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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一家模具企业，你会发现，每天上百个
批次订单，让企业管理者累并快乐着，直喊“吃
不消”。技术人员通过打造独具特色的工业互联网
标识解析体系，巧妙地将多套管理系统汇集在一
起，搭建起数据“高速公路”，给物料贴上条码，
轻松一刷，数万个数据就开始在高速路上“奔
跑”。如此一来，简化了生产管理流程，提高了生
产效率，企业发展得以轻装前行。

来到一家奶牛养殖场，你会看见奶牛有专属
“身份证”，有“云管家”给“望闻问切”，还能吃
上“营养餐”……智慧牧场正推动奶业绿色、智
能、可持续发展……

回首2022年，人工智能、大数据、5G、云
计算、工业互联网、数字工厂等先进智能制造技
术在沧州遍地开花，有力推动了相关产业转型升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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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青县金牛镇
的一处坑塘内，一条黑色
的“大鱼”正从水底缓缓
游向水面，引得岸边的几
名小伙不断张望，只见他
们紧张地通过电脑不断调
整“大鱼”姿态，让它缓
缓游向岸边。

至此人们才恍然大
悟，原来“大鱼”是一个
水下潜航器。

“这是我们正在实验
的一款水下潜航器，也就
是大家常说的水下机器
人。”河北兴舟科技有限
公司 AUV 技术部部长陈
凯解开“大鱼”之谜。

“今天，我们的团队
正在对两个口径分别为
200毫米和 534毫米的水
下机器人，观察运行情
况，进行静态水域实验和
跟踪。”陈凯介绍。

水下机器人，也称无
人遥控潜水器，一般分为
有缆水下机器人和无缆水
下机器人两大类。

水下机器人技术诞生
于 20世纪 50年代初，在
60年代得到快速发展。近
几年，随着海洋开发产业
的深入发展，水下机器人
的研发速度不断加快，很
快便出现了一批能在各种
水下环境、不同水深进行
多种作业的水下机器人。
可用于水利设施的巡检与

维护、应急救援、管道检测、海洋探
测、渔业养殖、电缆的铺设与巡检以及
军事等各种领域。

陈凯表示，兴舟公司作为海洋智能
装备产业的后起之秀，目前主要从事
智能海洋装备研发，面向国家海洋产
业发展需求，研发出以模块化自主水
下机器人为代表的智能海洋装备，已
形成系列化产品；同时，还开发出多
种遥控水下机器人；开展了水下推进
器、水下声学系统、通用型控制器等
产品的研发。

实验间隙，两位工作人员划着小
舟，护送一条“大鱼”来到岸边。“这是
今天进行实验的一款水下机器人，它

‘块头’较大，口径达到了534毫米，采
用模块化设计，配备了摄像机、压力传
感器、湿度传感器、漏水检测、惯性导
航等系统，并搭载了多种大中型传感
器，可以满足长时间观测所需，在应急
救援、管道检测、海洋探测等领域有广
阔的应用前景。”

前不久，兴舟公司开展了一次水下
搜救实验。

两个模拟溺水者的假人被放到特定
水域的不同位置后，搜寻机器人首先出
发，利用侧扫声呐对特定水域进行搜
索，通过不断探测，确定了假人位置和
周边障碍物轮廓，然后向指挥中心发送
具体GPS位置信息。之后待在附近的观
测型机器人开始作业，按照GPS位置信
息，通过自身携带的救援设备，将假人
打捞救起。

“这次水下搜救实验，充分证明
我们的产品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
复杂环境下的搜救任务，不失为一种
提高救援成功率、减少救援中二次伤
害的可靠方法。”陈凯言谈间信心满
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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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辆货车悄
然来到沧州传化公路港。

然而，汽车刚一驶入
公路港大门，货车相关信
息就出现在了公路港的数
据显示屏上：属于哪个公
司，装载什么货物，计
划待多长时间……相关
信息一目了然。

与此同时，园区内
对应的物流企业已清空
作业区，人员和设备就
位，准备接泊，以求在
最短时间内完成货物卸
车和装载。

望着物流车辆流畅
地进行货物转载，沧州
传化公路港总经理闫树
剑脸上满是笑意：“这是
我们发展智能物流的初
步成果。”

“公司依托大数据
技术，建设了自己的智
慧物流系统，实现货物
运输的无缝对接，极大
缩短了运输、储存、装
卸、流通时间。让出时
间给客户，实现入驻公
司与园区双赢。现在，
货车一出发，车辆信息
就传入了数据库。等车
辆通过门口时，设备对
车牌进行扫描，相关数
据就能马上显示出来，
方便我们进行管理和商
户查询。”闫树剑感慨
道。

“通过智能物流体系建设，现在我
们实现了大型货车的甩挂运行。大型挂
车（货车一种，可以实现车头与货箱分
离使用）出发前，相关信息就进入我们
的数据库，几点到达、拉什么货、停靠
多长时间、一切尽在掌握。”闫树剑
说，“有了这些信息，商户就能提前备
货装车，等货车来了，马上换下空挂
车，接上满载的挂车离开，这样也能充
分调度场地使用。”

“此外，我们的智能物流系统还拥
有运输信息查询和议价等功能。客户可
以在线查询相关线路信息，并可在线询
价、投标等。同时系统作为第三方平
台，还可依托大数据为入驻商户和司机
打分，帮助客户选到优秀司机。”

目前，沧州传化公路港已入驻商户
150多家，每天能服务 4000余辆货车。
同时，依托传化在全国运营的70多座公
路港，实现了智能物流的全国覆盖。

与传化公路港搭建园区间物流企业
无缝对接的智能物流模式不同，海江集
团则专注于“小而散”的危废设备智能
物流运输探索，实现了废旧设备二次利
用。

在沧东工业区内的海江绿色物流
园，一套化工装置正在装车运往港口，
准备送到国外客户手中。

“我们通过发展智能物流，集团物
流板块引入大数据、5G等先进技术，建
立起以石化设备为主的机电设备物流平
台，在优化物流程序的同时，客户还可
以实时查询国内相关产品信息和完成线
上交易。此外我们还实现了货物物流全
程可视化等，让客户可以实时看到自己
的宝贝，消除后顾之忧，目前智能数字
化供应链建设已成为物流产业升级必由
之路。”海江集团董事会主席刘海江介
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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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收割、清垄、
玉米播种……多台智慧
农机联合作业，不仅解
放了农民双手，超高的
效率更是令人惊叹。

今年夏忙时节，在
东光县张辛村的澳牧农
业核心示范区内，小麦
联合收获机、玉米清垄
（分层）施肥（高速）精
量播种机、高效植保无
人机等多种智能化机械
联合作业，高效完成了
小麦收获、秸秆切碎还
田、精量播种等工作，
实现了全程机械化作业。

沧州澳牧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总经理贾福顺
穿过作业现场，脸上洋
溢着兴奋。

贾福顺表示，今年
澳牧农业玉米播种面积
超过了 8000亩，而且全
程实现了收割、还田、
旋耕、播种的一体化操
作 ， 效 率 提 高 了 近
20%，而且没有出现漏
播、起垄偏差等情况。

从去年开始，澳牧
农业开始配备北斗导航
系统终端。终端配合新
型智慧农机，可以自行
作业，高效完成收获任
务，不仅有效降低了驾

驶员的工作强度，而且节省了人工、延
长了作业时间、提高了劳动效率。与此
同时，核心示范区内的收割机、播种机
等农机具上还安装了智能终端系统，可
以对农机具的车辆位置、作业面积、作
业质量等数据进行实时监测。

“通过我们的智能平台，可以把农
机全程机械化服务这一部分做一个汇总
统计，使信息化和机械化融合发展，极
大提高了农机作业的工作效率。”贾福
顺兴奋地说。

同样受益于农机智能化的，还有沧
州市健超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迟永
健。

今年40岁的迟永健是土生土长的农
村人，在他的印象里，“农民”是辛苦
的代名词。“过去种庄稼从种到收完全
靠人工，特别是到了麦收时节，家家户
户齐上阵，那可真是一个汗珠子摔八
瓣。”迟永健说，如今从种到收，农民
当起“甩手掌柜”。

2013年，迟永健应邀去北京参加全
国农民服务者大会，这次北京之行他不
仅开阔了眼界，也捕捉到了一个强烈的
信号，那就是农业种植大有文章可做。

“种粮食必须转型升级，走规模化、机
械化的路子！”

于是，他在村里流转了 2000亩地，
办起了沧州市健超农机专业合作社，同
时在农业部门指导下，开始探索互联
网+农业道路。

合作社成立之初，迟永健将重头
戏还是放在了农机服务上，他采取

“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经营管理模式
和产学研联合的科技推广模式，向周
边农户提供“耕、种、管、收”一条
龙服务。

有了这些先进农机具，迟永健在种
粮路上如虎添翼。他又从园区流转了
3000亩地，主要种植小麦、玉米、油
菜、高粱等农作物，如今每年的收益在
200万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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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渤海新区黄骅市
河北鑫海水产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的养殖池里，
一群群南美白对虾、脊
尾白虾在快活地采食。
突然传感器发出危险报
警，原来是溶解氧传感
器发现水中氧气不足，
向平台预警并快速发出
求救信号。管理平台接
到求助后，即刻通知现
场控制器——增氧机启
动，为水体注入氧气。

就这样，一场“危
机”云淡风轻化解，虾
儿依然采食嬉戏。

“水产养殖，水质
环境至关重要。鑫海水
产借助 5G 技术搭建起
智慧水产管理平台，让
复杂的水产养殖有了

‘智慧大脑’，实现了水
产养殖一键管理，再也
不用担心出现突发情
况。”鑫海水产总经理
许圣钰说。

在公司管理中心，
工作人员密切关注着电
脑屏幕上的养殖池水质
信息，各车间水温及
氮、氧含量等数据一目
了然。

“我们还可以通过手机、电脑登录后
台，实时掌握养殖水质的环境信息，获
取异常报警信息和水质预警信息，根据
监测结果随时调节水质，更利于对虾生
长。”

许圣钰表示，鑫海水产推出了基于
5G虚拟专网的智能应用系统，系统分
为感知层、网络层、平台层、应用层，
依托 5G技术，搭建起物联网平台和大
数据平台，通过 5G网络，将各生产车
间内的摄像头、传感器、控制设备和其
他设备与物联网平台和大数据平台联接
成一个整体，实现了生产全程视频监
控、远程控制，可轻松完成生产环境智
能检测、水体智能增氧等生产管理工
作。

“水体检测一直是水产养殖的重点、
难点，传统方式就是人工对每个养殖场
现场取样、手工逐个检测。这样一个车
间每天仅检测水温、溶解氧、氨氮、盐
度、浊度等数据，就需要 5名检测员耗
费 8小时才能完成。现在通过 5G网络，
我们实现了检测数据全方位 5G实时传
输，一个车间每天只需1人5分钟就能完
成。”现场的技术员这样介绍生产车间内
的运行情况。

在室外养殖场区，智能养殖管理平
台也得到了养殖户的称赞。

在渤海新区黄骅市沿海一处养殖
场，水域面积数千亩。养殖场实现了5G
全覆盖，在水中，水下摄像机在不同位置
观察水产生长情况；在水上，摄像机也随
时待命，将水面、周边湿地、滩涂情况悉
数纳入，实现了网上巡场。“之前巡塘一
次要10多人，现在3个人就够了。”

此外，通过 5G 网络将前端采集到
的海量数据传输到平台，根据大数据的
算法进行分类分析，包含水体数据、养
殖数据等，可视化、网格化展示基地的养
殖指标情况，可以更加科学地指导养殖。
养殖户通过手机或者电脑，可以远程察看
设备运行情况、环境数据等，还可以根
据报警提醒信息，通过 5G网络进行远
程控制管理，实现千亩虾塘一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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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河北汉智数控
机械有限公司生产的新型折
弯加工中心下线并交付客
户。公司总工程师张雪宁表
示，这款折弯加工中心达到
世界领先水平，将帮助机箱
钣金企业的智能生产能力再
上新台阶。

此次交付的折弯加工中
心属于五轴加工中心，可以
完全替代传统折弯机，并实
现了大型板材的全面加工，
效率是传统设备的3倍以上。

近年来，随着制造业的
不断升级，机箱钣金加工产
业对智能制造设备的需求日
益迫切。之前，各家机箱钣
金企业普遍使用小型折弯机
进行钣金折弯处理，一些多
边造型和箱体造型，需要多
道工序连续加工，效率低不
说，且很难对大型板材进行
加工，制约着产业进一步发
展。为此，汉智公司从 2018
年开始筹划研发五轴折弯加
工中心。

在折弯加工中心研发过程
中，汉智公司主动将人工智能
和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应用到产
品开发中。

“我们运用人工智能和大
数据技术，先后攻克了同步控制等多个难
点、要点。”张雪宁打开加工中心围栏。

根据加工产品不同，加工中心内多组刀
具同时工作，最多时会有23轴同时联动，因
此同步控制异常复杂。

“为攻克同步控制这一难点，我们开始
尝试加入智能控制模块，首先通过不断模拟
各种工况，让控制单元熟悉各种工作场景，
然后让其自主‘学习’，逐步实现2轴、3轴
同步控制……，最终实现了23轴共同工作时
的同步控制，且运行稳定。”张雪宁介绍说。

攻克了同步控制难点，折弯精度、弯形
量等难题又接踵而至。

“为攻克折弯精度、弯形量等难题，我
们同样是引入了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其中要
解决弯形量就要拿到不同材质的板材钢性等
物理参数，为此我们和钢材企业合作，拿到
不同板材的物理大数据，同时我们还进行了
海量实验，通过不断积累产品加工数据，进
一步校正数据差，以‘喂饱’我们的数据
库。”张雪宁打开控制系统。

由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加持，汉
智公司的折弯加工中心一推出就受到市场欢
迎，目前已在江苏常州等多地落户。

在汉智公司的车间内，上料机器人等设
备悄然与折弯加工中心站在了一起，只见张
雪宁按下启动按钮，整条生产线缓缓启动。

从料库取料，上料机器人将板材放入折
弯加工中心，加工好的钣金被输送到下一道
工序。整个过程，一气呵成，无一名工人参
与其中，让人初步领略到无人工厂的魅力。

“这是我们正在尝试打造的无人生产
线，实验成功后，可复制推广建成无人工
厂。”张雪宁一脸兴奋。

如今，以汉智为代表的沧州机箱钣金企
业又开始了新的转型——试水无人工厂，以
实现产业的进一步升级。

“现在制造企业运营成本占比最高的就
是人工支出，招工难成为普遍现象，机器代
人是大势所趋。”张雪宁说，“同时，智能设
备生产企业先天具有技术优势，可以通过技
术升级不断提高产品的智能化水平，代替工
人完成生产。因此以设备为依托，进而打造
无人生产线，最后推出或建设无人工厂，成
为产业发展最优选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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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智慧””工厂改变传统工业模式工厂改变传统工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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