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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行业属于典型
的流程生产行业，生产过
程是连续不断的，想要在
复杂环境下及时传递大
量信息，原有的信息化系
统亟待智能化改造。

近年来，“5G+工业
互联网”以大数据赋能，
促进远程操控、协同作
业、故障诊断等功能加快
应用，正助推这一传统行
业提质增效。

■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聚焦“5G+工业互联网”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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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操作工在生产车间里挥汗如雨，

如今，坐在操作室就能远程操控生产。过

去，生产设备如果发生故障，影响产品质量，

一般到最后抽检才能发现，如今，传感器自

动监测设备运行，实时诊断故障并精准定

位，良品率更高了。

钢铁行业的生产场景相对复杂，生产工

艺要求较高。近年来，得益于“5G+工业互

联网”的推广和赋能，钢铁生产制造逐渐向

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转型，技术的进步为行

业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更多动力。

远程操控，生产更安全高效

巨大的电磁吊具，吸附起数吨重的废旧

钢材，提升、横移、调整位置，再精准地放置

到运输车斗里……在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

限公司的 5 米宽厚板厂炼钢区，4 台天车（桥

式起重机）正紧张有序作业。

此时，操作工谭彬正坐在宽敞的远程操控

室里，目视屏幕，拨动摇杆，按动按钮，轻松完

成装载吊卸任务。“以前在天车桥架下的操作

室里工作可不是这样的。粉尘多、噪音大，虽

然操作室里已经相对封闭，但时间长了，还会

有灰尘漫进来，工作时必须时刻戴着口罩。”

帮助谭彬实现作业环境改变的，是华菱

湘钢利用“5G+工业互联网”技术实现的天

车智慧改造项目。

华菱湘钢生产设备部副部长何炜介绍，

利用新技术的超高可靠性与超低时延，车间

实现了数据的超高速上传与下载，能对设备

进行精准化操控，真正实现人与机器的分

离。5G+天车的智慧化改造，让工人的效率

提升了不少。

在宝钢股份湛江钢铁有限公司热轧厂，

工作人员吴耀腾有同样的感受。说起 5G 技

术给工作带来的变化，他连连点赞：“现在坐

在办公室里就能远程操作设备，安全舒适还

高效！”吴耀腾负责车间内无人天车的运行

跟踪，以前他要在 10 多米高的天车上操控

机器，精神必须高度集中。“自从应用新技术

后，无人天车帮了大忙，少了上下车的危险，

而且一个人就可以控制 4 台天车。”

“5G+智慧钢铁的场景应用已多点开

花，类似 5G 天车远程控制、自动控制等，已

具备大规模复制的技术和产业基础。”中国

移动广东公司湛江分公司总经理潘卫东表

示，未来，5G 结合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技

术，能帮助解决钢企网络碎片化和信息孤岛

的问题，并在制造和管理中引入信息化、数

字化和自动化解决方案，提高企业的生产效

率和盈利能力。

协同作业，机器实现默契配合

在钢铁生产车间，推焦车、拦焦车和熄

焦车呈一条直线排列，行驶到炭化室后，即

将进入推焦、拦焦、熄焦等工序。在推焦过

程中，机车自动识别所处炉号，并行驶到对

应炉号旁……记者近日在河北唐山的首钢

京唐公司看到，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般自动

完成。

对钢铁企业来说，焦炉是不可或缺的设

备。焦炉的四大机车——推焦机、拦焦车、

熄焦车、装煤车，分工不同，又相互联系，通

过信号的传送构成有机统一的整体。

在中控室的显示器上，四大机车的运行

数据一目了然。整个管理系统除了可以实

时监测机车运行情况，还能实现人机对话，

发送工作指令。“焦炉四大机车运行数据由

设备本体集中上传到中控室，过去由于带宽

小，图像传输常常出现卡顿、滞后。”京唐公

司焦化部生产室工作人员丁洪旗介绍。

钢铁行业属于典型的流程生产行业，生

产过程是连续不断的，想要在复杂环境下及

时传递大量信息，原来的信息化系统已经难

以为继，对智能化制造需求迫切。2019 年，

京唐公司焦化部将 5G 技术应用于四大机车

的远程操作中，实现多机智能化同步联动，

使设备远程操作模式更加可靠、高效、安全。

“我们现在实现了图像的稳定、安全、快

速传输，中控室经过分析、逻辑判断后，发出

相应指令到机车的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从而

实现四大机车的分工合作。”丁洪旗说。

华为 5G 钢铁行业专家彭俊说，相比其

他无线制式，5G 的优势更突出，可以将生产

现场的多台设备按需灵活组成一个协同工

作体系，实现分工合作，提高生产效率，降低

生产能耗。据介绍，自 2019 年以来，首钢京

唐公司利用“5G+工业互联网”等技术，推动

钢铁制造技术与装备转型升级，生产效率提

升了约 15%。

故障诊断，实时监测主动维护

伴随着“轰隆隆”的响声，红彤彤的钢板

在滚轮上快速移动，经过轧制、喷淋冷却变

成黑色的钢带，再卷曲成钢卷……在辽宁鞍

山的鞍钢股份热轧带钢厂，1780 热连轧生

产线生产作业区作业长马良在后台盯着显

示屏，查看钢带生产情况。

马良说，在 100 多米的传输轨道上，一

共有 400 多个辊道，在热轧过程中，如果某

一电机出现故障使得辊道停滞，就会造成钢

带表面的大面积划痕，影响产品质量。“以往

这类问题只有在产品最后抽检时才会发现，

但等发现时生产线上可能已经又生产出好

多有划痕的产品了。”

2019 年，鞍钢在 1780 热连轧生产线建

设 5G+设备（电机）预测性维护试点，有效

解决了这一问题。鞍钢信息产业公司首席

研究员刘佳伟介绍，“利用‘5G+工业互联

网’升级关键基础设备后，设备传感器收集

的温度、振动、压力、流量等数据，会实时传

送到云端，再通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

就能实现即时的监测、诊断、处置等。”

以 1780 热连轧生产线为例，应用“5G+
工业互联网”后，每个辊道的电机电流都会

被实时采集，一旦出现异常就会立刻报警并

精准定位。“以前发现产品划痕后倒查问题，

需要对 400 多个辊道逐一排查，要花半个小

时到 1 个小时不等，现在 10 分钟内基本就能

确定问题。”马良说，“检修效率提升了，停机

时间缩短了，废品、次品、降级品率由原来的

7%左右下降至 3.8%，对企业来说省下的都

是真金白银！”

除了故障维修外，“5G+工业互联网”的

应用还实现了对设备的主动维护。

“以往维护设备主要靠人员进行点检

定修，现场工作量大、有危险性，而且准确

率不高。有些设备的备件状态还正常，但

到了更换周期就要更换，造成了浪费；有些

备件已经有劣化趋势，点检时没发现，就可

能发展成故障。这些都高度依赖点检人员

的经验。”刘佳伟说，“现在，老师傅的经验

转化为数据模型，通过数据分析，科学维护

设备，实现对设备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在

1780 热连轧生产线上，改造后的紧急停机、

故障维修次数下降了 20%，机组作业率提

升了 5%。”

上图：华菱湘钢工人正在操作 5G 智慧

天车。 资料图片

应用场景多点开花 生产流程持续优化

技术进步 5G赋能钢铁行业
本报记者 申智林 姜晓丹 贺 勇 胡婧怡

近年来，钢铁行业基于国内外发展形势

和自身转型升级需求，不断推进“5G+工业

互联网”建设与实践，形成了一批具有参考

价值的试点示范成果。

尽管当前部分大型钢企在“5G+工业互

联网”建设与应用领域开展了先行先试，但

在钢铁行业整体推进还存在一些瓶颈。一

是企业对“5G+工业互联网”应用场景、使用

价值及建设路径缺乏系统认识。二是建设

“5G+工业互联网”的资金、人才及技术要求

门槛高。三是当前技术发展难以完全满足

行业各类业务需求。

为更好推进赋能，还应从以下方面发力：

加强方法论研究。加紧编制行业应用

指南及标准化文件，为企业认识、建设及应

用“5G+工业互联网”提供参考；加快梳理

“5G+工业互联网”赋能钢铁行业解决方案

及优秀供应商，推进供需对接。

加快技术产业化进程，探索商业模式。

通过构建规范、健康的产业生态形成规模市

场，降低产品研发与生产成本；积极探索 5G
网络在钢铁行业运营的商业模式，推出低成

本、标准化、可定制的部署方案，减轻企业建

设负担。

加速技术融合创新。通过 5G 与工业网

络、边缘计算等技术的加速融合，实现“5G+
工业互联网”在可靠性与实时性等性能方面

的提升，满足钢铁行业不同种类业务需求。

（作者为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

本报记者韩鑫采访整理）

推进供需对接 加速技术融合
胡坚波

从“ 企 业 找 政 策 ”到“ 政 策 找 企

业 ”，从 企 业 被 动 申 请 到 系 统 自 动 匹

配，从人工层层审批到平台自动审批

……今年以来，安徽省亳州市依托大

数据，实施“免申即享”政策，进一步优

化了营商环境，坚定了企业在亳州的

发展信心。

不了解政策，看不明白，也不会申

报 ；准 备 材 料 费 时 费 力 ，不 知 从 何 下

手；审核慢，不知道具体哪个部门负责

……惠企政策申报一度让企业摸不着

头脑。“这些问题现在都得到了解决。”

亳州市数据资源管理局政务服务科科

长 袁 浩 介 绍 ，依 托 惠 企 政 策“免 申 即

享”平台，系统自动匹配、自动审批、智

能化测算，企业只需登录平台点击“确

认”选项即可。过去的“申请、受理、审

核、提交收款材料、核拨、拨付”六大流

程被简化为“数据比对、意愿确认、拨

付到账”。

“得益于‘免申即享’政策，今年的

稳岗补贴很快到账了。去年我们在人

社部门网站看到相关信息后，准备了

各项证明材料进行申请，人社部门审

核后公示无异议才发放。”安徽济人医

药集团人力资源部副经理王宗臣告诉

记者，相较而言，“免申即享”帮企业节

省了人力和时间成本，让企业可以多

用精力跑市场，少费功夫跑政府。

在亳州，像安徽济人医药集团一样

享受“免申即享”政策便利的企业已有

7000 多家。今年以来，亳州市持续推

进“放管服”改革，搭建亳州市惠企政策

“免申即享”平台，通过大数据比对、流

程再造、信用监督等方式，实现惠企政

策奖补资金兑现企业“免申”、平台“智

审”、资金“直达”。目前，亳州市惠企政

策“免申即享”平台已上线市、县（区）两

级“免申即享”政策 1179项，发放各类奖补资金 15156.8万元。

10356 个可网上办理事项全部实现全程网办……营商环

境优化带来实实在在的成效。 1—9 月，亳州新签约亿元以上

工业项目 208 个，总投资 967.96 亿元、同比增长 59.99%。新落

地 亿 元 以 上 工 业 项 目 120 个 ，总 投 资 367.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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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1月 10日电 （记者吴秋余）中国人民银行发布

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10 月份，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8262 亿元，

同比多增 1364 亿元。截至 10 月末，我国本外币贷款余额 196.3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4%，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 190.29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1.9%。

据初步统计，今年 10 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1.59 万

亿元，比上年同期多 1970 亿元，比 2019 年同期多 7219 亿元。其

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 7752 亿元，同比多增

1089 亿元。

10月人民币贷款增加8262亿元

秋播已经收尾，看着 2500 多亩地的小麦，河北省邯郸市永

年区刘营镇余刘营村的种粮大户刘军心里踏实了许多。早在秋

收前，他便谋划好了品种结构，向区农业农村局申请了用于播种

的节水小麦品种。

2018年，在区农业农村局的帮扶下，刘军首次尝试种植节水

品种小麦。“没想到节水效果这么明显！”节水小麦的种植给刘军

带来了新体验，“平均一亩地至少可少浇一次水，配套使用精细整

地、播后镇压等农艺节水技术，平均每亩至少可节水 50立方米。”

水量减了，可产量不减。“今年夏收时，俺家小麦平均亩产足

足有 1200 斤，跟以往相比是有增无减！”刘军说。

为推进农业生产节水，河北积极探索冬小麦节水种植技术，

通过选育 50 多个抗旱节水品种、免费供种到户，同时配套落实

农艺节水技术，实现小麦节水稳产。2014 年至 2020 年，河北全

省累计推广种植节水小麦 3410 万亩。

一手抓节水种植，减少灌溉次数；一手还要抓节水灌溉，提

高灌溉效益。

在晋州市槐树镇龙泉固村的悠闲家庭农场，昔日用来浇水

的垄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水管。“喷淋灌溉、浅埋滴管

等节水灌溉技术的普及，既减少了水资源浪费，也提高了水肥利

用率。”晋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孟兵祺介绍，“今年，我们将继

续加大推广和扶持力度，将使用浅埋滴灌的农田增加至 5000
亩，让使用喷淋灌溉的果园苗圃等增加至 3000 亩。”

推行小麦节水种植、推广节水灌溉、探索旱作雨养种植技术

……2014 年以来，河北多管齐下推进农业生产节水。“全省农业

用水已由 2014 年的 139.2 亿立方米，下降到 2020 年的 108 亿立

方米。”河北省农业农村厅二级巡视员李联习说，“今年，我们重

点采取稳定季节性休耕规模、提升高效节水灌溉面积、持续推广

小麦节水品种及配套技术等措施，力争实现年新增农业节水量

2.72 亿立方米以上。”

河北农业年用水量6年下降30亿立方米

这里种地更省水了
本报记者 邵玉姿

本版责编：沈 寅 白之羽 林子夜

本报北京 11月 10日电 （记者曲哲涵）财政部近日一次性

新增安排 14 亿元资金，用于对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等 5
省开展农田排涝、粮食烘干收储，购置燃油、肥料、种子（苗）等农

业生产恢复所需物资材料及服务给予补助，重点弥补农机作业

因柴油价格上涨而增加的成本，确保今年秋粮丰收并为明年春

夏粮食生产奠定基础。

为确保资金及时快速发挥实效，中央财政要求上述 5 省在

收到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后 10 日内完成分解下达，及时将资金兑

付给实际种粮主体和作业服务组织，切实保障秋收和秋冬种各

项生产举措落实落地。

新增安排14亿元资金

财政部支持秋收和秋冬种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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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9 日，位于湖北省荆门

市 漳 河 水 库 的 大 片 红 杉 林 格 外

美丽，红红的枝叶与碧绿的漳河

水交相辉映，吸引了桨板爱好者

和游客前来打卡。

彭 琦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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