-大众实

施了包括产销一体化、黑灯工厂、智能仓储物流

等在内的58个数字化转型项目，实现了生产柔

性化升级，提升了市场响应速度，缩短了订车交

付周期。

将创新理念根植在所有员工心中

众所周知，冲压、焊装、涂装、总装，是汽车

制造的四大主要工艺。其中，涂装的作用不仅

在于赋予汽车美丽颜值，更重要的是防腐。在

一汽-大众涂装车间，维修高级技师于力带记

者参观了经过升级改造的智能生产线，只见一

个个机器人工作站鳞次栉比，各种机器人舞动

不同样式喷枪，正一层层地给白车身喷漆、涂

胶、“上彩妆”。

“涂装车间的关键设备就是各种喷枪。它

们非常贵，小的十几万元，大的五六十万元，而

且维护成本特别高。”于力指着一款用于给汽

车涂抹PVC胶的喷枪说：“按使用量要求，它需

要每两个月维护一次，每 6个月拆卸一次。我

们经过拆卸剖析发现，这种胶枪以空气作为能

量驱动，由于胶压远比气压高，导致控制系统经

常受损。于是我们通过创新设计制作金属密

封，消除了胶气泄漏，将胶枪维护周期延长到了

两年，3年左右拆卸一次即可，大幅降低了设备

停台率及备件采购成本。”

不只是优化改良。外购的雾化喷枪，6个

月左右要维护一次，于力率队全新设计，自己制

作，实现了五六年内免维护。“像原来那种五六

十万元的喷枪，我们把图纸设计出来后，交给国

内厂家去制作，结果比进口产品的质量还好，购

买成本却不到原来的1/3。”于力说。

走进 2019 年成立的于力劳模创新工作

室，琳琅满目的创新成果让人眼花缭乱。“2020
年的时候，我们车间连一项专利都没有。这几

年，公司着力将创新理念根植在所有员工心

中，作为一汽-大众首个涂装专业工作室的领

衔人，我带领团队积极开展自主创新，先后取

得专利 33 项，为企业节创费用超过 1451 万

元。”于力讲道。

2023年，于力劳模创新工作室自主开发的

涂胶质量视觉高精度闭环控制系统，实现了行

业已知范围内首个汽车涂胶形状自控制功能，

获得全国机械冶金建材职工创新成果特等奖。

加快形成研发测试领域的新质生产力

与此同时，通过项目建设，一汽-大众在研

发测试领域的新质生产力也正加快形成。一

汽-大众汽车试验场总投资 17.5亿元，经过三

期建设，现已具备全系列整车开发试验能力，是

目前亚洲最大的综合性汽车试验场。

“一汽-大众任何一款新车型投放市场前，

都需在此经历世界上各种最恶劣路况的测试，

验证车辆的可靠性与稳定性。”一汽-大众技术

开发部整车试验场工程师宁竞告诉记者，试验

场共有八大核心功能区，其中，仅耐久强化试验

区就“浓缩”了16种特殊路况。

去年 10月揭牌投用的一汽-大众整车动

态防腐试验中心，也坐落在这个试验场。步入

盐雾测试车间，记者看到，受检车辆在高温环

境下被不停地喷盐、喷雾，而在低温四通道道

路模拟试验车间，车辆要经过持续大幅度的颠

簸振动……各种“花式被虐”后，车辆最终到达

评价中心，被完全拆解，接受“裸检”。

“给汽车做防腐检测就像做菜一样，但只

有通过了各项严苛考验，这道菜才有资格被端

上桌。”工程师国琛告诉记者，作为大众集团在

中国唯一的整车防腐试验中心，该中心的投用，

补齐了一汽–大众整车试验研发能力的最后一

环，将努力引领汽车防腐技术新未来。

“除了提升整车试验和研发水平，这个试

验还可以从根本上消除因试验能力不足造成的

开发进度瓶颈，满足一汽-大众及产业链合作

方更大规模的产销需求，进而全面提升产业整

体运营品质。”宁竞介绍，试验场周边的保密预

留区规划了风电项目，未来产出的绿电不仅可

供试验场使用，还可满足一汽-大众长春工厂

的电力需求，助力企业绿色发展。

聚焦推进数字化转型、加强全员创新，智能制造给车企带来一系列新变化——

传统车企“新”潮澎湃

创新在一线G

阅 读 提 示
近年来，汽车“新四化”浪潮风起云涌，行业竞争越来越白热化。面对挑战，传统车企聚焦

推进数字化转型、加强全员创新、提升研发测试能力、加快电动及混动产品落地等持续发力，展

现出“新”潮澎湃的发展势头。

随着铣刀飞速旋转，红旗轿车、万里长城、雄鹰、松柏等元素及“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
神”的字样逐渐呈现，数控铣床上原本平平无奇的金属方砖也就成了艺术品，“作画”的人是中国
一汽首席技能大师、研发总院试制部高级技师杨永修。据了解，杨永修使用的最小刀具只有5根
头发丝这么细。工作十几年来，杨永修“指挥”数控铣床驾驭形形色色的刀具，为红旗汽车试制各
类核心精密零部件，成为名动业界的“刀锋舞者”。

为工程建设不断注入智慧基因

双柳长江大桥北岸主塔成功封顶
本报讯（记者张翀 通讯员许豹 黄子珅）近日，由湖北

交投投资建设、中交二航局负责施工的双柳长江大桥北岸主

塔成功封顶，项目全线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

双柳长江大桥自建设以来，不断注入智慧基因、活力基

因，推动“装配化设计、自动化下料、工厂化制作、快速化安

装、智能化控制”在项目落地。2023年，项目组成智能建造团

队，一支“特别”工作小组出现了。2023 年 6 月，大桥进入主

塔施工阶段，由中交二航局自主研发的最新代一体化智能筑

塔机正式投入使用。为了更“适配”建设需求，项目工作团队

与总部技术团队共同探讨研究，将养护系统、作业空间等设

计得更加智能和人性化，还开发了混凝土布料振捣一体机，

通过三维激光扫描仪，自动识别布料和振捣点位，融合机电

液控制技术，实现了混凝土浇筑过程可视、可控，显著提高混

凝土浇筑质量。

项目团队引进了二航局技术中心研发的“钢筋网片柔性

生产线”，本项目成为了湖北省首个使用该生产线的工程。

在钢筋加工厂内，钢筋网片柔性生产线实现了钢筋自动下料

布筋、钢筋网片自动绑扎及焊接、网片立体弯折成型等功能，

将钢筋间距严格控制在标准范围内，大大提高了施工精度。

在一系列信息化系统的推动下，“智能建造”体系渐渐完

善，大桥的品质得到了充分保障。项目部也先后被武汉市、

湖北省列为首批智能建造试点项目，交通运输部第二批智能

交通先导应用（智能建造方向）试点项目。

我国科学家研制出新型电子皮肤
在工业机器人等多方面具有广阔应用前景

本报讯（记者于忠宁）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柔性电子

技术实验室张一慧教授课题组在国际上首次研制出具有仿生

三维架构的新型电子皮肤系统，可在物理层面实现对压力、摩

擦力和应变三种力学信号的同步解码和感知，对压力位置的

感知分辨率约为 0.1毫米，接近于真实皮肤。该成果日前在国

际学术期刊《科学》杂志上发表。

据介绍，皮肤之所以能敏锐感知力学信号，是因为其内部

有很多高密度排列且具有三维空间分布的触觉感受细胞，能

准确感知外界刺激。在电子皮肤研制中，要能同时识别和解

码压力、摩擦力和应变信号，实现准确的触觉感知，极具挑战。

团队首次提出具有三维架构的电子皮肤设计概念，研制

出的仿生三维电子皮肤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构成，

各部分质地均与人体皮肤中的对应层相近。传感器及电路在

皮肤内深浅分布，其中部分传感器更靠近皮肤表面，对外部作

用力高度敏感，分布于深处的传感器则对皮肤变形更为敏感。

据介绍，当电子皮肤触摸外界物体时，其内部众多传感器

会协同工作。传感器收集到的信号会经过系列传输和提取处

理，再结合深度学习算法，使电子皮肤能精确感知物体的软硬

和形状。

张一慧认为，“电子皮肤实际上是模仿人类皮肤感知功能

的一种新型传感器，未来可装于医疗机器人指尖进行早期诊

疗，还可像创可贴一样贴在人的皮肤上实时监测血氧、心率等

健康数据。”这款仿生三维电子皮肤为电子皮肤的研发和应用

提供了新路径，在工业机器人、生物检测、生物医疗、人机交互

等多方面具有广阔应用前景。

本报记者 张玺

本报通讯员 董策 窦世强 张磊

“3 道机车止轮器已打好。”一句响亮的

安全警示语激荡在火车头整备场。日前，中

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机务段研发

的“机车智能止轮器安全联锁装置”在各作业

现场推广应用。

“机车智能止轮器安全联锁装置”荣获第

六届全国铁路青年科技创新奖、微型股道自

动化系统荣获北京局集团公司第一“京铁创

新春”青年科技创新大赛机辆组一等奖……

近年来，天津机务段依托“张伟大师创新工作

室”激发澎湃动力，带动职工科创，有力保障

了现场作业安全，提升了铁路运输效率。

研发100余项创新成果

进入夏季，天津机务段 HXD2B 型机车

通风机使用率高，电机故障影响正常使用，班

组职工都皱起了眉头。

下班后，张伟一个人对着故障通风机较

劲儿。他发现故障通风机电机定子、转子上

吸附着大量的污尘，影响电机转动。张伟买

来防火板材，测量尺寸、锯剪钻孔，制作出电

机定转子防尘罩，装车试验后，电机性能和防

尘效果良好。

张伟带领团队成员对其余 50 余台故障

通风机进行了修复，逐个为电机定转子搭建

了防尘“屏风”，不仅解决了难题，保证了正常

使用，还节支 10多万元。

全国劳模张伟是天津机务段职工创新的

领头羊。2015 年，天津机务段成立“张伟大

师创新工作室”，张伟任创新工作室领衔人。

在铁路机车检修工作 24年间，张伟带领团队

凭借精湛的技术和“蚂蚁啃骨头”的精神，解

决了机车电暖气故障率高等难题，研发 100
余项创新成果，为铁路安全生产和节支创效

做出了突出贡献。

形成创新合力

“张伟大师创新工作室”由包括张伟在内

的 18 人组成，主攻内燃机车配件检修、和谐

型电力机车配件自主修，并解决现场安全装

备难题。

“我们不断取得创新成果助力发展，主要

是团队成员合力共为，人人献策献计。”张伟

说。

今年 28 岁的卢双喜是创新工作室成员

之一。在日常设备巡检中，他发现机车整备

场使用的止轮器摆放与撤除仅靠两名机车乘

务员相互呼唤确认实现，这种人防人控很容

易出现疏漏引发行车安全隐患。他反复思

考，将研制“机车智能止轮器安全联锁装置”

的思路告诉了工作室成员。

大家合力攻关，经过多次试验，研制出防

止机车在整备场溜逸的“机车智能止轮器安

全联锁装置”，保证了现场行车作业安全。

张伟创新工作室还主动将积累的技术知

识、创新方法在全段广泛传播，形成更广的创

新合力。今年起，他们在全段范围内开展了

“和谐机车维修技术大讲堂”。截至目前，共

组织 16 次讲课，累计 130 多课时，参培人数

700余人。

从“微创新”到“微电影”

在“张伟大师创新工作室”引领下，天津

机务段在全段各车间、班组延伸创新动能，发

动职工在检修、整备、运用等各个系统成立

“微型创新工作站”，每月围绕机车质量、季节

性安全、节支降耗等设立创新攻关微课题，引

导职工结合岗位实际揭榜攻关。

“我们借鉴开瓶器顶出红酒瓶塞的杠杆

作用原理，研制机车轴箱端盖拆卸提效工具

的故事，被拍到视频里啦！”“我们为机车直供

电装置接触器传动架研制铁质‘假肢’，保证

供电‘不断道’的故事也上演了！”在天津机务

段职工影院内，职工三五成群地谈论着。

该段开办“职工创新故事影院”，将职工

技改攻关、破解难题的过程、成果拍摄剪辑成

《创新奋斗故事》“微电影”，利用手机报、微信

群发送至全段干部职工进行宣传展示，让职

工充分感受到创新带来的成就感。

天津机务段出台多项激励培养机制，实

行“三堂一会”创新培养举措，即班组级补钙

蓄能“微学堂”、车间级创新过程指导“会诊

堂”、段级创新交流“演武堂”和技改技革创新

成果评审会。

每季度组织干部职工开展安全生产创新

竞赛，引导职工参与微创新竞赛，评选“天津

机务段创新十杰百将”，每半年召开一次创新

工作成果表彰大会……职工创新蔚然成风。

在创新领头人引领下，天津机务段在各车间、班组延伸创新动能，收获多项“微创新”成果——

一个创新工作室激发的澎湃动力

避免返工两三次才能合格

员工自主研制导地线环切自动化装置
本报讯 6 月 11 日，在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 10 千伏玉双

线高峰村施工作业现场，工作人员廖鹏程启动按钮，国网巴中

供电公司自主研发的导地线环形切割自动化装置，将导地线

的铝质部分轻轻剥离，切口整齐、美观。

导地线接续切割是电网施工作业中的重要工序之一。传

统的切割方式，采用钢锯手工操作，容易出现切口不整齐、端

口散股、误伤钢芯等问题，常常要返工二次、三次才能合格。

为解决这个问题，公司员工自主研发出导地线环形切割自动

化装置。该研发团队主要成员何攀说，这一装置不仅切割一

次性合格率由 46.32%提升至 95.56%，操作时间也由 6 分钟下

降至 40秒左右。目前，装置已广泛应用于巴中 500千伏项目、

35千伏花丛变电站改建工程中，因其携带方便、操作简单、使

用安全，受到现场作业人员的一致好评。

导地线环形切割自动化装置的研发，只是这家公司开展

一线创新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他们跨区域跨层级组建柔性攻

关团队，建立科技成果储备库和常态化双创奖励机制，充分发

挥劳模、工匠“头雁效应”，依托创新工作室、QC小组等创新力

量，紧紧贴合生产一线需求，形成了一批填补空白的“小发明”

创新成果，提高了一线作业质量、效率。 （王琪瑶 王松柏）

建立从基础原料到制剂的完整产业链

“科技+人才”带动生物制药发展
本报讯（记者张嫱）位于山东省胶州市九龙街道的青岛

康原药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创新为核心发展理念的生物医药

科技公司，主要从事尿制品药物研发。从尿液收检、药用活性

成分粗提取到精制纯化、无菌生物医药制剂灌装，仅需四个步

骤，便可完成尿制品药物生产。然而，在看似简单易懂的流程

步骤下却藏着“玄机”。

据介绍，每个操作流程的背后都是公司研发团队无数个

日夜的辛勤付出，仅提纯一项便融合了数个科技发明专利。

公司凭借自主创新意识形成了从基础原料到原料药再到制剂

的完整产业链，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药学院、上海市生物医药

技术研究院和生物医药行业协会等 5个单位建立了长期稳定

的产学研关系。

科技创新本质上是人才驱动。公司在自主培养人才的同

时大力“招贤纳士”，引进国内外生物领域顶尖专家学者数十余

名，直接参与HCG、HMG、UK三种尿液提取产品的研发，在 60
余名研发人员的共同努力下，2016年公司被国家药监局确立为

三个尿制品调研的唯一现场，提出的“可追溯性”建议，被国家药

监局采纳，写入《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生化药品附录。今年

2月份又参与起草全国人尿源蛋白粗品行业的团体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