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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纺织车间内，一台经编机上有近 3
万根比头发丝还细的纱线，上千台经编机就

是数千万根纱线。如何快速定位瑕疵点？

一个电器车间内，原材料种类多、体积

大，靠人工搬运、放置，效率不高还容易出

错。如何高效中转？

一个汽车变速器车间内，用于切削作业

的刀具有 600 余种 2000 余把，每把刀具的寿

命从几小时到几百小时不等。如何确保刀

具处于正常作业状态？

如今，这些行业痛点与难题，借助智能

制造的妙招，正一一得到化解。

福建晋江纺织企业——
在数千万根纱线中找到

瑕疵点

“4 号机台异常，请前往查看。”在位于

福建泉州晋江市的华宇织造有限公司智能

车间，工人听到系统自动提示后，迅速来到

指定机台查看。不到 2 分钟，设备恢复正常

运转。

放眼车间，上千台经编机快速运行，每

台经编机上都安装了十几个工业级高清摄

像头。车间中央的数字大屏上，每台设备的

运行状态实时显示。

“断纱、瑕疵直接影响产品质量。以前，

只要机器开始作业，每台设备前都要确保有

1 名工人，通过肉眼在近 3 万根纱线中不断

寻找瑕疵点，不但费时费力，也很难保证效

果。”华宇织造相关负责人苏成喻说。

断纱、瑕疵的快速定位不只困扰华宇织

造，更是纺织行业的普遍痛点。想改造却缺

少借鉴，怎么办？

缺 方 向 ，晋 江 市 工 信 局 工 作 人 员 上 门

指导；缺技术，晋江引进高校与企业开展合

作……经过 4 年反复试验，智能化视觉检测

系统成功落地。

苏成喻介绍，通过高清摄像头进行图像

抓取、算法识别、后台图像分析，哪台设备的

第几根纱线出现瑕疵，系统能够自动定位、

巧妙识别，效率远胜肉眼判别。工人只需要

根据指令赶到机器前处理即可，整个车间每

个班次只需要 3 名工人值守。

如今，从生产端的视觉检测、自动找布、

自动排产系统，到自动仓储和自动物流配送

系统，华宇织造实现了全流程智能化改造。

据介绍，经编机的台运转效率从 70%提高至

85%，产品研制周期从平均 30 天缩减到 15
天，产品不良率和设备能耗也大幅降低。

2015年，泉州启动智能制造推进工作，明

确提出将发展智能制造作为加快产业提质增

效的重要抓手，大力推动智能场景、智能工厂

建设，鼓励龙头企业建设行业领先、覆盖企业

生产管理全流程的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截至

目前，泉州累计推广应用自动化产线 1000 多

条，企业生产效率提高 50%，全市 23 家企业入

选国家智能制造相关项目、46 家企业获评省

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和优秀场景。

广东广州电器企业——
为每批原材料自动贴上

“身份证”

走进美的家用空调事业部广东广州工

厂生产车间，工业机器人正在有条不紊地作

业。“每一批原材料进入生产线前，都会被自

动贴上类似身份证的条形码，通过高空物流

运输系统轨道，运送到生产线上的指定位

置，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工厂工程部部长孙

惠海说。

据介绍，工厂最初对单个设备或流程进

行自动化改造时，由于各环节没有打通，效

率提升有限。打通生产环节，进一步提高物

料中转效率，成为企业的现实需求。

现在，工厂引入自动输送线、自动化立

体库、自动导引运输车等一系列物流设备，

对每一个工件、每一项流程自动扫码、生成

数据。产品组装完成后，搬运机器人进行搬

运，有效提升了物流作业的安全性和准确

性。系统还能对物流数据进行采集、处理、

分析，及时发现潜在问题。

“物联网、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等技术

的融合应用，让物流管理运作更加高效、准

确、灵活。”孙惠海说。最近，他正忙着布置

新的产线，“我们利用数字孪生技术，在系统

上模拟运转产线的工作场景，模拟到最佳状

态再投产。”

走出车间，记者跟着孙惠海来到监控室，

只见数字大屏上的各项生产数据实时更新。

“厂区内布有约 5000 个传感器，不仅能充分

调配使用资源，还能实时发出警报、减少隐

患。”工厂计划物流部相关负责人吕柱慰说。

近年来，广州积极开展智能制造示范工

厂、示范项目培育工作，鼓励高端装备制造

企业率先向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已培育形

成具有区域特色的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

目前，广州市有 3 个全球“灯塔工厂”，7
家企业入选工信部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揭榜

任务单位，28 个场景入选工信部智能制造优

秀场景，还打造了国家级智能装备产业集群

和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陕西西安汽车变速器企业——
对每把加工刀具时时

刻刻做“体检”

陕西西安高新区，在汽车变速器企业法

士特高智新工厂的数据分析室，工程师龙彬

轻敲键盘，就可以查看所有设备的运行情

况。龙彬介绍：“就拿加工刀具等耗材的磨损

来说，以前主要靠一线工人预估刀具进行多

少次生产后就得更换。有时不准确，等出现

废件才更换刀具，不仅造成原料浪费，还会耽

误生产进度。”

现在，通过智能化改造，系统可以对每

一把加工刀具时时刻刻做“体检”。“我们在

每把刀具上都安装了传感器，刀具使用寿命

殆尽时，系统会向现场工人发出提醒。”法士

特高智新公司总经理赵建林说，“机床主轴

的负载电流大小就像‘心电图’，我们对这些

电流数据进行收集分析，通过不同特征可以

对刀具‘望闻问切’，简直太精妙了。”

通过系统智能算法，刀具的使用寿命可

以实现精确预估。“这样我们就能在保证加

工质量的同时，将刀具使用率发挥至最大，

另外也能确保黑灯生产不会因刀具寿命受

到影响，让产线的质量、成本、效率均处于最

佳状态。”赵建林说。

大到厂区环境的温度、噪声等数据，小到

每一把刀具的寿命数据，工厂产线上的传感

器源源不断将各项数据汇集到“智能大脑”

中，每秒采集数据达 10 万条以上。赵建林介

绍，相比传统制造模式，法士特高智新工厂通

过数字孪生、万物互联、智能决策等技术，实

现生产效率提升 80%，能耗下降 20%，产品交

付周期缩短 30%，人均产值提升 5.2倍。

近年来，西安市大力推进制造业数字化

转型，出台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计划、两

化融合提升三年行动计划等。截至目前，全

市累计培育 32 个工业互联网平台，28 个企业

工业互联网项目获得工信部试点示范认定。

本期统筹：韩春瑶

快速定位瑕疵 高效中转物料 实时监测耗材

生产车间里的智造妙招
本报记者 王崟欣 姜晓丹 原韬雄

为 推 动 专 利 开 放 许 可 制 度 高 效 运

行，拓展专利转化运用的模式和渠道，国

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印发关于全面推进专

利开放许可制度实施工作的通知。

通知明确了专利开放许可的基本含

义：专利权人自愿提交专利开放许可声

明，对专利许可使用费“明码标价”，由国

务 院 专 利 行 政 部 门 向 全 社 会“ 广 而 告

之”，任何单位或个人书面通知专利权人

并按照标价付费即可获得实施许可，对

所有被许可方“一视同仁”。

据介绍，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拥有

大量有效发明专利，但转化率偏低。另

一方面，广大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缺乏

专利技术。提升专利成果产业化率，亟

须进一步打通专利转化运用的关键堵

点。其中，专利开放许可就是一项重要

的制度创新。

专利开放许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专利法》第四次修改新设的一种专利特

别许可。实施简便快捷的“一对多”专利

许可，将有利于提升对接效率，降低制度性

交易成本，打通科技成果向新质生产力

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进一步推进专利开放许可制度落地

实施，离不开规范的机制建设。通知从

指导专利权人规范提交开放许可声明、

推动试点项目便捷转为开放许可、指导

专利权人合理估算许可使用费、加强开

放许可声明信息的开放共享等多方面推

动专利开放许可制度高效运行。

比如在专利开放许可制度实施过程

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是明确许可费支付

标准，以在交易双方之间达成对许可费或许可费率的共识。通知

在这方面进一步明确了标准，提出“许可使用费以固定费用标准

支付的，一般不高于 2000 万元；以提成费支付的，一般不高于净

销售额的 20%或利润额的 40%”，并强调要广泛宣传一次性付费、

提成支付、入门费附加提成等常见的专利许可使用费支付方式。

我
国
将
全
面
实
施
专
利
开
放
许
可
制
度

有
利
于
提
升
对
接
效
率
，降
低
制
度
性
交
易
成
本

本
报
记
者

谷
业
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推动制造

业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转变。智能制造是制造业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

长的有效途径，对于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建设智能车间、智能工厂，打造智慧供应链，加快发展装备、软件和系统解决方案……

今起，本版推出“访智能制造 解行业痛点”系列报道，展现各地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的积极探索。

——编 者

■经济聚焦
访智能制造 解行业痛点

R

本报西宁 7月 16日电 （记者乔栋、王梅）第二十五届中国·
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近日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本届青洽会实现签约项目 104 个，总投资额 916 亿元，涵盖新能

源、新材料、有色冶金、绿色算力、节能环保、文化旅游等多个领

域。其中，绿色算力领域签约项目 25 个，签约金额 288 亿元。

本届青洽会通过市场化运作，推动实现生产方和采购方高效

对接。展会在室内展馆及室外广场特设 380 余个标准展位，集中

展览展销国内外名、优、特产品及省内特色有机农畜产品。

第二十五届青洽会项目总投资额达916亿元
绿色算力领域签约288亿元

本版责编：林 琳 吕钟正 林子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