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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家 合 作 社
喂牛用上机器人

河北日报记者 王育民 汤润清

4月 13日上午 10时，位于廊坊市
安次区落垡镇的廊坊市春光体育用品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削边工赵争争
拿起一块厚度约5毫米的黄色长方形
皮料放入削边机，皮料匀速穿过刀口，
四个边的边缘就被削薄了 2 至 3 毫
米。“这块皮是排球的一部分。”赵争争
说，“一个比赛用的标准排球，由18块
皮料组成，每块皮料的厚度都不太相
同，削边是为了方便把皮料粘起来。”

制球产业在落垡镇有 30 多年的
发展历史，是安次区特色支柱产业。
目前，以春光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三明
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为骨干的出口企业
带动了落垡镇 30 多家球类加工企业
的发展，形成了从原材料、半成品球胎
到成品球生产销售的全产业链条。如
今，全镇年产各类体育用球及礼品球
超 500 万个，远销美国、阿根廷、巴西
等国家，出口额达 1500 万美元，带动
当地数千人就业。

赵争争家住落垡镇路营村，距离公
司六七公里。“在这上班离家近，拿计件
工资，干得多挣得就多，比我以前去外
地打工挣的工资只多不少。”如今，她已
经在春光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干了七八
年，对这份工作很满意。

同车间内 30 余名工人几乎都是

落垡镇及附近的村民。下料、削边、高
频转印、粘球、定型、检验……皮料经
过一道道工序后，变成了一个个颜色
亮丽的皮球。

在车间外的库房里，一只只成品
球被码放到指定位置，等待打包、
装箱。

“这边已经装进箱子、贴好标签的
是准备发往俄罗斯的2500个排球，那
边还有600个排球准备发往伊拉克。”
公司总经理刘春光说，公司主要生产
足球、排球、篮球等体育用球。“以订单
式销售为主，年产值可达 1000 余万
元。”刘春光介绍。

下午2时，记者又来到镇里的廊坊
市道事尔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这家公
司采用半人工半机械化的生产模式，
按照行业“充气次数8000次不变形”的
标准，年产各类球胎50万个，年销售额
达300万元。“镇里有两三家跟我们合
作的上下游企业，离得近，合作起来很
方便。”该公司负责人王永庆说。

“为降低企业单枪匹马闯市场的风
险，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我们镇还
成立了球类协会，助力加快形成多层
次、高附加值、带动效应强的特色制球
产业链，打造安次特色品牌。”落垡镇党
委委员、宣传委员王红润告诉记者。

打开手机 App 点餐，餐厅根据顾客
需求烹饪，骑手按时到店取餐送餐，全过
程骑手信息、距离和餐厅加工进度一目
了然。你能想象这种点外卖的模式也可
以用到混凝土搅拌站的外运服务上吗？
在河北雄安容西混凝土有限公司，混凝
土也能当外卖订，客户网上下单，公司网
上派单，司机网上接单、取货、送货。

4 月 12 日，记者驾车沿雄安新区大
水大街一路向北，远远就看到西北方向
三座极简工业风建筑，方方正正的白色
楼宇上装饰着蓝色几何图形，墙面上“雄
安绿色建材供应基地”几个大字特别抢
眼。越靠近，路上的大车越多。开到河
北雄安容西混凝土有限公司门口时，进
进出出的混凝土罐车、原材料自卸车便
排成了队。

走进公司厂区，并没有看到工作人
员的身影，成排的混凝土罐车经过门口
自动冲洗装置后开进厂区，井然有序地
各自开往预拌混凝土搅拌站、水泥稳定
土搅拌站、沥青混凝土搅拌站所对应的
装料口，十来分钟后便满载而去，奔向雄
安新区各个施工项目工地。

无 人 值 守 却 秩 序 井 然 是 怎 么 做
到的？

“现在都是在手机小程序上看订单，
把车开到哪个搅拌站的几号门，上面写
得清清楚楚。”正在排队等候装料的混凝
土罐车司机指着厂区百米开外的一栋楼
说，楼上控制中心可以远程智能调度，接
到客户订单后派车，司机手机扫码排队、
接单确认、自动签到，就跟点外卖一样。
当司机出发后，工地和调度中心可以实
时了解罐车所在位置和工地施工情况，
合理调度车辆，确保不压车、不断车，确
保混凝土浇筑的连续性。

事实上，控制中心的作用远不止“派
单”这么简单，它就像厂区的“智能芯”，生
产方案生成、车辆调度、设备操作、数据统
计等一系列工作都在它的操作下完成。

来到园区控制中心，只见六七名工
作人员正在对厂区内设备进行监管及操
作，电脑屏幕上显示着设备运行数据，墙
上的大屏幕上多个窗口显示着厂房内各
个区域实景影像。

“搅拌站建设之初，我们便搭建了涵
盖原材料进场验收、生产、出厂检验、运
输等全过程的智能业务及监管平台。”河
北雄安容西混凝土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褚
雅楠介绍，通过该平台，从每一车原材料
进场到每一车拌合物出场都实现了自动
化和信息化。

站在控制中心的落地玻璃窗前，记
者看到院子里不少混凝土运输罐车、满
载砂石料的自卸车正在厂房门口等待装
卸。“原材料进场扫二维码过磅，无人值

守，卸货也是全自动控制预降尘、自动收
尘。”褚雅楠说。

在生产环节中，传统方式是由铲车
将原材料按需倒入料口称重后，通过皮
带运输至搅拌机，再由生产区的技术人
员确认下料各项信息后，手动调整配合
比。在河北雄安容西混凝土有限公司，
采用全自动上料系统将原材料输送至上
料口。当水泥、石子等原材料“就位”，控
制中心会针对数据确认生产种类，搅拌
机自动下料至称重台，计量后自动掉落
至搅拌区，外加剂、水等原料也根据中控
室信息自动加入。司机根据提示便可驾
车前往出料口装料运走。“整个生产过程
全封闭，一机双控、无人值守、自动收尘、
智能检测。”褚雅楠说。

在办公区展架上，编号 001 的中国
预拌混凝土行业首张“绿色建材产品认
证证书”，见证着该公司在产品技术研发
上的成就。现浇综合管廊混凝土裂缝控
制关键技术研发、高性能彩色混凝土关
键技术研究与应用、中水在混凝土中的
应用与研发……仅2023年，该公司就开
展了 11个研发项目。截至今年 3月，公
司已取得专利证书19项。

“从2019年投用至今，河北雄安容西
混凝土有限公司预拌混凝土供应量近550
万立方米，沥青混凝土供应量达 100 万
吨。”在褚雅楠看来，聚焦“双碳”和智能
化，绿色发展永远在路上，只有在技术创
新上不断探索，才能持续擦亮预拌混凝土
行业“绿色”标杆企业的金字招牌。

在雄安 混凝土能当外卖点
河北日报记者 曹 铮

饲喂近 500 头奶牛需要多少人
力？一般情况下，需要3名工人24小时

“三班倒”。而在滦南县犇鑫奶牛养殖
专业合作社，1 名机器人“牛保姆”便
轻松搞定。

4 月 9 日 9 时许，记者来到合作
社，跟随智能推料机器人一同到牛棚

“喂牛”。
见机器人到来，趴卧“小憩”的奶牛

们一下子兴奋起来——有的迅速起身，
迫不及待地将头伸出栅栏；有的晃动尾
巴“哞哞”欢叫，仿佛在招呼“开饭啦！”

“在奶牛眼里，这个机器人就是喂
饭的‘保姆’。”合作社技术负责人郝健
全说，按照设定好的程序，这台智能推
料机器人，每小时工作一次，确保奶牛
饿了就会有“饭”吃。

“让奶牛多产奶、产好奶，饲料投喂
必须跟上。”郝健全介绍，奶牛“吃饭”不
同于人类的一日三餐，而是不分昼夜，
饿了吃、吃了睡，合作社共饲养了 485
头奶牛，每天喂料是个不小的工程。

记者观察发现，奶牛在进食时，总
是边吃边拱，这样一来就会把草料越
拱越远，以至于最后“看得见吃不着”。

而“牛保姆”的职责就是不能让任
何一个“奶牛宝宝”饿着。

“过去人工轮班饲喂，夜间工作人
员免不了困乏打盹儿，有时候会因推
料不及时而‘亏待’了胃口好的奶牛。”

郝健全说，自从用上了元气满满的机
器人，“牛保姆”昼夜上岗，定时定点把
草料推送到奶牛能轻松够得着的地
方，奶牛们从此过上了“饭来张口”的
幸福生活，产奶也更多了。

“如今奶牛的平均日产奶量提升
了 2公斤，达到 43公斤。”郝健全算了
一笔账，按照过去3名推草工人、每人
月工资3000元算，仅饲喂一项每月便
可增效近2万元。

在机器人投喂过程中，记者发现一
个有趣的现象：每当“牛保姆”经过，奶
牛们便会争先恐后地把头伸出牛栏，对
着钢筋铁骨的机器人一顿热情舔舐。

“机器人和它们混熟了。”郝健全
说，去年 10 月投用以来，机器人用周
到的智能化服务，赢得了奶牛的信任。

记者发现，工作状态下的机器人，
并不是一条直线走到底。郝健全介绍，
通过超声波系统，机器人可自动识别
草料分布情况，从而改变推料宽度，实
现哪里草料少，就多推过去一些。

“机器人还能精准识别出缺料情
况，并及时通过智慧系统向我们发出
加料提示。”郝健全打开手机软件，屏
幕上推料画面清晰可见，机器人工作
状态、剩余电量等也一目了然。记者从
手机上看到，9时40分许，机器人完成
推料任务，沿着既定路径缓缓驶进充
电棚，自动连接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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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河北雄安容西混凝土有限公司厂区内，混凝土罐车在预拌混凝土搅拌站门前等待装料。 河北日报记者 曹 铮摄

4月9日，滦南县犇鑫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奶牛与机器人“牛保姆”亲密互动。
河北日报记者 汤润清摄

安次“小皮球”
俏销海内外

河北日报见习记者 周禹佳

“今天来，就是沟通下咱们桥梁支
座项目的进展，再看看公司研发上还有
啥需求。”

4月11日一大早，石家庄铁道大学
安全工程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李剑芝
赶到中裕铁信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和企业研发人员一起，开起了研讨会。

中裕铁信公司位于衡水市高新区，
是一家主要生产桥梁支座、桥梁阻尼
器、伸缩缝的企业。“2022年，我们正谋
划把‘感觉’器官安装到桥梁支座上去，
但仅凭自己的研发团队，一直没能取得
突破。正好，科技特派团给我们送来了

‘及时雨’。”公司副总经理赵璐说。
科技特派团，由省内外院士、高水

平专家组成，他们深入全省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对接企业需求，为企业
破解技术难题。截至目前，我省已组建
306个“小巨人”企业科技特派团。

经科技部门撮合，中裕铁信与李剑
芝团队成功牵手。

“桥梁支座还有‘感觉’器官？”记者
不禁好奇起来。

“桥梁支座是连接梁体与墩体的关

键部件，支座性能直接影响桥梁的使用
寿命。”李剑芝说，给它装上“感觉”器
官，对支座反力情况进行监测，就能及
时反馈桥梁整体结构的安全稳定。

见记者不解，李剑芝说：“等会儿你
就知道了。”

跟着赵璐和李剑芝，记者来到了实
验室。一楼大厅里，摆放着很多桥梁支
座，走到一个直径60厘米、厚20厘米的
钢支座前，李剑芝俯下身，示意技术人
员一起，将它搬到压力测试工作台上。
随后，她拿起缠绕在支座上的一条细细
的线缆，连接上终端设备。

工作台开始运转，记者凑上前去，
在终端设备的显示屏上，看到支座承受
的压力值等数据，经过处理，以波动的
曲线呈现。

“波动的幅度不能太大。”李剑芝
说，一旦超出限定值，系统就会自动
预警。

“这技术，像‘听诊器’一样。”记
者说。

李剑芝指着支座上的线缆说：“光
纤传感器就埋在这里面，通过它，桥梁

的‘血压’‘脉搏’一目了然。”
“不就是在支座上缠一圈儿线吗？”
“可别小看这项工作。”面对记者的

质疑，赵璐接过话茬，“支座结构竖向空
间狭小，由多种结构件组成，很难放置
光纤传感器，实现纵向测力。”

“还好有特派团的专家。”他话锋一
转，迫不及待地展示起手机里的通话记
录，“李老师实时在线，一个电话就能解
决问题。一有时间，还会来车间手把手
技术指导！”

竖向没空间，李剑芝团队提出大胆
的想法：把光纤传感器改成环绕的方
式，缠在支座上。

技术路线直接明了，实施路径却错
综复杂。

“并不是将整个光纤一缠了事这么
简单。”李剑芝告诉记者，第一次试验，
他们发现将纵向布线改成环绕布线，光
纤对桥梁支座的受力感受精度大大
降低。

特派团专家和企业研发团队分头
攻关，通过理论分析、数值仿真、实验室
测试等，终于找到了解决办法。“在不改

变支座结构及尺寸前提下，我们设计了
一个变截面放大器，提高了光纤测量精
度。”李剑芝说，前不久，他们完成了现
场测试，并通过了第三方试用验证。

“跟您说个好消息！”赵璐在一旁搭
话，“我们已经收到了不少合作意向，马
上就能产业化了，到时候有啥问题，还
得请您帮忙。”

有了“能人”相助，中裕铁信自主创
新的步伐越走越坚定，已获得400多项
国家专利，现在，还在向新的技术难题
发起挑战。

意犹未尽的赵璐干脆把记者带进了
机加工车间，工人们操控龙门，将一块钢
板放到铣床上开始加工。“这里生产的是
伸缩缝，它的作用是连接桥体和路面，避
免热胀冷缩引起路面鼓包。”赵璐说，这
个装置使用年限短，更换频繁，在后期，
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维修。

李剑芝则透露，他们正在研究怎么
给伸缩缝也装上“听诊器”，为它实时

“体检”，延长寿命，“现在已经有了初步
方案，下一步，就是通过仿真建模，确定
光纤传感器的布设位置。”

看“桥梁医生”如何“悬丝诊脉”
河北日报记者 王璐丹

（上接第一版）电炉预热比例大幅提高，较
传统电炉吨钢降低电耗30%以上，赢得了
德国工程师的敬佩。

采用新工艺，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丁志军和张拥华的讲述中，我仿佛

看见了无数个不眠之夜，石钢人挑灯夜战
改图纸、学新知的动人画面，理解了石钢人
说“钢铁战士不怕难”的决心和担当。

想出新办法的人在他的办法没有成
功以前，人家总说他是异想天开。石钢人
就是这样一群异想天开的人。

他们改变了钢铁行业“傻大笨粗”的固
有形象，用数智技术赋能，让机器人在钢铁
产线上“跳舞”。

他们向“更窄”的领域进军，摘得特钢
棒材细分市场应用领域多个第一，赢得了
更广阔的市场。

越是传统产业，越需要创新驱动发
展。石钢人将创新进行到底，加大研发投
入，引进高端人才，以技术升级驱动绿色化
发展，向着国际一流特钢强企目标奋力
前行。

（上接第一版）同口径碳排放量减少
75%。2023 年，石钢被评为国家级绿色
工厂。

国内首家全废钢电炉短流程特钢企
业，是新时代石钢的闪亮名片。

炼钢厂主控室里，“90后”炼钢工许
世峰轻点鼠标，电炉及配套自动化设备
开始运转，炉前自动测温取样、自动吹
炼、自动出钢、自动出渣……

依靠电炉的九大系统，石钢实现了
“一键炼钢”。

更让丁志军感到自豪的是，电炉虽然
是由德国设计制造的，但石钢的技术人员
已经将它从1.0版本升级到了10.5版本。

从 1.0 到 10.5，每一次升级，都是一
次技术革新。

投产初期，电炉废钢预热系统经常
发生故障。丁志军组织设备专家、工艺
工程师对预热系统改造进行“挂图作
战”。办公室墙上挂满了图纸，石钢人

“挑灯夜战、闻鸡起舞”，就连吃早饭都在
讨论方案，铆足了劲儿攻克难题。

通过现场跟踪和图纸分析，技术人
员最终确定了对预热系统和废钢配料模
型的调整方案。经过改进，预热比例由
投产初期的不足 50%提高到 99%，较传

统电炉吨钢降低电耗30%以上。一项项
改进，让德国工程师竖起大拇指。

长流程转短流程，只是石钢迈出的
第一步。求新、求变、求突破，石钢走上
了数智驱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轧钢厂中棒线精整车间，拆捆机器
人、上料机器人、倒棱机器人、样棒取放
机器人、点磨机器人等不同类型的智能
机器人协同作业，对轧制后的棒材拆捆、
修磨、打捆、贴标、入库。

有了智能机器人“帮手”，探伤工苏
世杰的工作发生了质的变化。过去，探
伤工需要手动拆解成捆的棒材，手持探
伤仪检验钢材表面质量。如今，他只需
要盯着操作台的电脑屏幕，按动鼠标，就
能操控作业。

由石钢公司牵头实施的面向特钢棒
材精整作业的机器人系统，获得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智能机器人”重点专项支
持。2023 年 2 月，项目高标准通过科技
部终验评价。

“38 台机器人员工上线运行，突破
了我国11种机器人16项技术，实现了精
整机器人集群化作业。这个车间是石钢

‘国家智能制造示范工厂’42 个示范场
景之一。”石钢四级专家王会庆介绍。

机器人集群作业的震撼画面背后，
离不开数字化技术赋能。

石钢依托5G、工业互联网、区块链等
新技术，构建了涵盖设备管理、自动控制、
质量管控等在内的一体化数智系统，为机
器人规模化应用提供数据支撑。2022年，
石钢入选全国首批“数字领航”企业。

技术的革新、数智的赋能，最终体现
在产品上。

机器人的广泛应用，让“一键炼钢”
更有保障，助力石钢实现了对冶炼温度、
成分、高洁净度的精准控制，大幅提升了
高端钢材的品质。2023年，石钢产品一
次合格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2024 年

一季度，石钢高创效产品同比提升18%。
无限风光在险峰，石钢人不断研发

特钢核心技术，拓展发展新空间。
今年年初，石钢技术中心工模具钢

开发师郭晓霞收到了一个好消息：石钢
公司为某客户成功研发的工模具钢，经
检测产品成分、硬度、非金属夹杂等指标
全部合格，完全满足模铸材料标准。这
标志着石钢开拓了工模具钢市场。

创新不停步，石钢人收获了一个又
一个“单项冠军”：截至目前，石钢公司在
全国商用车用特钢市场、高铁弹簧扣件
用钢市场、高端工程机械用特钢棒材市
场占有率名列第一。


