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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做好每一根电缆

本报记者

马呈忠

成 都 车 展 为 何 遇 冷

第二十四届成都国际车展本周举办。

与往年相比，今年成都车展面积虽然有所

扩大，但包括广汽本田、上汽通用五菱和特

斯拉等近 20 家重要车企以及不少主流媒体

的缺席，使得本届车展少了一些看点，多了

一份冷清。

成都车展遇冷，并不意外。受国内疫

情影响，今年成都车展是在多种猜测中延

期举行的。厂家出于控风险的考虑，调整

了新品亮相或上市节奏。尽管如全新一代

奔驰 C、新宝马 X3、新帕萨特、第四代帝豪

及长安汽车第二代 CS55 PLUS 等关注度

颇高的新车都在成都车展亮相，但这些新

车无一例外都选择了提前或者延后上市。

甚至如全新一代领克 09、长安 UNI-V、丰

田赛那等重点车型，也是选择提前亮相或

者首发，而不是留给成都车展。这无疑在

某种程度上弱化了本届车展的影响力。

车展背后有车市。要看到，与“北上

广”车展企业更注重品牌形象和技术展示

不同，长期以来，成都车展都是各大车企售

车的重要平台，被业内称为“西南汽车市场

风向标”。特别是在车市从增量市场转为

存量竞争后，车企为了尽可能多地抢占西

南市场份额，都会更加重视成都车展。比

如，在车展期间发布重磅新车，或者举办各

种营销活动，以期在接下来的“金九银十”

中带来更多销量。

然而，由于今年各大车企都受制于芯片

短缺，供给不足，即使新车上市，也无法正常

销售，这使得其参展热情大打折扣。公开数

据显示，全球因芯片短缺已导致汽车减产

585万辆。大众、丰田、福特、通用等多家车企

接连宣布在全球不同地区减少汽车产量。其

中，丰田计划 9月将其全球产量削减 40%，全

球减产规模约 36 万辆。车企减产，对终端消

费者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无车可提。

一个略显极端的例子是，最近武汉恒

信奥龙奥迪 4S 店一位已订车的客户，因为

所订 A6L 被店方临时要求加价 2.5 万元，双

方在退订金方面发生争执，结果遭遇销售

顾问们群殴，引发舆论愤慨。表面上看，纠

纷起因于 4S 店临时加价的不诚信行为，但

不能忽视的是，加价的背后凸显出芯片供

应不足，一汽奥迪产品跟不上市场需求的

尴尬。

此外，成都车展遇冷还与西南汽车市

场的销售结构有关。与供给不足相对应的

是，西南地区从来都不是新能源汽车的主

战场。据报道，今年上半年，成都市的新能

源 乘 用 车 销 量 为 30006 辆 ，同 比 增 长

117.7%，在全国所有城市中排名第 6，仅次

于“北上广深杭”这 5 个限牌城市。不过，除

成都之外，四川省乃至西南市场的新能源

汽车销量都不太乐观。然而，近年来的“北

上广”车展，新能源汽车在其中扮演着越来

越重要的角色。反观今年成都车展，车企

在新能源汽车上似乎没有太多的热情。

不得不说，尽管当前我国汽车市场产

销整体出现下滑，但新能源汽车市场却异

常火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7 月

份 我 国 汽 车 产 销 分 别 完 成 186.3 万 辆 和

186.4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15.5%和 11.9%，

新能源汽车产销却继续刷新历史纪录，分

别达到 28.4 万辆和 27.1 万辆，市场渗透率

已达 14.5%，再创新高。当一个新兴产业的

市场渗透率超过 10%时，意味着其发展迎

来向上加速拐点，这值得深思。

车展背后更有变局。面对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产品和消费方式变

化，大型车展这一传统模式固然有其为消

费者提供体验和感受的优势，但也要与时

俱进。虽然今年成都车展的遇冷可能只是

特殊背景下各种因素交织引发的偶然情

况，但这或许为主办方提供了一个检视自

我，寻找新的特色与定位，提高办展理念和

水平的新契机。

为 工 厂 装 上为 工 厂 装 上““ 智 能 大 脑智 能 大 脑 ””
本报记者 赵 梅

24 小时值守，每小时记录生产运行数

据，在矿山脚下不断调整灰浆浓度，灰尘和

泥水浸透衣衫⋯⋯这曾是金川集团镍冶炼

厂炉窑生产操作人员和矿山脚下充填工人

的传统工作状态。

而今，金川集团借助工业互联网的发

展，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抓手，为传

统工厂装上了“智能大脑”，让工人们告别

了曾经的脏、累、苦，实现了在干净整洁的

中控室操控生产设备，并能对整个厂区进

行全方位、全时段的监控作业。

传统工厂里的“智能大脑”究竟长啥

样？近日，记者走进金川集团，探寻企业

实行“三化”改造，助推高质量发展的制胜

“法宝”。

顶吹炉“变形记”

在金川集团镍冶炼厂顶吹炉检修现

场，实施了一场特殊的“手术”。来自集团

下属单位——信息与自动化工程公司的数

十名“操刀医生”，前后经历数月，反复对程

序逻辑、计算公式、工艺参数、仪表参数进

行核实，通过自主设计，重新构建与顶吹炉

最新工艺流程高度匹配的新系统。

“原有控制系统已经‘超龄服役’，系统

稳定性得不到有效保障，平均 15 天 1 次故

障对安全生产带来巨大隐患，系统负荷已

经达到了 60％。”负责顶吹炉控制系统提升

改造项目的首席工程师刘银虎说。

安装的新系统就像“大脑”有效连接

着顶吹炉各个关键部位的传感仪表仪器

及 电 气 设 备 ，它 们 作 为“ 触 角 ”，时 刻“ 感

知”着炉内、炉外情况，随时采集各个工艺

参数，传输至“大脑”，再经“大脑”加工运

算，将生产操作指令准确传回“触角”，从

而完成整个顶吹炉控制任务。为了让“大

脑”变得更加聪明，工程师们还添加了独

立的应急控制系统、报警管理系统等执行

系统，确保在发生意外的情况下系统依然

安全可靠。

这场“手术”的实现过程异常困难。“在

顶吹炉项目提升改造的冲刺阶段，我们只

有 5 天时间，每个人屏气凝神、全神贯注，领

队刘银虎每天几乎只能休息 3 个小时，反复

在电脑上演算生产模型，如果一个参数出

错，就是满盘皆输。”顶吹炉系统组态总负

责周登婷说。最终，团队出色完成了顶吹

炉控制系统组态工作。

为保障顶吹炉投产后各方面指标运

行正常，系统及仪表工程师在生产现场马

不停蹄、各司其职，有的负责打通网络，保

障每一个神经节点互联互通；有的不停往

返中控室与现场，将仪表的精准度调至小

数点后两位，实时查看炉窑的数据监测、

模型分析、报表及炉窑与仪表之间的数据

对标情况；有的紧盯系统各项参数指标运

行 情 况 ，及 时 为 顶 吹 炉 生 产 操 作 支 招 、

诊断。

拥有“智能大脑”后的顶吹炉大大提高

了系统的计算能力和安全稳定性。预计到

2021 年底，顶吹炉将实现年处理镍精矿量

130 万吨、年产高镍硫含镍量 7.5 万吨、炉窑

作业率达到 96％以上。

自动充填更高效

在金川集团三矿区 46 行充填站中控

室，操作人员坐在大屏幕前，用鼠标点击

电脑上的“一键充填”控制按钮，一台形似

小 火 车 的 大 型 充 填 装 备 就 自 动 开 始 工

作了。

首先，操作人员在“开车”前录入水位、

砂浆流量、搅拌槽液位、砂浆浓度等关键参

数；之后，供水管路开始往搅拌桶内注水，

自动给料机加砂，并与灰浆充分搅拌；最

后，液位、浓度、流量、加水量自动跟随控制

正常充填，从灰浆制备到管路清洗 8 个充填

程序一气呵成。

这台全自动充填“小火车”实现应用之

前，传统作业有 8 个充填工序，要配 8 名仪

表操作人员。充填时，操作人员不仅要实

时监视和调整生产过程中的工艺参数，还

要和其他程序上的操作人员进行沟通。特

别是在开车过程中，要频繁操作仪表，还要

接听其他岗位操作人员的来电，高度配合

协调相关工作。这不仅会让工艺质量大打

折扣，还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为解决这些难题，从 2019 年起，金川集

团信息与自动化工程公司三矿智能“一键

充填”项目技术负责人吴海宝带领陈俊德

等技术人员驻扎在矿山工区。最初，他们

认为只要保证每个工序独立自主运行就

行，但现实却让他们碰了一鼻子灰。

“充填过程并不是简单的 x＝y 单变量

控制系统，而是 x＝y＋z＋⋯⋯＋j 的多变

量、多耦合控制系统，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

全身。”陈俊德说，要重新架构逻辑程序，在

生产一线反复向岗位操作人员了解操作流

程，将程序植入设备，确保充填过程中的每

一个变量达到精准，实现过程全自动化、智

能化，机械无人操作。

“第一次试车时感觉全身的细胞都在

跟着使劲，心里默念一定要成功啊。生怕

程序出现差错，让前面的努力付之东流。”

吴海宝说。第一次试车成功、第二次试车

成功、第三次试车成功⋯⋯大家悬着的心

才慢慢放下来，试车要先通过仿真模拟，将

充填过程在没有物料的情况下实现顺利运

行。最终，智能“一键充填”在三矿区成功

落地。

推进数字化转型

作为专业化数字革命的先遣队，金川

集团信息与自动化工程公司致力于通过

整合集团内各二级厂矿的技术优势和管

理 经 验 ，绘 制“ 数 字 化 ”建 设 技 术 需 求 图

谱，努力为各工厂提供“一厂一策”式的专

业服务。

让工厂拥有“智能大脑”的技术改造，

在 金 川 集 团 采 、选 、冶 、化 及 深 加 工 全 产

业 链 流 程 上 蔓 延 开 来 ，渐 成“ 燎 原 之

势 ”。“ 以 为 各 厂 矿 进 行 控 制 系 统 提 升 改

造 为 契 机 ，将 此 类 大 型 核 心 工 艺 控 制 系

统升级改造的内容、模式等形成方法，及

时总结、推广成熟经验，逐步发展为金川

集团的核心技术。”自动化事业部首席工

程师柴文章说。

近日，《财富》世界 500 强企业名单揭

晓，作为甘肃唯一上榜企业，金川集团公司

位居第 336 位，较去年提升 33 位，这已是金

川集团连续三年上榜世界 500 强。

金川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永前说：

“金川未来要做的不只是实现自动化、信息

化，更在于整条工业价值链全周期管理的

智能化，实现整体效能的提升。”

走进新疆胡杨线缆制造有限公司智能

化生产车间，在工人们忙碌有序的操作下，

一根根铜导体经过绞线、绝缘、交联等多道

工序后变身为不同规格的线缆。“要做出好

线缆非常不容易，需要多个环节的持续专

注发力。下线的每一根电缆产品，要经过

几十项‘考试’合格才能出厂。”新疆胡杨线

缆制造有限公司技术总工程师方国华说。

“在中压电缆绝缘线芯挤制过程中，

过去有经验的工人师傅都不能保证一次

调试合格，启机调试阶段要造成 100 米到

200 米线材浪费。现在公司花费 140 万元

购买并安装了在线测偏仪，就像给电缆线

拍片子，实现了对线芯偏转的实时把控。

电缆绝缘线芯绞制从‘盲人摸象’变成了

‘实时感知’，产品合格率大大提升。”在电

缆生产的导体挤制环节，质量部经理任伟

为公司新近投用的在线测偏仪“点赞”。任

伟说，智能化设备的投用提升了电缆产品

合格率。

在线测偏仪的投用，是该公司通过自

动化设备赋能，专注电缆制造精细化管理

的缩影。设备的更新换代提升了企业的精

细化管理水平，目前公司生产环节自动化

率达到了 95%以上，在多个环节实现精准

把控，减少了浪费。

“要想做出市场认可的电缆产品，需要

在‘专’和‘精’上下功夫，这都离不开持续

的科研创新发力。”方国华说，公司自 2017

年以来坚持将每年利润的 20%投入新产品

研发、设备更新换代、实验室建设等方面。

同时，公司还与新疆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

所加强产学研合作，成立了企业技术中心。

其自主研发生产的矿物质防火电缆，耐火

温度由国家规定的 830℃耐温 120 分钟提

高到了 870℃耐温 3 个小时，达到国内先进

水平。

“防火电缆主要应用于人流量密集的

大型公共场所。公共场所一旦发生火灾，在短时间内温度可能迅

速升高，从而造成断电，给人员逃生、救援带来阻碍。”方国华介绍，

为提高并延长防火电缆的耐高温性，公司 27 名成员和 5 名特聘专

家组成研发团队，于 2019 年初在符合国家标准的防火电缆产品基

础上进行创新研发。为此，胡杨线缆建立了专门的防火电缆实验

室，经过近 3 年的努力，实现了防火电缆在 870℃高温燃烧并伴有

敲击、喷淋综合环境下正常通电 3 个小时以上的要求，且消除了异

味排放。

方国华介绍，目前公司在防火电缆上更进一步，新开发的环

保型复合绝缘防火电缆，通过了高温燃烧、喷淋和震动实验，性

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销售市场良好，2020 年实现销售收入近

亿元。

为紧跟市场需求，今年公司加大了对柔性机器人专用电缆等

新产品的研发力度。“通过采用新材料、新工艺，提高了产品的科技

含量和性能，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方国华说，公司

计划到 2025 年形成电力工程全产业链配套供应。

如今，新疆胡杨线缆制造有限公司共有 30 多种系列产品，取

得创新研发专利 46 项，其中关于防火电缆的创新专利 7 项。新疆

胡杨线缆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杰尉说：“我们将继续坚持走专精

特新型发展之路，专注于高低压电线电缆、控制电缆、防火电缆、辐

照电缆、汽车电缆、光伏电缆

等研发和创新，带动企业转型

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近日，江西赛维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10GW 高效组件车间，工业机器人在自动化生产线上精准操作，生产

高效光伏太阳能组件。该公司通过技改升级，引进全自动排版生产线，于去年 12 月投产，实现智能升级、智

慧生产。今年以来，企业保持良好发展势头，高效太阳能组件产品畅销海内外，前 7 个月实现销售收入 2.76

亿元。 凌厚祥摄（中经视觉）

本版编辑 辛自强 张苇杭 美 编 高 妍

金川集团镍冶炼厂成品车间。

孙 芮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