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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企 自 信 来 自 关 键 核 心 技 术

河北亚都提升研发试验能力

—
—

创新改进管道铸造工艺

本报记者

王胜强

恒辉编织深耕编织装备领域——

高科技绳索“上天入海”有绝活
本报记者 蒋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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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辉编织制造的大型重载海工绳缆编织装备。 （资料图片）

走进位于江苏徐州市沛县龙固镇高

端装备制造园的徐州恒辉编织机械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一台 10 米高的大型多功

能缆绳编织机装备正进行出厂检验，即

将交付客户。

“这台缆绳编织机设置了 96 个编织

锭，总重 150 吨，占地面积 950 平方米，

编织的产品可广泛用于海上石油平台的

系泊工作。”恒辉编织总经理韩金辉说，

企业研发的编织装备最大可织造直径 430

毫米，长度超过 2000 米且无接头，额定

载荷 2800 吨的重型绳索，处于全球领先

地位。

恒辉编织从为电线企业做配套的乡

镇 企 业 起 家 ， 发 展 到 如 今 生 产 海 洋 工

程、医疗器械等特种绳索装备的行业头

部企业，30 多年来始终聚焦编织装备的

研发创新，开展技术突破，推动创新链

与 产 业 链 融 合 发 展 ， 不 断 抢 占 行 业 制

高点。

2024 年，恒辉编织成功入选第八批

国 家 级 制 造 业 单 项 冠 军 企 业 名 单 。 目

前，公司已获得国家专利 151 项，获得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先后获评国

家 级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 国 家 级 专 精 特 新

“小巨人”企业。

把握机遇

在龙固镇高端装备制造园里，恒辉

编织 6 个厂区的白色现代化厂房显得格外

壮观。

韩金辉告诉记者：“自成立以来，企

业始终心无旁骛聚焦主业，在编织装备

细分领域实现快速发展，产品销量连续

多年稳居编织机械行业前列。”

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市场上的电线

绝 缘 层 主 要 是 线 编 棉 织 物 ， 生 产 电 线

须 配 套 编 织 机 设 备 ， 恒 辉 编 织 董 事 长

韩 百 峰 意 识 到 ， 随 着 电 线 电 缆 普 及 使

用 ， 编 织 机 装 备 生 产 将 是 潜 在 市 场 。

“1986 年，我们还是一家为徐州红旗机

械厂提供编织机配套部件的小作坊，虽

然资金、人才都很匮乏，但我们看好编

织机制造行业。”韩百峰说，直到 1998

年，终于创立了徐州恒辉编织机械有限

公司。

“公司成立之初研发的装备只能生产

编织带、松紧绳一类的中低端产品，但

公司坚持将每年大部分经营利润投入研

发，逐渐推动企业发展。”韩百峰告诉记

者，公司一直把市场作为发展导向，把

科技创新作为发展动力，坚持走产学研

用的创新之路，练就了企业的“编绳”

绝活。

韩金辉告诉记者：“公司不仅与多所

高校长期开展合作，从 2014 年开始，还

累计投资 5000 多万元，对生产线进行智

能化改造。改造后，装备交付率提升 25%

以上。”

“公司开展科技创新从来不是闭门造

车 ， 而 是 聚 焦 行 业 趋 势 ， 紧 跟 前 沿 技

术，与社会发展和市场需求同频共振。”

韩金辉介绍，在深耕编织机械行业的基

础上，公司开始延伸产业链条，小到鞋

带、渔网的编织，大到电线电缆、海洋

工程、医疗器械的编织，恒辉编织生产

的设备不断应用于更多特种场景。

寻求突破

在恒辉编织技术副总经理陈兵的办

公室，一支北京冬奥会“飞扬”火炬引

起了记者的注意。

“这支如丝带般飘舞的火炬，是使用

复合材料预成型体编织装备与技术的三

维立体编织机编织而成的，采用 200 多锭

碳纤维，从经向、纬向、法向 3 个维度进

行编织，最终形成了火炬的造型。”陈兵

介绍，生产一支“飞扬”火炬，首先要

通 过 三 维 编 织 工 艺 织 出 其 柔 软 的 “ 骨

架”，再向里面注入特殊树脂，固化成型

后才能成为坚实的外壳。但 2013 年时，

因 为 国 内 复 合 材 料 编 织 设 备 与 技 术 落

后，高性能特种编织物的精确成型技术

与装备由国外公司掌握，无法生产。当

时，恒辉编织便联合国内某大学共同研

发此项目，终于在 4 年后成功研发出三维

立体自动编织装备，相关技术参数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

技术创新的背后，是企业和科研院

所 研 发 团 队 经 历 1000 多 个 日 夜 ， 从 理

论 推 导 到 试 验 验 证 再 到 生 产 实 践 ， 提

出 了 特 种 编 织 物 数 字 化 设 计 与 精 确 成

型 理 论 ， 发 明 了 无 接 头 扣 环 绳 缆 、 多

层 复 合 绳 缆 、 特 种 管 类 编 织 物 等 多 类

型 特 种 编 织 物 自 动 编 织 技 术 ， 研 制 了

五 大 类 特 种 编 织 机 成 套 装 备 ， 实 现 了

成 型 工 艺 参 数 精 确 调 控 、 产 品 精 确 成

型和高性能化。

“ 公 司 研 究 的 ‘ 高 性 能 特 种 编 织 物

编织技术与装备’与‘特种编织技术与

装备’项目，分别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和江苏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专项

资金支持。”陈兵告诉记者，公司的技

术创新成果有力推动了我国编织装备的

发展与升级。

延伸产品

不久前，在珠江口盆地的流花油田，

亚洲首艘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海

葵一号”完成海上安装。这个总重量 3.7

万吨的平台，漂浮在平均水深 300 多米、台

风 肆 虐 的 深 海 区 域 ，它 是 如 何 安 稳“ 扎

根”的？

“‘海葵一号’稳如磐石的关键在于吸

力锚中的聚酯缆绳。这根缆绳就是由我

们生产的编织设备编织而成的。”韩金辉

告诉记者，缆绳像“拴马桩”一样将平台牢

牢固定在海面上，可以抵御百年一遇的恶

劣海况，实现连续在海上运行 15 年不回

坞，这根聚酯缆绳由几十万根纤维组成一

根整绳，总长 1300 米，重量达 80 吨，直径

274 毫米，破断力达 2306 吨。

除了“海葵一号”固定缆绳外，在黄海

海域和南海油田，恒辉编织装备生产的重

型吊索和深海系泊聚酯缆绳，将重达 3000

吨的生产储油船预装模块吊装完成，使深

海钻探平台稳如泰山。

不仅有这些“上天下海”的绳索，恒辉

编织还在医疗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

恒辉编织的另一间厂房，记者看到一台 2.4

米高的医疗器械编织机上，144 个纺锤正

飞速运转。纺锤上，若干根直径仅有 0.035

毫米，相当于人的头发丝直径四分之一的

镍钛丝，按照设定好的程序摆动缠绕，最

终编织成医疗支架、封堵器等精密医疗

产品。

“像血管支架这样的精密医疗产品，

过去只能依赖进口，动辄上万元的价格，

让很多患者望而却步。公司研发出的精

密医疗产品，可造福更多患者。”韩金辉介

绍，近年来，恒辉编织在医用一次性抽吸

导管、造影导管、血流导向密网支架，以及

心 内 颅 内 介 入 、

神 经 介 入 、运 动

医 学 、骨 科 等 领

域编织设备上加

大 研 发 投 入 ，陆

续 推 出 了 多 个 精

密医疗生产装备。

来到恒辉编织六厂区，记者看到，一

款新型高分子无结网正在做量产前的最

后准备。“在我国海洋经济中，远洋渔业、

远洋网箱养殖一直存在技术短板，我们正

在研发 3 股、4 股无结网产品，成功后将应

用于海洋工程、远洋渔业等领域。”韩金辉

告诉记者，公司生产的无结网质地轻、韧

性强，在水中的拖动阻力比有结网小，渔

船在拖网时可降低能耗，产品投产后将改

变我国渔业编织产品依赖进口的局面。

恒辉编织生产的编织机械有 18 个系

列，涵盖上千个品种，从服装、家纺、五金、

通信到船舶、航空航天、工程机械、石油化

工，再到医疗器械、复合材料预成型体编

织，恒辉编织“编”出了一个多元化的产品

体系。韩金辉说：“企业将继续坚

持自主创新不动摇，以创新引领

技术升级，实现从跟跑到并

跑直至领跑的跨越。”

日前，河北亚都管道装备集团

有限公司质保部部长程万林陪同客

户，对公司总厂原材料库、研发中心

以及推制、压制等车间逐一进行生

产和检验能力审查。“接待客户的定

期审查，是公司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也是公司展示实力的窗口之一。”程

万林说。

位于河北省孟村回族自治县的

河北亚都，主要生产和销售钢制弯

头、弯管、三通、四通、法兰、配管等

管道产品，在高温高压厚壁大口径

合金钢管件以及不锈钢管件生产方

面具备领先优势。公司凭借技术创

新，发展为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河

北省专精特新示范企业，产品直供

石油、化工、燃气、电力、锅炉、供热

等行业头部企业。

在公司的热处理车间，程万林

指着 370 立方米容积的固溶池说，

在这里，公司研发团队成功完成了

“热处理对中频感应加热推制弯头

芯棒模具的影响”研究。从前，生产

弯头用的推制弯头芯棒由高合金不

锈钢铸造而成，造价昂贵，且在使用

一定周期后会造成损坏。为减少推

制厚壁弯头时芯棒断裂的情况，公

司技术团队经过反复试验后发现，

采用固溶热处理工艺（从高温状态

快速入水冷却），可改善不锈钢材质

芯棒的金相组织、提升抗拉强度、延

长使用寿命。

为验证试验成果，研究人员铸

造一个芯棒和两个试块，在未经热

处理情况下，对第一个试块做性能

试验和金相检验；对第二个试块和

芯棒进行热处理，并做相关性能试

验 和 检 验 。“ 通 过 不 断 摸 索 和 试

验，我们发现，经过热处理的芯棒

具有更优良的拉伸、抗冲击等性能，而且使用寿命可延长 1 倍以

上。”程万林说，这一成果应用到生产后，每年为公司节省芯棒投

入近 250 万元。

P91 高合金钢材料是电厂主蒸汽管道中的核心部件。为解决这

一高压管件高温成型过程中容易出现的晶粒度粗大、硬度不均匀等

问题，公司研发中心采取对比实验方式，研究出改善 P91 钢管晶粒度

和级差的分段热处理工艺。经过新工艺处理的管件，具有更细的晶

粒度、更小的级差和更均匀的硬度，不仅提升了产品质量，而且大幅

降低了产品报废率和能源消耗。

“企业只有不断创新，才能行稳致远。”公司董事长高砚松介绍，

目前，公司的创新主要体现在转变经营理念、革新生产工艺及培养技

术人才等方面。2023 年，研发投入近 1570 万元，占销售收入总额的

3%左右。目前，公司拥有实用新型专利 33 项。

近年来，河北亚都与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合作促研发。公司与高

校开展合作，依托亚都研发中心，共同成立校企合作基地，共建河

北省合金管道管件技术创新中心和超高压管件河北省工程研究中

心，确立“超高压和合金管道管件结构设计技术、成型工艺技术、

焊接和热处理技术”3 个主要研究方向，专注高压管道管件的研

发。“管道装备制造业是孟村回族自治县的支柱产业，河北亚都不

断强化创新主体地位，依托技术创新中心和科技创新平台，开展共

性技术研发，提升产业集群核心竞争力，起到良好的示范效应。”

孟村回族自治县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局长白雪冬说。

“今后，我们要继续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推进管道装备产业向高

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高砚松说。

本周，蔚来 ET9 搭载的线控转向技术

获工信部量产许可，成为我国首款搭载线

控转向技术的量产车型。同时，蔚来也将

作为核心成员单位及唯一具有实际量产车

型的企业，参与线控转向国家标准的制

定，这一消息引发舆论关注。

线控转向技术是实现汽车底盘一体化

集成控制与整车智能化的关键。该技术与

传统机械转向相比，是以电信号传递与控

制替代汽车方向盘与转向轮之间的机械连

接，使驾驶更安全、更灵活、更精准、更

个性化，带来革命性体验。此前，国务院

印发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21—

2035 年）》 明确提出，将纯电动汽车底

盘一体化、线控执行系统等列为重点技术

攻关工程。因此，线控转向技术也被全球

各大车企和主要供应商视为产业竞技的制

高点。

目前，全球搭载真正意义上线控转向

技术的量产车型，仅有特斯拉赛博皮卡

（Cybertruck）。此次蔚来 ET9 成为全球第

二款搭载线控转向技术的量产车型，这不

仅是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在线控转向技术

领域实现完全自主化的重要标志，也是我

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

产力发展的生动实践。

产品是技术的结晶，有竞争力的产品

凝结着独特技术。没有关键核心技术的突

破与掌控，企业很难推出令人眼前一亮的

产品，赢得市场竞争优势，打造出有影响力

的品牌。回溯百年汽车发展史，无论是宝

马、奔驰，还是丰田、本田，皆依托关键核心

技术首先创造或开发出创新产品，从而成

为全球知名品牌。马自达，虽然曾一度面

临困境，但并没有放弃对关键核心技术的

研发，其广为人知的“创驰蓝天”，包括柴油

机、汽油机、变速器、车身和底盘一整套技

术，受到很多消费者的喜爱，成为企业通过

打造关键核心技术、不断推出创新产品重

塑品牌的典范。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

演进，当前新能源汽车不仅已成为全球汽

车产业转型升级、绿色发展的主要方向，

也是我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着力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今年前 11

个 月 ， 我 国 新 能 源 汽 车 产 销 累 计 完 成

1134.5 万辆和 1126.2 万辆，首次成为全球

年度产销突破千万辆的国家。深剖其原

因，虽然离不开国家前瞻性布局和超大规

模市场优势，但根本在于行业企业勇于科

技创新。从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到吉利的

智能无级混动电驱，从华为乾崑智驾到小

鹏 AI 体系，正是这些关键核心技术的涌

现，我国汽车产业才能从欧美日韩车企手

中夺回汽车产品和品牌定义权，在新赛道

上领跑全球。

不过，在增强产业自信的同时，也要

多一分清醒。当前，我们构筑的新能源汽

车产业“护城河”还不够深，也不够宽，

甚至在某些关键核心技术领域，还存在不

少短板。比如，虽然国产芯片正处于发力

阶段，但在芯片 EDA 设计软件、重要 IP

以及芯片制造等关键环节上，仍严重依赖

国外；国产车用操作系统国内市场占有率

较低，自动驾驶操作系统的内核、功能软

件等核心技术尚未实现自主可控。这些短

板，显然都是影响汽车产业安全稳定运行

的风险点和掣肘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绊脚

石，亟待我们以高水平科技创新，攻坚

克难。

12 月 9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提出，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绿色低碳产业

和先进制造业，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不仅

是新质生产力的体现，也是实体经济的重

要载体，更应以科技创新巩固和扩大产业

发展优势。经过百年接力深耕，当前全球

燃油车技术进步已接近上限，而新能源汽

车技术，特别是电池与智能化相关技术仍

在快速迭代中，尚未成熟。包括混合动力、

固态电池、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突破，或

许会给产业电动化和智能化变革带来新的

可能性，甚至技

术 路 线 的 大 调

整。但可以预见

的是，关键核心

技术仍将成为车

企产品定义、服

务优化、品牌提

升、生态构建，

以及商业模式创

新的重要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