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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承德信通首承科技公司加强智能化改造——

炼 出 上 天 下 海 特 殊 钢
本报记者 宋美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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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河北省承德信通首承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信通首承”），只见设备

整洁、道路平整，丝毫没有设备轰鸣、粉尘

飞扬的景象。

信通首承总经理李成峰说：“我们公

司是目前国内规模较大的优质商品球团

生 产 基 地 ，总 资 产 达 19 亿 元 ，年 产 能 达

400 多万吨。”

投产 17 年来，信通首承通过技术改

造、产品创新、深化管理，使公司在产品品

质、生产效率以及环保节能等方面均处于

行业先进水平。目前，公司已累计生产各

类优质球团超过 6000万吨，实现产值 600多

亿 元 ，产 品 供 应 全 国 60 多 家 钢 铁 生 产

企业。

生产装备智能化

在球团生产主控室内，一整面墙的监

控屏幕上显示着每道生产工序的实时画面

和数据信息，公司操作员李明星目不转睛

地紧盯大屏幕，根据生产情况随时调整控

制参数。

“刚投产那会儿，生产水平不高，工人

劳动强度大，粉尘废气等污染严重。”信通

首承机动部部长邹洪伟回忆说，为了彻底

扭转这种局面，公司先后投入 10 亿元以上

资金进行科技攻关和智能化改造提升，从

投料、混合、造球到焙烧、冷却，全程实现自

动化“零触摸”作业。

现在，信通首承通过智能化改造，原料

进厂、卸车、存放、生产、检验等已经实现了

全流程自动化智能控制。“我们只需查看监

控、操纵按钮，产品就能顺利生产出来。”信

通首承员工鲍海超说。

“传统生产线需要上百名工人工作，现

在一名工人负责查看实时监控，另一名负

责现场巡检，只需要两名工人就可以完成

全部工作。”鲍海超举例说，一个原料进厂

的皮带运输机值守环节，原先需要 36 名员

工现场作业，智能化改造后全部实现无人

值守。

智能化改造不仅大大解放了劳动力，

还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水平。目前，

公司不仅拥有先进的链蓖机、回转窑、环

冷机等生产设备，还实现了一键联通的自

动 化 生 产 ， 使 企 业 生 产 效 率 得 到 极 大

提高。

邹洪伟告诉记者：“比如，成品出厂时

的计量装卸是最后一道工序，以前是人工

手 动 操 作 ，1 个 小 时 最 多 只 能 装 3 辆 车 。

智能化改造后，建成了自动装车系统，实

现了自动装卸、自动检测、自动计量，不仅

有效提高了装车准确率，且每个小时装车

10 辆以上。”

科研创新前沿化

来到信通首承的产品陈列室，墙上的

数十个火炬形玻璃瓶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这些瓶罐中无一例外地存放着桂圆大小的

黑褐色圆球。

这是信通首承的核心产品——球团。

它们表面看起来没有区别，可内在却有很

大不同，既有各种化学元素的不同组合，也

有矿石品位的自然差别。仅凭不同元素组

合与不同品位配比的球团，就可满足国内

外 60 多家大型钢铁企业的特殊钢材冶炼

需求。

信通首承常务副总经理鲜杰说：“在大

多数外行人的眼中，一般基础性产业不需

要太多技术含量，但是我们生产的高端球

团却能冶炼出‘上天下海’的特殊钢，每吨

售价高达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而依托普

通球团却只能生产常规使用的普通钢，每

吨售价只有几千元。”

信通首承始终把科研创新放在生产经

营的第一位。不仅与北京工业大学进行合

作，建成省级工程技术中心与博士后工作

站，每年还拿出超亿元资金进行技术改造

和产品创新，不间断地开发出新产品。公

司共取得 50 余项国家专利，创新生产 11 个

系列近 20 个球团产品，实现了冶金企业所

需球团品种全覆盖。

随着时代发展和科技进步，含钒含钛

钢铁正在高端钢铁冶炼领域得到广泛应

用。信通首承依靠自身优势，通过数十次

试验，生产出二氧化钛含量为 10%至 12%

的钛护炉球团，由于具备产量大、品种多、

冶金性能好、含钛可变化等优点，产品受到

客户青睐。近 5 年来，企业单一品种销量

已达 500 多万吨。

科研创新不仅需要贴近行业前沿，还

需要贴近用户需求。在企业发展过程中，

信通首承坚持融入行业、贴近客户，努力

解决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比如企

业在深入钢厂调研中，有技术人员反映，

目前市场上的铁矿原料酸性含量偏高，不

仅冶炼过程还原性较差，而且还出现强酸

性物质腐蚀高炉内壁的现象，容易造成炉

龄早衰。得知这一情况后，公司研发人员

立即开展研发试验，开发碱性护炉球团，

经过上百次的工艺改造与比对试验后，公

司终于开发出氧化镁含量为 3%的钒钛镁

质 碱 性 护 炉 球 团 ， 并 将 日 产 量 稳 定 在

7000 吨以上。

碱性球团产品一上市，很快受到多家

钢铁企业的青睐。有公司反馈，应用该球

团冶炼产品后，有利于稳定高炉壁面温度、

降低热负荷以及扩大间接还原，对高炉炉

况稳定和降低燃耗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

用，3 座 2500 立方米高炉同时使用该原料

生产，平均每天提高产量 1125 吨，同时还

可延长炉龄 1 年左右。

信通首承通过紧贴科技前沿、紧贴实

际开展深度研发，球团产品已广泛供应国

内 一 线 钢 铁 企 业 ，部 分 产 品 还 销 往 海 外

市场。

生产管理精细化

走在厂区里，一路上看不到垃圾和杂

物，也没有浮尘和异味。这与企业多年来

加强管理、重视环保、发展循环经济密不可

分。据介绍，公司近年来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理念，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开展环境治理，累计投入 2.3 亿元，建成脱

硫、脱硝、湿式电除尘、原料场、煤场、成品

料场棚化封闭、生产工艺除尘、内部道路自

动喷淋等环境保护治理项目，不仅有效提

升了公司环境质量，还实现了废弃物的资

源化利用。

信 通 首 承 技 术 开 发 部 工 程 师 江 汇

说：“有的钢铁企业厂区里能闻到一种酸

涩的气味，这是在生产过程中二氧化硫

挥发到空气中产生的气味。我们通过技

术攻关，发明了石膏脱硫工艺，使生产

线脱硫迈出了一大步。公司还先后使用

了 6 种设备，进行了上百次不同化

学组合、不同脱硫工艺的对比试

验，研究创新了液汽涡流相变一体化镁

法脱硫及副产品回收工艺。”

该 工 艺 与 原 有 工 艺 相 比 ，有 两 大 优

势：一是脱硫水平明显提高，脱硫效率达

到 99%以上；二是回收的二氧化硫实现了

资源化利用。通过二氧化硫与脱硫介质

镁元素的结合，公司每年产出硫酸镁 3 万

吨至 4 万吨，年销售收入达 1000 万元以上，

实现了环保副产品产出大于环保原始投入

的正增长。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多个系统都会产生

粉尘，其中含有不少铁元素。信通首承通

过运用多种除尘方式将粉尘配料添加到下

一轮氧化球团矿生产过程中，每年能为企

业降本增效上千万元；生产线在运转的同

时会产生大量的余热和余压，通过全面回

收，用于企业供热供暖，每年为企业节约取

暖费 600 多万元。

截至目前，信通首承已获评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河北省产业集群龙头企业、

河北省百强民营企业、河北省优秀民

营企业等称号。

“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废弃物，

只不过是放错位置的资源。”鲜

杰告诉记者，公司施行精细化

管理后，循环经济链条有序运

行。目前，公司每年减少二

氧化硫排放量 1.8 万多吨、

氮 氧 化 物 排 放 量 1000 吨

以 上 、颗 粒 物 排 放 量 逾

1.1万吨。

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盛产“大红

袍”花椒，当地的椒农们怎么也想不

到，曾经困扰他们多年的花椒销路不

畅问题，随着锅圈食品（上海）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锅圈”）的采购引入

迎刃而解。

2013 年，锅圈的几位创始人合伙

开了一家火锅店。火锅店开业以后，

他们发现火锅店经营中存在上游食材

供 应 不 规 范 、采 购 信 息 不 对 称 的 问

题。于是，他们开始搭建终端渠道，于

2017 年在河南省郑州市开出第一家

锅圈零售店，以销售火锅、烧烤食材为

主，涵盖中餐快手菜、生鲜、净菜、调味

品等多个家庭食材品类，一站式为消

费 者 提 供 产 地 直 达 的 食 材 。 截 至

2023 年 10 月，锅圈已将近万家门店开

至全国多地的社区门口。

“怎样才能把餐饮店的规模做大，

实现跨区域发展并获得纵深市场，提

高门店经营效率，是我国近千万家餐

饮店面临的共性问题。”锅圈董事长杨

明超说，锅圈自成立以来，就在探索解

决这些问题。

从产品生产到物流运输，最后抵

达千家万户，强大的供应链支撑了锅

圈的高速成长。生产制造环节，公司

自建了 3 家食材生产工厂，并投资入

股 1 家工厂；采购环节，锅圈采购人员

常年奔波于五湖四海，努力寻找更加

丰富的食材品类；物流运输环节，锅圈

在杭州建立起仓储物流中心。冷库管

理员指着仓储区域向记者介绍，这一

区域库存量可达 38 万件，依托地理位

置优势和专业化的仓储配送，可以快

速响应全国多地合作商。仓储、货运、

冷链一站式物流运输体系以及高占比

的自有品牌商品，让锅圈得以更好地

把控供应链质量和商品价格稳定性。

构建一条坚实高效的餐食供应

链，离不开大量的数字化技术。杨明

超表示，公司在创业初期就开始打造

数字化供应链，努力实现门店管理、员

工管理在线化，让商品货物以及售后

服务可追踪。锅圈用技术赋能生产

力，助力工厂提升管理能力、食材产能，确保食材的品质和安全。目

前，借助数字化工具，锅圈携手工厂建设透明生产线，打通从食材生

产到产品包装的一条龙可视化生产，优化管理效率，提升品控能力。

目前，锅圈在运营管理过程中发现的问题，都能通过数字化乃至

数智化方面的建设得以快速解决。杨明超说：“在补货环节，锅圈推

出了智能补货系统，不仅所有产品的库存实时数据在系统上清晰可

见，还能根据销售数据、库存数据以及天气、季节、节假日等叠加因

素，计算出门店的最佳补货方案。”

同时，锅圈打造的覆盖“采购—仓储—门店—用户”的全业务链

的锅圈云信息中心，将数字化、智能化能力与供应链管理相结合，进

一步提高供应链上下游协同能力。

除了在供应链端发力，锅圈也十分注重洞察市场和消费需求。

经过长期数据分析，锅圈形成了对不同地域消费人群的感知，深入了

解人们饮食需求消费升级情况，不断通过产品创新为人们“在家吃

饭”提供新的解决方案。在消费端，锅圈持续开发和运营锅圈 APP

和小程序，并通过第三方线上平台便捷触达用户，提升购物体验，实

现了门店与线上会员管理的共通，进而更加有效地反哺智能补货、供

应链生产和物流配送。

杨明超说：“多年来，锅圈深耕‘在家吃饭’赛道，努力把食材食品

化，把餐饮零售化。未来，锅圈将进一步强化供应链能力、增加锅圈

食汇自营门店投入、建立研发中心，深入全国更多社区，让好吃不贵

的优质食材惠及消费者。”

河北承德信通首承科技公司厂区外景河北承德信通首承科技公司厂区外景。。 张张 帅帅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河北承德信通首承科技公司产品生产中控室河北承德信通首承科技公司产品生产中控室。。 张张 帅帅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有着“自动驾驶第一股”之称的图森未

来（TSP）日前从美国纳斯达克退市。这是

全球首家主动退市的自动驾驶公司。从登

陆纳斯达克的风光无限，到接连受挫败退，

图森未来的遭遇折射出当前高阶自动驾驶

难以商业化落地的窘境。

公 开 资 料 显 示 ， 图 森 未 来 成 立 于

2015 年，是一家专注于研发大型货运卡

车高阶自动驾驶系统解决方案的人工智能

企业。2017 年，公司在美国加州拿到路

测牌照，完成长距离路测，成为 L4 级自

动驾驶卡车领域“第一个吃螃蟹”的公

司。2021 年，图森未来在美国上市，每

股价格曾高达 79.84 美元，其投资方不乏

鼎晖投资、新浪资本、大众汽车集团、英

伟达等知名创投和产业巨擘。遗憾的是，

图 森 未 来 最 终 没 能 经 受 住 资 本 市 场 的

考验。

图森未来的退市，并非毫无征兆。由

于长期亏损，不能按时提交财报，股价常

年低于 1 美元，去年纳斯达克交易所多次

给图森未来发出退市通知。与此同时，全

球自动驾驶公司出现倒闭或裁员潮，也加

速了图森未来的退市进程。近年来，福特

汽车和大众汽车集团关闭旗下自动驾驶初

创公司 Argo AI，谷歌旗下的 Waymo 已

进行多轮裁员，与图森未来比肩的美国自

动驾驶卡车公司 Embark 倒闭。高阶自动

驾驶商业化落地遥遥无期，不仅让企业经

营陷入困境，也让资本市场失去耐心。

按照国际公认的 SAE(美国汽车工程

师学会)自动驾驶分级标准，自动驾驶分为

L0 级至 L5 级。其中，L1 级和 L2 级属于辅

助驾驶；L3 级是属于有条件自动驾驶，也

是人机角色重要分水岭；L4 级和 L5 级属于

高阶自动驾驶。当前，L5 级完全自动驾驶

技术还很不成熟，鲜有真正的产品落地。

而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和 L4 级高度自动

驾驶技术，目前已有产品问世，在大多数情

况下是有效的、安全的，但在特殊和极端情

况下，安全性还没有得到充分认证。因此，

只是有条件地被批准应用。

没有安全保驾护航，高阶自动驾驶

就很难大规模推广。如果自动驾驶有 1 例

安全事故发生，公众就有足够情绪对其

安全表现出担忧，甚至怀疑。美国通用

旗下自动驾驶公司 Cruise 经历的无人驾

驶上路许可和无人驾驶出租车运营许可

被吊销，以及裁员、召回、首席执行官

辞职等一系列变动，就是因为去年一起

自动驾驶事故不断发酵引发的。舆论认

为，从驾驶员手中夺走控制权的整个想

法，仍然不受消费者欢迎。

尽管有不少汽车公司对外宣称，其产

品和技术已实现高阶自动驾驶，但这很难

经得起市场检验。高情商的说法，不过是

打造一个更具科技感的企业形象；而低情

商的说法，就是可以把车卖得更贵些。当

前，无论是纯视觉方案还是“视觉+激光

雷达”方案，以及其他技术路线，高阶自

动驾驶仍然受到场景限制，整体的稳定性

和可靠性还远远不够。比如，去年特斯拉

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美国硅谷帕洛阿

尔托市的街道公开直播测试FSD Beta V12，

就差点出了事故。

高阶自动驾驶只有大规模使用，才能

够跑通商业化之路。而任何技术要想商

业化，就需结合市场的真实需求。当前，

不少以 L4 级为核心解决方案的自动驾驶

公司开始主动降级，转向帮助企业做好L2级

和 L3 级解决方案，这或许是更为务实的

举措。毕竟，台阶要一级级地爬，沟坎要

一道道地迈，脚下的路走得才更为踏实。

如果把自动驾驶的突破比喻成攀登珠峰

的 过 程，我们现

在 很 可 能 还 只

是 在 半 山 腰 。

高 期 待 的 自 动

驾 驶 与 被 低 估

的复杂度，既考

验 车 企 的 勇 气

与智慧，也考验

车 企 的 耐 心 与

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