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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动 驾 驶 发 展 之 路 不 平 坦

奏响自主品牌华彩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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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水泊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专注研发焊接装备技术——

给 专 用 车 装 上“ 智 慧 大 脑 ”
本报记者 王金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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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水泊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制造的

搅拌车部件焊接机

器人正在工作

。

张思河

摄

（中经视觉

）

无人驾驶被誉为自动驾驶的星辰大海，但现阶段仍面临着法律法规

不完善、长尾场景难解决、盈利模式不清晰等问题。通过高级辅助驾驶

为用户创造价值，以尽快实现商业的闭环，或许是当下自动驾驶公司更

为理性的选择。

近日，天津市津宝乐器有限

公司生产的一批长笛、黑管、萨

克斯等乐器，经天津海关所属蓟

州海关监装后，自天津口岸装船

出海。“随着国内国际市场回暖，

公司的订单持续增长，仅铜管乐

器 厂 小 号 订 单 就 已 经 排 到 8 月

份。”津宝乐器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运斌说，预计到今年年底，公

司产值将达 5 亿多元，比去年增

长约 15%。

津 宝 乐 器 有 限 公 司 深 耕 乐

器 领 域 近 40 年 ，从 小 作 坊 逐 渐

成长为打击乐器、管乐器产销量

位居世界前列的乐器研发与生

产基地，获得国家制造业单项冠

军 示 范 企 业 、国 家 高 新 技 术 企

业、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等称

号。公司生产打击乐器、木管乐

器、铜管乐器、乐器支架、乐器箱

包 5 大系列 400 多个品种，产品

销 往 全 国 各 地 ，出 口 60 多 个 国

家和地区。

位于天津市宝坻区的津宝乐

器有限公司车间内，工人们正在

给乐器调音，生产线自动有序运

转。“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小号管

体智能化生产线，采用桁架式机

械手伺服设计，旋压、拉伸、平口、

焊接、卷边等 28 道生产工艺实现

一体化生产。”津宝乐器有限公司

二分厂管乐器设备技术部主任王

景影说，智能化生产线投用后，产

能大幅增加，产品质量标准达到

行业领先水平。

创 新 是 企 业 发 展 的 第 一 动

力。“乐器企业要不断提升创新能

力，赋予产品新的生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才能行稳致远。”刘

运斌说。

过去，乐器生产都由人工操作，有焊接、打磨、成型等几十道

工序，不仅生产效率低，而且产品质量不稳定。为了推动技术升

级，津宝乐器有限公司聘请 20 多名专家，并引进、培养高端人

才，建起一支上百人的专业研发队伍，开展新产品、新设备的研

究设计制造工作。公司每年投入研发经费 1000 多万元，建成天

津市级企业技术中心、乐器生产信息化应用技术开发中心等企

业创新中心。如今，公司已实现工艺流程全程机械化，产品质量

和生产效率大幅提升。

津宝未来星电子鼓系列产品是津宝乐器有限公司工业设计

创新的最新转化成果。“该系列产品是结合真鼓、哑鼓、电鼓 3 种

功能的电声爵士鼓，其生产全部依托公司自有的数控设备和智

能化特色产线。”津宝乐器有限公司一分厂厂长吴定军说，通过

与行业相关产品对比测试，该系列产品在关键性能、加工工艺、

生产效率和标准化程度等多项关键指标上具有竞争优势。

目前，津宝乐器有限公司拥有自主研发应用设备 700 余台，

专利总数达 400 余项，成果转化率近 80%，形成了以“津宝”为主

品牌的多品牌发展模式。“津宝”及其所属的 8 个子品牌商标已

在 36 个国家注册。

为了推动企业发展迈上新台阶，津宝乐器有限公司选择入

驻京津中关村科技城，规划建设智能工厂，实现流水线、标准化

生产作业的同时，进一步扩大产品种类，更好满足市场需求。“公

司将重点在乐器研发与生产制造领域开展操作技术（OT）、软件

技术（IT）、人工智能（AI）融合应用与创新，打造乐器数字化工

厂，逐步构建向服务型制造转型的产业发展新模式，使产品和服

务在国内国际市场更具竞争力。”刘运斌说。

从自动上料到机器人搬运、激光焊接，

再到清理、码垛，每一道工序都可以在智能

生产线总控系统中进行监控。走进位于山

东济宁市梁山县的山东水泊智能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称“水泊智能”）的生产车间，

智能制造生产线让人眼前一亮。

“我们自主研发出焊缝跟踪装置，无需

人工定位，就可在焊缝大幅度偏差的情况下

进行实时连续跟踪，利用积累的信息进行全

方位自动焊接。”水泊智能总经理刘帅介绍，

2022 年 5 月，作为一家专用车配套装备生产

企业，公司入选工信部公布的第三批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名单。

推动技术创新

伴随汽车运输工具逐步普及，为汽车生

产全挂车、半挂车的专用车企业不断涌现。

“随着产业不断发展，这些企业迫切需要专

业的配套设备。”刘帅说，“2004 年，我们成

立了山东水泊焊割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

称‘水泊焊割’），为专用车企业提供设备服

务，这就是水泊智能的前身。”

成立以来，水泊焊割持续推进技术创

新。针对半挂车大梁手工焊接质量和效果

不稳定的情况，公司利用电机和仿形技术，

实现焊枪对焊缝的准确识别；利用气动旋转

原理，实现收放料机构与焊缝完全重合。

“2000 年，公司自主研发的龙门焊问世，实

现了变截面汽车大梁的自动化焊接，效率较

传统工艺提高 10 倍以上。”公司技术总工申

伟说，依靠新技术，水泊焊割的设备逐渐进

入全国市场。

随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公司生产的单台

（套）设备占用人工多、效率和产能有限的局

限性逐渐显现，生产线类的产品成为当时提

高产能、减少人工的行业新趋势。2008 年，

水泊焊割研发出大型罐体制造自动化生产

线，在不规则三维曲面的焊接成型领域实现

了重大突破，相当于给设备安上了“眼睛”。

通过操控界面，可实时监控设备焊接效果和

质量，减少了人工干预带来的影响，保证了

生产的安全可靠。

寻求转型升级

随着智能化制造的蓬勃发展，水泊焊

割开始寻求向智能化方向转型升级，工业

机器人集成系统及焊接机器人成为公司发

展的新方向。2022 年，公司更名为山东水

泊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此后在智能化

方向上积极创新升级，力争实现从制造到

智造的转型。

其实早在 2010 年，公司就已经开始布

局工业机器人的开发与应用。“当时，专用

车行业整体人工成本上升，人们对行业安

全性、智能化的预期也越来越高。”刘帅说，

工业机器人作为多功能、多自由度的设备

和系统，通过重复编程和自动控制，结合制

造主机或生产线，可形成单机或多机自动

化系统，进而实现搬运、焊接、装配等生产

操作。

经过不断研发，公司先后开发了制造栏

板、厢板、自卸车及集装箱产线的焊接、搬运

机器人，为生产工艺提供人性化、绿色化的

技术服务和配套环保防护，并通过设计上的

改良和优化，避免了工人在爬高俯低的操作

中可能产生的安全隐患，也降低了焊接过程

中产生的烟尘污染。

“我们针对人工焊接耗时长、效率低的

问题，研发了集装箱焊接生产线、搅拌车智

能生产线、铝合金厢式车智能生产线等定

制化、柔性化、模块化产线。”水泊智能技术

部部长邓祥祥介绍。公司为一家港航装备

产业园提供的“集装箱焊接生产线”，可以

实 现 单 班 生 产 集 装 箱 50 台 ，每 台 集 装 箱

生产时间仅需 6 分钟至 8 分钟。整条焊装

线约 70 个工位，60%的工位均采用专机自

动焊接，专业自动化程度较高，使得员工

减少了 40%。

随着 5G 网络持续发展，水泊智能还搭

建起 5G 云化 AGV 小车（自动导引运输车）、

无人焊接机器人等应用场景，可实现智能控

制和数据采集。走进水泊智能的智能工厂，

看不见忙碌工作的工人，只有焊接、抓举、

组 装 等 工 业 机 器 人 在 生 产 线 上“ 各 司 其

职”。水泊智能研发部部长石继超告诉记

者，随着近几年识别技术水平的发展进步，

立体仓储与 AGV 小车已成为公司智能工

厂的“标配”。

开展产学研合作

近年来，水泊智能一方面继续追踪专用

车行业智能化发展，紧盯生产技术及工艺，

持续保持创新动能；另一方面加大市场开拓

力度，引进高精尖人才，持续推进产学研

合作。

“专用厢式汽车具有相对独立、防雨、

防 尘 和 节 能 等 优 点 。 但 过 去 焊 接 多 为 人

工，焊接质量不高，使得车厢质量难以保

证，同时还存在生产环境差、劳动强度大等

问题。”申伟说，针对这些问题，公司与山东

交通学院合作推进汽车货厢全自动智能化

总成生产线项目，通过建立多机智能协同

控制方案，解决生产过程中的问题，提高系

统安全性。同时，公司针对各生产现场的

不 同 情 况 ，设 计 了 重 载 AGV 机 器 人 原 地

360 度旋转及前后行走控制方案，可自适应

生产车间的复杂路况。通过增加生产线柔

性，改进工件定位方法，不断改善生产线规

划、物流配送和资源调度等，优化整个智能

化生产线，使得生产制造能力不断提升，生

产环境持续改善，并大大降低能耗和生产

成本。目前，该项目产品已实现成功转化，

并销售到多家专用车生产企业，为公司带

来更多收益。

2022 年 3 月，公司与华中科技大学达成

产学研合作协议，合作成立“智能焊接装备

技术联合实验室”。实验室以专用汽车核心

焊接工艺智能装备为突破口，打造专用汽车

领域智能焊接数据中心以及“人工智能+工

业互联网”研发基地，带动地方专用汽车产

业化升级。

“针对行业内焊接全过程智能诊断系统

的不连贯性，产学研合作充分发挥校企双方

各自的科研优势、技术优势、人才优势，共同

攻克技术难关，形成科研成果，解决行业技

术 痛 点 ，实 现 了 科 技 成

果的转化。”申伟说。

水 泊 智 能 采 取“ 引

进来、走出去”的方式，

先后与多所高校和科研

院所形成产学研用战略

合 作 联 盟 ，并 建 成 山 东

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

4 个研发平台。目前，公

司 获 得 国 家 授 权 专 利

101 项，其中，发明专利

36 项。

“ 我 们 将 发 挥 智 能

工厂、智能机器人、机器

人深度应用自主研发优

势，实现从装备设计、项

目 管 控 、车 间 建 造 到 厂

区管理的智能化全流程

覆 盖 ，为 专 用 车 制 造 装

上‘ 智 慧 大 脑 ’。”刘

帅说。

曾经，自动驾驶被认为是汽车行业的

未来发展趋势。

以 无 人 化 程 度 ，自 动 驾 驶 被 分 为 L0

至 L5 共 6 个等级。L1、L2 是辅助驾驶，需

要 司 机 操 控 或 随 时 接 管 ；L3 及 以 上 是 自

动驾驶，事故主要责任从司机变为系统，

但 L3 仍 需 要 司 机 坐 在 驾 驶 位 以 及 时 接

管；L4 可以去掉驾驶员，在一定环境内无

人驾驶；L5 则是在任何天气、路况下都可

以 无 人 驾 驶 ，被 誉 为 自 动 驾 驶 的 星 辰

大海。

此前，一些激进的科技公司和车企预

计 2020 年 前 后 ，无 人 驾 驶 就 能 商 业 化 落

地 。 现 在 回 过 头 来 看 ，都 没 有 实 现 这 一

目标。这意味着，奔向星辰大海的道路并

不平坦。

首先，法律法规不完善。尽管去年 6 月

份深圳市发布了《深圳经济特区智能网联

汽车管理条例》，这也是国内首部关于智能

网联汽车管理的法规，但从全国范围来说，

目前尚无针对无人驾驶汽车发生交通事故

时 的 完 善 法 规 。 由 于 无 人 驾 驶 技 术 具 有

诸多不确定性，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责任

认 定 十 分 困 难 。 当 自 动 驾 驶 汽 车 发 生 事

故时，到底谁来为决策负责？如果让车厂

承担责任，创新难以持续，所有车厂都将

偃旗息鼓，不敢投入研发。如果回到消费

者身上，无异于倒逼用户尽可能不选择购

买“体验一般，却可能麻烦不断”的自动驾

驶技术。

其次，长尾场景难解决。长尾场景即

特殊场景，这是自动驾驶全无人商业化落

地的关键，也是自动驾驶公司在商业化竞

争中胜出必须面对的难题。要看到，当前

自动驾驶相关功能主要基于人工智能技术

来实现，但目前人工智能算法只能完成此

前被训练过的场景任务，难以通过纯理论

或推算得到所有场景，包括无法预测的人

类行为在内的长尾场景，这就使得自动驾

驶全无人商业化落地存在安全事故潜在风

险。如果没有安全作保证，无人驾驶注定

跑不快，也跑不远。

此 外 ，盈 利 模 式 不 清 晰 。 自 动 驾 驶

全 无 人 商 业 化 自 身 高 昂 的 成 本 ，以 及 其

商 用 所 需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的 投 入 ，需 要 一

定 的 商 业 模 式 来 消 化 ，否 则 难 以 实 现 大

规 模 应 用 。 然 而 ，目 前 自 动 驾 驶 全 无 人

化 试 点 主 要 以 无 人 小 巴 、无 人 出 租 车 等

形式开展，涉及地区有限，且普遍规模偏

小 。 考 虑 到 当 前 法 律 法 规 的 完 善 进 度 、

技术发展的水平、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

以 及 民 众 的 接 纳 程 度 ，恐 怕 自 动 驾 驶 全

无 人 商 业 化 在 较 长 时 期 内 都 无 法 完 成 自

我造血目标。

问题还在于，目前的自动驾驶企业，尤

其是 L4 级的自动驾驶企业，基本处于亏损

状态，自身难以造血。如果不能登陆二级资

本市场融资，生存将十分困难。事实上，经

过近些年热炒后，面对高阶自动驾驶迟迟难

以商业化落地的现实，资本也开始失去耐

心。去年，包括英特尔旗下的 Mobileye 的众

多自动驾驶公司估值大幅缩水，不少自动驾

驶公司甚至裁员倒闭，就是很重要的信号。

而一些自动驾

驶公司不再仰

望 星 辰 大 海 ，

低 头 回 归 现

实 ，通 过 高 级

辅助驾驶为用

户 创 造 价 值 ，

以尽快实现商

业 的 闭 环 ，或

许是更为理性

的选择。

山东水泊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正在调试焊接机器人。

刘云龙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