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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物件里的大创新
叶 子 何梓芸 李飞斐

不会起皱的拉链、竹子制成的吸
管、能智能报警的螺母……你是否发
现，许多身边常用的小物件，悄然发
生了变化？无论是涌现出更多用途、
更新设计的品类品种，还是制造过程
更加绿色、更加智能，这些新意背
后，是一项技术、一条产线乃至一个
行业的创新与转型升级。

创新是企业的动力之源，是企
业发展和市场制胜的关键。近日，
本报采访多家工厂，探寻传统产业
的转型门道，感受小物件中迸发的
创新活力。

市场技术双驱动
绿色转型成大势

金秋九月，艳阳高照。在浙江省
嘉兴市嘉善县西塘镇大舜村，嘉善奇
美服饰辅料厂车间内，配色、造型、
喷漆等数条半自动纽扣生产线正井然
有序地运作。

“我们工厂的制扣设备已‘进
化’为环保设备，相应地，卫生、安
全、管理也都升级了。”嘉善奇美服
饰辅料厂总经理王卓介绍，工厂位于
大舜服装辅料创业园。经历过一波腾
退升级，大舜纽扣产业集群已从“低
小散”的“小作坊”变身绿色发展的

“创业园”。
据了解，大舜纽扣产业已有超百

年历史，是国内三大纽扣生产的重要
集聚地之一，纽扣年产量约 700 亿
粒，从业人员超过2万人，产值规模
40 亿元左右，有“中国纽扣之乡”
之称。光环之下，成长的烦恼也涌现
出来。从前，聚集在这里的绝大部分
都是“小、弱、散、乱”的小企业，
利润以分、厘计，存在耗能高、安全
隐患大等问题，纽扣生产过程中的染
色、电镀、喷漆等工艺环节，还会对
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污染。当时的大
舜虽然工厂林立，但达不到生态绿色
的要求。

“2021 年是大舜纽扣的变革之
年，上千家纽扣企业按照资质进行筛
选与分类，通过淘汰兼并、升级改造
等，我们建设起大舜服装辅料创业
园。”王卓说，嘉善奇美服饰辅料厂
正是抓住了这次改革的机会，主动求
变，提高环境卫生和安全管理水平，
实现绿色生产。

车间和仓库的水泥地新铺上灰绿
色的专用橡胶地板，干净防滑；明媚
的阳光透过落地窗照在粉刷一新的墙
体，搭配高亮防眩光照明灯，整个车
间都亮堂起来；经过科学规划和改
造，车间的电路与机器排列重新布
置，排除了生产安全隐患，减少意外
事故的发生……如今，走进工厂，干
净整洁的景象让人眼前一亮。

“传统制造业的工厂，夏天最不
容易。”王卓说，以往，车间工人上班
要看温度，高温天气下只能工作半天
以避免中暑。如今，车间升级后，工
作环境变得舒适，更重要的是管理升
级，每日例行安全巡查和卫生清洁，
原料和生产废料不再随意堆放，厂房
周边生态环境得到保护，工人的人身
安全也得到保障。

“环保设备的成本比较高，但也
给了我们主动提高质量、扩大销路的
动力。”王卓介绍，也有不少厂家选
择抱团发展。大舜扣多多智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就由 21 家纽扣树脂棒
板材企业兼并重组。新公司的废水处
理设备采用目前较为先进的微生物综
合处理方式，总投资达 1500 多万
元。原本小企业、小作坊无法承受的
投入，现今也轻松“拿下”，助力大
舜纽扣产业集约化、规模化、绿色化
发展。近年来，当地还引入彩印、雕
刻、激光等新工艺，推出玻璃珠光纽
扣、雕花纽扣、金属挂扣等新品类，
有效提升了部分产品的附加值。

生产过程要绿色，产品用途也要
绿色。作为一个产品全生命周期概
念，绿色制造不仅要在生产过程中节
能减排，更要探索新材料、新设计、
新技术，把绿色发展理念转化为创新
发展动力。

餐间来杯奶茶、闲暇点份咖啡，
常常用到吸管。随着绿色生活方式深
入人心，塑料吸管降解时间长、对自
然生态危害大成为共识，市场上出现
纸吸管、PLA （聚乳酸） 生物可降解
塑料吸管、竹吸管等产品。相对而
言，竹吸管废弃后可以较快地自然降
解，能大幅减小对自然生态的污染，

“以竹代塑”成为新趋势。
一株中通外直的竹子，如何变成

一根根细小的吸管？以往，竹吸管通
常是直接利用小口径竹子加工而成，
或通过实心竹圆棒钻孔制成，较为笨
重，耗材量大。在福建省南平市建阳
区，龙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主
创新，研发出无刻痕竹展开和纵向刨
切这两项关键专利技术，使“缠绕式
竹吸管”设想得以落地。

别看名字复杂，这种吸管的体量
与普通吸管无异，轻巧纤薄，淡绿色
的外壳看起来有如真实的竹子，淡雅
的纹路保留着竹节的模样，还有防烫
的特点。公司董事长连健昌介绍，一
根直径约 10 厘米的毛竹，可以做成
约1700根直径8毫米的竹吸管。

“竹材料具备纵向长纤维的特点，
很适合用于缠绕工艺加工。”连健昌解
释，利用无刻痕竹展开技术，先将圆
柱体的竹子软化并无裂隙展开，让管
材变片材。相比传统的原竹直接切割
后再黏合的方法，这种技术大幅度提
高出材率，减少了竹子消耗量。接下
来，利用纵向刨切技术切割片材，得
到0.2毫米—0.3毫米超薄竹片，将竹
片双层缠绕——也就是把超薄竹片

“卷”起来，最终制成竹吸管。
“这样的竹吸管从原料到降解，

都尽可能减少了环境污染，坚韧轻巧
的竹吸管使用体验也更好。不过，市
面上没有竹吸管相关技术的机器设
备，我们要自己去研发。”连健昌介
绍，自主创新的专利技术需要专门设

备来实现批量生产，目前竹吸管生产
技术及设备已经迭代到第三代，成本
较初期下降了60%左右。福建省南平
市建阳区经济开发区内，12 万平方
米的竹吸管生产无尘车间正在建设完
善，预计明年初，缠绕式竹吸管将正
式投产，进入市场。

用竹子制成的吸管，用甘蔗炼糖
剩余的秸秆料制成的牙刷柄……绿色
消费新趋势为传统产业的提质转型提
供了宝贵机遇，越来越多企业依靠创
新找准绿色转型的密码。

工艺设计齐创新
带来使用新体验

小到桌椅，大到航天器，小小螺
母无处不在。螺母也叫螺帽，与螺栓
或螺杆拧在一起用来起紧固作用，是
制造机械必用的一种元件，也是最常
见的小物件之一。最近，在施工现场
的塔式起重机上，一种新型的小螺母
成了排除安全隐患的大功臣。

“传统的螺母松动监测方法，是
利用螺纹量规进行接触，或利用万能
工具显微镜进行人工测量，工作量
大，工作效率低，测量结果还易出现
误差。开展运维和检修工作，大多数
属于高空作业，危险系数还很高。”
深圳市博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倪尔斌介绍，过去，不少工人苦
于紧固件检修。博凯光电便将目光投
向螺母，创新设计出智能预警螺母这
一专利产品。

螺母是如何报警的？玄机就在于
智能预警螺母内部的压力感应点。螺
母和螺栓通过螺纹紧固方式连接，智
能预警螺母紧随正常螺母之后，也拧
在螺栓上。一旦螺栓松动，正常螺母
会退后挤压到智能预警螺母，从而触
发感应点，启动声光报警器，持续发
出警报声并闪烁红色灯光。这样检修
工人就可以直观地看到哪里的螺母出
现了松动。

智能预警螺母背后，还有一个强
大的线上云平台。每一枚智能螺母可
以将报警信号无线发送到通讯网关，
将智能螺母的编号及报警信息上传服
务器。即使不在施工现场，只要在手
机端和电脑端登录云平台，就可以实
时知道松动螺母的位置、编号和报警
时间。倪尔斌介绍，有了智能预警螺
母及其云平台，安全隐患定位更精
准、监测检修更高效。

设计创新、工艺创新、品类创
新，全产业链创新增强了企业发展活
力，也便利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以拉链为例，几乎每个人都有带
拉链的服装。在日常使用中，羽绒
服、防晒衣、冲锋衣等服装由于其材
质特殊，经常会发生拉链处起拱的情
况，既不舒适也不美观。上海东龙服

饰 YCC 拉链有限公司注意到了这一
点，并通过自主研发设计防皱拉链，
在小物件上实现了创新。

“拉链起拱，几乎是每一位服装
设计师在设计拉链相关产品时的痛
点。”上海东龙服饰YCC拉链有限公
司国内品牌开发总监高济祥接受本报
采访时说，由于普通拉链的布带与链
牙长度相同，当缝合在衣服上后，拉
链的布带受缝线吃紧作用而变短，两
侧布带与链牙的长度不再一致，拉链
就会出现起拱、卡涩等问题。新拉链
的设计应用了“以皱抗皱”原理，采
用特殊的编织法使布带较硬且呈波浪
状，经过反复研究和生产实验，公司
开发出适用于不同面料和厚度的防皱
拉链。

别看这一变化不起眼，即使是微
小的创新也并非易事。在上海东龙的
设计工作间，墙上、桌上贴满了各个
阶段的设计草图，大屏幕上播放着为
合作工厂准备的指导生产视频。“我
们整体研发历时3年，为了使这个设
计能应用到更多服装类别中、让更多
人享受到这种便利，这款拉链经过无
数次改版，研发人员去到一家家工厂
和版师对接，最终才将设计创新落实
到人们使用的产品上。”高济祥说，
为了将设计效用发挥到最大程度，他
们专门去合作厂家进行实地调研，根
据大部分工厂存在的问题制成了这个
指导视频。

社会向前发展，创新不会停步。
“人们在穿贴身运动服时，紧贴的拉
链会造成一些不适感，观察到这个困
扰，我们后续将通过减轻拉链对肌肉
的压迫感，来提升人们运动的舒适
度。”高济祥表示，公司将设计出更
多方便消费者生活的创新产品。

智能制造控质量
柔性生产显个性

“磨剪子嘞，戗菜刀呦。”这句
吆喝，大家一定都很熟悉。刀具是
厨房必不可少的烹饪工具。以往，
这 一 行 业 属 于 劳 动 密 集 型 ， 像 下
料、水磨、开刃、装配等基本的工
序，都很依赖匠师个人经验。随着
市场需求的快速增长，手工制造的
效率、产品一致性、良品率等受到
挑 战 。 此 外 ， 传 统 手 艺 人 数 量 有
限，且用人成本高昂，这一矛盾如
何破解？浙江省杭州张小泉集团有
限公司就瞄准这一问题，以数字化
手段推动传统技艺标准化，在智能
制造中保证产品质量的稳定性。

走进张小泉广东阳江刀剪智能制
造基地，智慧工厂的试制车间内，机
器人夹起刀具，敏捷地转入磨刀模
块，只需数秒，一把崭新锋利的菜刀
就已完成开刃。现场操作人员介绍，
对刀具成品来说，开刃角度、锋利度
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参数。张小泉开刃
自动化生产线模拟了人工开刃过程，
配合机器人智能视觉系统、恒定力控
制系统，规避了各种不确定因素对刀
具品质的影响，极大地减少了传统人
工操作可能带来的风险。

在这个智能制造基地，目前已投
产下料、水磨、开刃3条自动化生产
线。工厂采用行业领先的数字化及智
能化协同系统，集智慧工厂、智能生
产、智能物流三大特性于一身，打造
出一个让人、机器、资源互联互通的
智能制造体系。同时，智能制造基地
以自动化生产线提高生产效率，通过
减少物料流转和简化流程，完成了从
下料到包装“一线流”的升级。

刀具制造的数字化转型是中国制
造业加速迈向数字化的一个缩影。中国
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
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3年）》显示，
数字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对中国经济的拉
动作用不断增强。2022年，我国产业
数字化规模达到41万亿元。

业内人士指出，上述数据表明，
我国产业数字化探索向更深层次、更
广领域迈进，数字技术带动传统产业
产出增长、效率提升的作用进一步强
化。随着 5G、数字孪生、人工智能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先进制造工艺在
重点领域的实践应用，企业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步伐加快，生产制造
过程智能化改造迈上新台阶。

数字化在制造业的应用，不仅解
决了生产流程碎片化带来的低效率、
低质量等问题，还能提高柔性化生产
水平，实现“小单快反”，满足当今
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

如今，不少人喜欢定制个性化的
产品。与以往制造业大批量生产的模
式不同，这类需求呈现出单量小、销
售快的特点。以人人离不开的日常用
品——袜子为例，现在，一双袜子也
成了时尚穿搭的组成部分。荧光、卡
通、嘻哈风、街头风……单价并不高
但可以“一秒变潮人”的袜子逐渐成
为很多年轻人日常搭配的必备品，个
性化潮袜的定制需求层出不穷。在

“袜业之都”——浙江省诸暨市，一
系列数字化改造让生产跟得上消费端

“小单起定、快速反应”的要求。
“别看只是一双袜子，我们这款

功能性纤维袜子，完全不是大家印
象中普通的黑白灰袜子，可以说更
像一个‘艺术品’。”说起手上的袜
子，浙江凯诗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戚建军如数家珍，为了符合消费
者的个性化需求，公司从数字化生
产上想办法。以前生产袜子，排单
都 靠 人 工 ， 是 一 项 费 时 费 力 的 工
作；数字化改造后，所有设备可以
共享花型，任何一台机器有空就可
以 自 动 排 单 ， 大 大 降 低 了 用 工 成
本，并实现了柔性生产。同时，客
户对袜子的生产进度也一清二楚。

在诸暨市袜业产业大脑运营中
心，有一块巨大的 LED 显示屏。只
需点开屏幕，就能根据企业需求，在
人才库中快速精准匹配可提供技术服
务的工程师。目前，袜业工程师协同
创新中心已与国内外 35 家高校院所
和 10 家行业协会合作，通过全职、
柔性和共享共用3种方式，引进袜艺
设计、纺织材料、智能设备、品牌运
营4个领域的工程师158名。

“经工程师指导改进，我们的数
字化系统操作流程大大简化，柔性水
平大幅提升。”凯诗利相关负责人表
示，过去袜业以数量取胜，一生产就
是几百万双，现在随着市场需求越来
越个性化、定制化，几百双的小订单
也能接，数字化让行业有了新气象。

图①：7月3日，在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的一家获得“国家级
绿色工厂”称号的橡胶轮胎制造企业，智能堆垛机正在紧张地分
拣作业。

刘云杰摄（人民视觉）

图②：9月4日，在重庆2023智博会华数机器人展厅，嘉宾参观
机器人工作设备。

新华社记者 唐 奕摄

图③：9月10日，在湖南省娄底市双峰高新区一竹制品生产企
业，销售人员在直播介绍竹芯床垫小样。

乃继辉摄（新华社发）

图④：5月23日，安徽省合肥市金湖小学的学生在展示自己用
废弃物品创作的百变吸管作品。

胡朝群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